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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学低年级段如何通过阅读提高学生的
语文底层逻辑思维

李素萍

（外山小学，广东 汕尾 516536）

摘要：底层逻辑思维蕴含学生分析、观察、判断等的能力，能够辅助学生学习，让学生更好地思考问题，促使学生拥有解决问题的实力。

小学语文教师在对低年级段学生进行底层逻辑思维培养的时候，可以帮助学生打好阅读的基础，让学生知道在阅读活动中如何打开自己

的阅读思路，寻找阅读的方向，进而找到阅读的技巧，提高自己的阅读能力。教师要丰富学生的学习资料，给学生创设阅读思考问题，

鼓励学生围绕阅读展开讨论，督促学生自主实践，优化对学生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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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低年级学生接触阅读的机会还比较少，缺乏阅读的意识

和能力，需要教师针对学生的阅读现状展开对学生的有效指导，

让学生的阅读速度、阅读理解能力、阅读水平、阅读成绩等方面

得到发展，使学生拥有完善的阅读思维。底层逻辑思维重视学生

思考，有助于学生自主参与探索，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阅读便利。

小学语文教师在组织学生阅读的时候，立足学生底层逻辑思维构

建进行，引导学生完成课内阅读、课外阅读的时候，能够让学生

找到阅读的思想，督促学生动脑分析，使学生逐步构建阅读的机制，

发散学生的阅读思维，帮助学生有条理、结构性地完成阅读活动。

一、培养学生底层逻辑思维的意义

（一）有助于完善学生阅读思维

底层逻辑思维指的是学生在思考问题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核心

切入点，学生会围绕这一切入点展开对阅读的思考，然后呈现出

螺旋上升的学习特点，做出最佳的阅读反馈的一种思维方式。在

底层逻辑思维中，学生可以对阅读内容展开有效观察，理解阅读

中出现的概念，对阅读内容进行判断，分析阅读知识点等，形成

对客观认识事物的意识和能力，有理有据地对阅读进行推理，有

效表达自己的想法。小学语文教师有意识地培养低年级段学生底

层逻辑思维，有助于完善学生的大脑，增加学生的阅读经验，使

学生产生阅读的灵感，让学生在释放的过程中达到触类旁通的效

果，拥有举一反三的能力。学生在底层逻辑思维构建的基础上发

展自己的思维，可以巩固自己的各项技能，打开自己的阅读思路，

知道在阅读的时候应该站在怎样的角度进行分析和判断，让阅读

思维更为清晰，阅读变得更加全面。

（二）有助于增强学生实践能力

低年级段小学生正处在成长的黄金阶段，对事物的分析和判

断存在片面性，离不开教师的正确指导。小学语文教师培养学生

底层逻辑思维，可以解决学生在阅读中出现的问题，使学生知道

自己在阅读中的不足，帮助学生进行阅读优化，增强学生的阅读

实践能力。在以往阅读的时候，学生在思考的时候大多存在盲目

性，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思考，从哪个角度入手进行思考，在思

考的时候应该关注什么，导致学生的阅读效果不佳，对阅读的理

解也不深刻。随着教师有意思的引导，学生底层逻辑思维的建立，

学生对阅读有了清晰的认识，知道了怎样构建阅读的思维，怎样

利用阅读技巧来提炼有用的信息，提升自己的阅读能力。可以说，

学生在阅读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成了阅读课堂的主要参与者，

并且思维变得更加成熟，迈入了新的思维发展阶层。

二、提高学生语文底层逻辑思维的有效途径

（一）丰富学生的学习资料，辅助学生逻辑联想

低年级段学生在进行阅读的时候，存在杂乱无章的问题，不

能结合文章的内容来进行有序探索，逻辑联想，导致阅读学习十

分枯燥。教师培养学生底层逻辑思维能力，可以通过丰富学生的

学习资料来让学生知道在阅读课文的时候，应该怎样进行观察和

思考，围绕文章 展开合理想象。比如，在组织学生阅读《亡羊补

牢》《揠苗助长》之后，学生对寓言故事产生了好奇心，想要将

课堂所学的技能应用到其他寓言故事中，笔者便为学生提供了《掩

耳盗铃》《画蛇添足》等寓言故事，然后利用多媒体来为学生提

供与故事相关的插图，组织学生观察并思考：插图中出现了哪些

元素？你能发挥自己的想象说一说图片讲述了怎样的故事吗？在

学生尝试表达之后，笔者组织学生对寓言故事进行阅读，让学生

看一看自己猜想的跟图片所描述的场景是否一样，激起学生动脑

的兴趣。接着，笔者又利用多媒体为学生播放《掩耳盗铃》《画

蛇添足》的动画片，让学生得到强烈的氛围熏陶，然后鼓励学生

设想：如果画蛇的人在最后没有给蛇添足的话，故事会发生怎样

的变化……使学生能够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来联想，丰富学生对

寓言故事的理解。

（二）创设学生思考的问题，激发学生思考意识

教师为学生创设阅读中需要思考的问题，能够一步一步带领

学生深入到阅读活动中，使学生产生疑惑，继而围绕疑惑展开解答，

促使学生拥有思考问题的意识，发展学生的思维。比如，在组织

学生阅读《小蝌蚪找妈妈》之后，学生学会了按照一定的顺序来

推理内容，能够结合小马与不同的动物的对话来梳理故事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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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索，基于此，笔者为学生提供了《小壁虎借尾巴》《小马过河》

