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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阅读点亮儿童精彩人生
——刍议小学语文教学中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

李俊英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东莞学校，广东 东莞 523000）

摘要：传统语文教学中往往忽视学生的知识获取过程与情感、价值观培养，导致小学生的阅读能力不被重视。但事实上阅读是帮助

小学生看世界的眼睛，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重要窗口。在新时代的教育改革中，小学语文教师应当重视发展阅读教学，以新的教育理念和

手段培养学生阅读能力，让学生在词句训练、阅读技巧等方面多下功夫，以此才能够在阅读中陶冶情操、丰富内心世界。本文将根据阅

读教学的重要意义与创新策略展开叙述，希望能够启发更多一线语文教师，通过重视阅读教学提升学生阅读能力和语文水平，以此小学

生才能不断进步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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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师教授的内容不应当局限在教材中，而应当走近

小学生生活，让学生认识世界、丰富内心世界。并且，语文学习

还将体现在其他科目的应用上，只有掌握语文这门基础语言才能

够理解和解决其他学科的问题，达到提升学习能力的良好效果。

所以，小学语文教师应当重视阅读教学，通过创新教学方式提升

教学质量，让小学生学会自主阅读，从阅读中汲取营养。由此，

学生才能够独立自主完成学习任务，使得阅读水平、语文水平、

学习水平等逐步上升。

一、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的重要意义

对小学生来说，阅读能够帮助理解文章内涵，感受作者的真

情实感，掌握相关的语文知识。也由于小学生刚刚进入系统性学

习阶段，这时候进行阅读教学能够让学生利用课内外时间阅读，

养成独立思考和深入文本研究的好习惯，逐渐能够自主解决语文

问题，在文本阅读中学习到更多。此外，小学生的创造能力、想

象能力、知识实践能力等得到更多正向影响，以促进小学生在学

习方面不断进步。所以，语文教师应当在语文课上利用好有限的

时间，让学生对文章字、词、句等进行理解，对文章主要内容进

行理解、复述、背诵。这样小学生的大脑、智力等也不断被开发，

从而在语文学习中找到更多突破口，在语文知识学习中“如获良

方”。以此，学生才能够不但进步和成长，从而提升阅读能力，

提升综合素质，迈向更加广阔的发展平台中。

二、如何在课堂教学中培养阅读能力

（一）词句训练

教育者在教学中只有明确字、词、句的应用才能够逐步理解

文章深刻内涵，懂得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情感。小学生拿到一篇

新文章，第一件事应当寻找生字词，确保能够流畅的阅读文章，

从而基础性地了解文章大致意思和描写内容。由此可见，词句训

练在阅读教学中将占据重要的比重，小学阶段又是扎实基础的关

键期，所以教育者应当在词句训练上多下功夫，找到适合本班级

学生认知水平的教学方式，这样小学生才能够在训练中进步，学

会分析字词、长难句，逐渐理解文章内涵，并逐渐学会抓取文章

关键部分，以阅读理解文章重点掌握阅读方法，逐渐提升阅读能

力和语文水平。

例如，在进行《圆明园的毁灭》这一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

育者应当布置预习任务，让大家针对“毁灭”“不可估量”等 24

个词语按词索意，了解文章句子中该词的表达意思与作用。在课

堂中，教育者还可以抽取中心句进行解析：“圆明园的毁灭是中

华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也是世界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

首先，这句话不仅仅表达了圆明园的目前状态，还体现了作者对

于圆明园被毁的惋惜；其次，本句是总起句，具有一定的总结性

表达。这样学生就能够掌握更多词语和句子，并在自主阅读时举

一反三，通过打磨词语句子理解文章表达内容，学会品味作者想

要表达的思想情感。渐渐地，小学生的阅读能力才能够提升上去，

随之而来的也将是语文水平的进步。

（二）阅读技巧

包括泛读、精读、略读等，如果能够掌握这一方面的内容，

阅读将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由此也能够帮助学生节省更多时间，

让大家学会合理安排休闲娱乐与能力训练时间。首先，教育者可

以结合课堂教学实例展开阅读技巧教学，让大家通过重点文章解

析学会应用阅读技巧，如结合文章中的重点段落进行精读，结合

文章语境去阅读，可通过多次阅读复述和背诵文章，这样就能够

深刻理解文本内容；其次，教育者可以结合课外时间，让学生去

预习文章，在课外进行自主阅读，搜集阅读中遇到的问题和阻碍，

这样再结合课堂讲解也能够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所以，高效的

阅读方式是非常多的，教育者应当结合实际情况展开阅读教学，

提升学生阅读能力。

例如，在讲解《草船借箭》这一部分内容过程中，教育者就

可以让大家先进行十分钟文章阅读，应用泛读理解文章讲述了怎

样的故事，文章描写了哪几个人物，并且，学生应根据理解划分

出文章有几个部分，清晰明确故事的发展顺序。经过这样的课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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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练习，大部分小学生都能够掌握泛读技巧的应用，并通过泛

