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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个性化阅读教学策略探究 
孟宪花 

（山东省滕州市荆河街道西关小学） 

摘要：一成不变的教学设计和固定化的教学流程势必会导致教学工作陷入瓶颈，难以取得效益的进一步提升。如今，新的课程

改革标准对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提出了新要求，也制定出了新目标，教师必须重新进行个性化教学设计，打破重重束缚，追求更高的

教学效益。本文将立足于教学实际，谈一谈个性化的小学语文个性化阅读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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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教学活动本身是一项不应过度预设的个性化活动，但是反思传

统教学，教师对每个环节都进行了死板的设定，不愿打破这样的常

规，学生也渐渐在这样的学习模式中失去了自我，成为了应试教育

的“傀儡”。如今，个性化阅读倡导开放、自由、创新，这必将促

进语文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下面是笔者总结的一些组织策略。 

1.用提问的方式引导学生自主探究 

彰显阅读教学活动的个性化，教师应反思传统教育模式，反其

道而行之，将新的课程标准理论应用于课堂中，彻底改变教学的方

法、流程，甚至内容。过去，教师总是在课堂上不住的讲解、分析，

试图将文章进行全面的剖析，好让学生透彻的理解。但是，这种做

法实际上剥夺了学生自主理解文章的权利，也使课堂上很难出现对

文章的个性化看法，学生全部背诵统一的中心思想，与个性化教学

的初衷背道而驰。现如今，积极响应“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要求，

教师应当多倾听学生的看法，让他们自由发表个性化观点，而自己

则从干预者变为引导者。 

通过提出问题的方式来引导教学，基于学生对问题的不同理

解，往往能够得出许多答案，这样的语文课堂充满了智慧的火花和

思维的碰撞，往往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1]。我在教学《十六年前

的回忆》这篇文章时，在第二自然段的阅读理解中，就抛出了这几

个问题：“我们”平时提出的问题，父亲是怎样对待的？从这一段

的哪几句中可以感受到局势越来越紧张，李大钊的工作也越来越紧

张？你认为李大钊为什么不离开北京，他知道不离开北京的后果

吗？那他为什么坚持这么做？一系列的问题提出，让学生确立了阅

读这一自然段的思路，让他们边读边思考，而不是同往常一样机械

式的朗读内容。最终，几名有想法的学生说出了自己的观点，各有

不同但又有理有据，引人深思。 

这样以学生为主体的引导式阅读教学，将使每堂阅读课都打破

预设，激情四射。 

2.对比阅读促进深入理解 

按照教材中内容的编排顺序来教学已经成为了教师的习惯，以

至于很少去思索是否可以打破这样的顺序。单篇阅读下，学生只能

根据文章的内容去解读它的思想，而在多篇阅读下，有了一定的参

照，不同文章的相同点和相似点暴露出来，学生可以从更多的角度

对文章有更立体的理解，这样的阅读方式也是极具个性化和实践价

值的。因此，教师应该纵览教材中的全部内容，将一些带有关联或

者矛盾的文章组合在一起，同时完成两篇的阅读工作。不仅如此，

还可以从课外搜集作品，与课内文章对比，加深学生的阅读感悟。 

课内的《卖火柴的小女该》与课外的《小王子》在体裁上相同，

但是内容、创作风格和语言却各有特色，将这两篇作品进行对比阅

读，远比让学生独自感悟《卖火柴的小女该》内容效果要好的多。

对比阅读之下，学生深深感受到了以卖火柴的小女孩为代表的被压

迫民众的悲惨，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而同时也从《小王子》

的作品中深入剖析了成人世界的死板教条。不仅如此，还在统一的

阅读下总结出了儿童文学的创作特征[2]。 

通过横纵对比，深入剖析，学生的阅读体会更加深刻了。 

3.利用现代化教具设计代入式阅读 

阅读文章时，学生需要站在作者的角度上，充分融入到情境之

中，去理解、感知、感受，这样才能获得更为相似的体验。但是在

一般的阅读教学法下，师生均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上去鉴赏文章，得

出的结论往往过于浅显，不够深刻，学生的阅读体验也不够丰富[3]。

我认为，利用如今已经普及的现代化教学工具，教师完全可以创设

出与文章描绘内容相一致的情境，带领学生进行代入式、体验式的

阅读，为他们带来五光十色的阅读感受。 

《山中访友》这篇文章以作者的第一视角为切入点，描绘了山

中景色，表达了作者深入自然中的欣喜之情，这篇文章无疑需要学

生们产生与作者同样的感受才能理解，否则看起来只是苍白的描

写。在阅读教学中，我利用设计好的课件，与学生们进行了一次课

堂内的“游览”活动。首先，我让学生闭着眼想象，自己在一个微

风徐徐的清晨走出门，独自走入一条幽静，接着睁开眼，看到我在

多媒体屏幕上呈现的“古桥”，根据画面，学生开始读课文的第三

自然段。带着这样的视觉冲击，学生的代入感极强。接着，欣赏第

四自然段时，我用画面营造出了一个郁郁葱葱的树林情境，同时播

放鸟儿清脆的叫声，在听觉的感官刺激下，学生仿佛真正进入到了

树林，带着这种感受去读第四自然段，他们的心情与作者一样欣喜。

特别在第五自然段，作者在这一段中集中描绘了许多景物，于是，

我邀请学生上前来操作计算机，轻点鼠标后出现“清凉的山泉”画

面，该名学生读课文“你好，清凉的山泉！你捧出一面明镜，是要

我重新梳妆吗？”接着下一名学生操作课件，画面上出现潺潺流淌

的小溪，学生朗诵：“你好，汩汩的溪流⋯⋯”。课堂的最后，多

媒体画面中的晴朗天气突然变为乌云密布，雷声轰轰，学生们带着

不舍的心情结束了本课学习，一个个意犹未尽，回味无穷。 

这样，通过代入式的阅读，学生的感官体验被调动，原本枯燥

的阅读学习成为了一次游历活动，产生了与作者相同的情感，这样

的教学方式怎能不令学生感触良多，对下一次的语文课充满期待

呢？ 

4.结语 

总之，阅读教学的方法要新颖，形式要多变，只有不断创新才

能保持活力。个性化教学就是要敢于尝试，与众不同，教师应该抛

却顾虑，大胆创新，坚持以新课程改革理论为指导，以学生的诉求

为基准，彻底改变他们以往的阅读体验，在小学阶段为学生打下阅

读兴趣、鉴赏能力、个性化解读文章的基础，为他们未来的发展创

造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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