等文章，组织学生思考问题：小壁虎在借尾巴的路上遇到了哪些

动物？小马在过河的时候遇到了哪些动物？这些动物分别有着怎

样的特点？小壁虎借到尾巴了吗？小马顺利过河了吗？为什么？

学生边阅读边将课文中出现的动物罗列出来，知道了小壁虎分别

向老黄牛和小鱼借尾巴，但是没有借到，因为它们的尾巴都有着

不同的作用，不能外借。而小壁虎的尾巴可以再生，所以小壁虎

不需要向其他动物借尾巴。而小马在过河的时候遇到了老牛和松

鼠，因为它们二人对河水深浅描述不同，让小马犯了难，最后在

妈妈的鼓励下亲自试了试，成功过了河。接着，笔者对学生进行

追问：你在阅读中掌握了怎样的道理？学生从小壁虎和小马的经

历出发，分享了自己的理解，形成了动脑思考的习惯。

（三）鼓励学生展开讨论，深化学生逻辑思考程度

学生在逻辑思考问题的时候，会因为学习中的遗漏、思维上

的缺陷出现不足。教师在培养学生底层逻辑思维的时候，可以将

学生融合起来，让学生互相帮助，在合作中进行思维优化。比如，

在组织学生阅读《坐井观天》之后，为了增加学生对哲理的思考，

笔者给学生提供了《盲人摸象》的故事，然后带领学生一起分析

文章内容，按照学生的学习特点将学生划分成了若干小组，并为

学生设置了合作任务，让学生总结故事发生的原因、经过和结果，

使学生在探讨中说一说自己明白了怎样的道理。学生在小组中，

先是对文章进行了阅读，然后围绕每个盲人分别摸到了什么展开

了讨论。为了便于学生拓展思路，笔者为学生提供了大象的图片，

让学生边观察便思考。学生在探讨的过程中知道了四个盲人因为

只摸到了大象的一部分，所以无法完整地说出大象的特点，认识

到看待事情不能片面，而是要懂得合作，全面分析。学生在合作

讨论中不仅了解了故事的主要内容，还在故事中得到了思想教育，

深化了思考程度。

（四）督促学生自主实践，挖掘学生逻辑思考能力

教师在培养学生底层逻辑思维时，不能忽视学生自主实践，

而是要为学生创设语言表达的机会，锻炼学生的逻辑思考能力，

让学生在复述故事的过程中知道什么是按照一定顺序，按照一定

的逻辑。比如，在组织学生阅读《曹冲称象》的时候，笔者还为

学生提供了《司马光砸缸》，让学生综合了解历史人物小时候发

生的事情，使学生能够更加全面地评价他们，从他们的身上得到

精神力量。在学生阅读之后，笔者鼓励学生复述文章，让学生自

主思考在复述课文的时候应该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怎样将故事

完整地叙述下来，使学生形成一定的复述顺序，理清文章的发生

脉络。学生在复述课文的实践过程中，能够结合行文过程来把握

文章的思路脉络，提升了自己的逻辑思考能力和语言组织能力。

（五）优化对学生的评价，完善学生底层逻辑思维

教师仅培养学生底层逻辑思维是不足的，还要增强学生积极

参与的信心，优化对学生的评价，让学生知道自己有哪些优势，

在发现问题的时候能够自主进行反思和纠正，完善自己。在培养

学生阅读能力的时候，笔者将《狐假虎威》《狐狸和葡萄》《狐

狸和乌鸦》等文章组合在一起倡导学生从中总结狐狸的性格特点，

让学生能够说出自己分析的理由，锻炼学生围绕“故事中的狐狸

有着怎样的性格”这一核心问题来构建底层逻辑思维的能力。学

生在阅读后，先是按照一定的顺序分析了课文内容，然后结合不

同动物的表现分析了狐狸的行为，回想自己的生活经历，得出了

狐狸的性格特点。接着，笔者组织学生互评，使学生能够找出欣

赏判断的标准，进一步巩固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学生在评价中找

出了自己分析中出现的不足，在他人的帮助下进行了完善，弥补

了问题思考中的漏洞。

总之，本文通过了解培养学生底层逻辑思维的意义，知道了

什么是底层逻辑思维，认识到了底层逻辑思维在学生成长过程中

有着积极的意义，能够影响学生对知识内容的判断和吸收，影响

学生语文后续学习，提出了借助阅读来提高小学低年级段学生语

文底层逻辑思维的方法。小学语文教师在课堂中丰富学生的学习

资料，促进了学生逻辑联想；创设学生思考的问题，激发了学生

思考意识；鼓励学生展开讨论，深化了学生逻辑思考程度；督促

学生自主实践，挖掘了学生逻辑思考能力；优化对学生的评价，

完善了学生底层逻辑思维。学生在底层逻辑思维的构建中，熟悉

了语文的特点，知道了语文不仅注重学生精神品质的培养，还注

重学生思维技巧的培养，对于完善人格、增进能力等有着积极的

意义，是学生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小学语文教师基于

低年级段学生的特点来培养学生底层逻辑思维，可以挖掘学生在

阅读中的潜力，让学生形成逻辑思考的意识和能力，帮助学生更

好地把握阅读，不断增加学生的阅读积累和阅读信心，给学生创

设一个适宜的阅读环境，使学生拥有思维能力拓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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