读提取出文章的关键部分，认识到文章的板块与连接方式。文章

主要描写了诸葛亮、周瑜、曹操、鲁肃四个关键人物，按照故事

发展顺序叙写，并由四个部分完整讲述了故事的发展。这样一来，

小学生就能够在阅读时运用阅读技巧，准确理解文章大意，明确

文章故事内容。所以，语文教师应当应用此类教学方式，将阅读

技巧的运用教学融合到课堂教学中，帮助小学生高效率完成阅读，

提升小学生阅读能力。

（三）课外阅读

小学语文教材往往根据教学目标选取，旨在培养小学生一系

列学习能力，这样的内容学术性更强，让一部分学生失去语文阅

读兴趣，使得学生无法展开沉浸式阅读。对此，语文教师应当充

分展现语文知识的丰富性和趣味性，以加强课外阅读为主，丰富

教学课堂为辅，充分发挥小学生语文阅读自主性。并且，课外阅

读还能够培养学生丰富的眼光，激发学生创新潜能，让小学生接

受个人情感的熏陶和丰富的知识滋养。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离不开

帮助学生合理安排课余时间，教育者应当布置一定课外阅读任务，

如每周 3-5 篇阅读名著、科普文、散文等，让小学生收获丰富阅

读知识的同时，养成合理规划时间的观念和习惯。

例如，在进行《自相矛盾》这一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语文教

师就可以提前布置课外阅读任务，让大家搜集 3-5 篇寓言故事进

行阅读，并合理安排课外时间完成故事理解和分析。在课堂中，

教育者可以组织小学生分享寓言故事特点、寓言故事核心启示等，

并且应针对表达叙事流利的学生进行表扬，让大家为他鼓掌。由

此小学生定能够积极参与课外阅读活动，通过不同题材、不同类

型的文章收获丰富的阅读体验。而针对寓言故事的大量阅读也能

够让学生掌握寓言故事学习的基本流程，通过泛读、精读，在阅

读中感悟到人生道理，学习到更有趣的语文知识。实际上，阅读

也是一种语文学习方式，在课前完成阅读将更有利于课内文章的

学习，久而久之学生的阅读能力也会提升。

（四）阅读兴趣

阅读兴趣培养非常重要，语文教师应当创新课堂教学方式，

以更加新的教学理念与文化感染学生，培养大家会感知、会认识。

还可以通过生活素材导入、及时随机提问等方式吸引学生注意力，

以活跃的语文课堂感染学生，以巧妙的教学设计刺激学生。兴趣

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启发小学生阅读兴趣，才能够让小学生自主

探索，主动抓取知识，从文章中汲取营养。学校应当在阅读教学

中出力策划，举办语文趣味大赛和文化沙龙，让小学生在活动中

乐于阅读、敢于交流、各抒己见、各展才能。这样学生才能够在

环境的影响下提升阅读兴趣，展开阅读尝试，在阅读中提升能力，

在活动中有所成长。

例如，在进行《将相和》这一课程的教学中，语文教师就可

以布置预习和阅读任务，让大家提前搜集故事材料，并对文章中

的生字词进行学习，通过泛读、精读了解文章基本内容，明确故

事的发展。“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中华名族的

历史上有非常多可歌可泣的武将，但同样有非常多胆识过人的文

臣。语文教师可以让大家根据搜集到的材料展开阅读，了解故事

发生的背景与两位熠熠生辉的历史人物。由此大多数小学生都能

够参与到课堂活动中，在良好的阅读氛围中展开学习。这是激发

学生阅读兴趣的一种方式，有非常多的文章类型能够应用同样的

教学方式锻炼学生阅读能力，如神话故事、外国名著、科普文等，

教育者应当举一反三，充分培养学生阅读兴趣，让兴趣成为带领

孩子前进的老师。

（五）阅读习惯

在语文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优良习惯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教育者应当注重内外互联形式的教学，潜移

默化中使学生能够获得良好阅读习惯的生成。与此同时，我们能

够看到习惯养成是一个长期性的工程，我们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投入更多的精力以及时间，结合教学过程中的点滴来指引习惯。

不但要每天如此，而且要日复一日，让大家由适应阅读到自主阅读。

这样小学生才能够逐步形成良好习惯，在新的阅读教学模式中不

断进步和成长，以提升阅读能力和学习能力。

例如，语文教师根据班级小学生水平划分不同层次，规定水

平高的学生每周 5-7 篇阅读，文章题材不限，文章风格不限，但

确定文章后需要第一时间与教育者讨论；而水平较低的学生每周

2-3 篇阅读，需要书写 300 字阅读心得，或根据不同类型文章阅

读进行总结。所有学生的阅读内容必须健康积极，有一定的启示

作用。这样学生就能够按时、按量完成阅读任务，逐渐养成良好

的阅读习惯，不需教育者特殊说明也能够总结出阅读收获。长此

以往，学生的阅读水平一定能够获得提升，并且在一次次训练中

掌握阅读技巧，逐渐形成自己的阅读流程。

三、结语

总而言之，小学语文教师应当充分利用有限的时间和资源，

通过词句训练加强小学生语言组织能力，扎实学生阅读基础；语

文教师还应当多多讲授阅读技巧，让学生通过实例对比认识到阅

读技巧的实用性，并在课余时间的大量阅读中尝试和应用；更应

当结合课外阅读加大阅读量，激发学生阅读的欲望。这样小学生

才能够适应以兴趣为导向的自主阅读新模式，逐渐养成良好的阅

读习惯，最终实现阅读能力和水平提升，在语文知识学习中找到

自己的方法，找到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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