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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阅读的拓展与积累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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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阅读教学在语文学科教学活动中占据很大教学空间比例，有效指导学生参与阅读学习过程，是引导学生积累知识、扩展

视野、提升能力的重要路径。本研究立足拓展阅读视角，尝试分析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方法，希望下文给出的观点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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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全新的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强化培养学生的探究性与创新性阅

读能力，让学生熟练掌握主要的阅读学习方法，扩大学生的阅读学

习范围，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拓展阅读教学模式的应用给学生构

建了开放性的学习平台，除了原有的知识学习契机之外，教师还会

有意识引导学生展开外延学习，给学生提供创新思考的机会，实现

“多读”、“博读”的目标，充分发挥语文教育的作用。 

1.立足教材拓展阅读文本 

文本拓展是实现拓展性阅读和积累目标的基本方式，教材中的

文本与课内外其它文本之间的互动、参照，能够给学生提供锻炼语

文思维的契机。语文教师在指导学生阅读学习的过程中，要结合教

材纵向、横向挖掘文本，深化学生对文本内容的理解与感悟，强化

阅读教学效果，扩大阅读理解范围。以《枫桥夜泊》的古诗阅读为

例，诗文中乌啼、秋霜、渔火、钟声集中象征着诗人的愁思，我们

结合文本中的意象引导学生进一步思考为何诗人会“愁”？为了让

学生能够全面分析、深入理解，我们可以在教学中延伸补充作者资

料，了解作者的经历和文本创作的背景。在解读完作者的“愁思”

之后，“假设此刻你就在作者身边，站在枫桥边你想和他说些什么

呢？”，讨论环节结束后，接着出示描写乡愁的几首诗给学生提供

拓展性阅读的机会，如《宣州谢楼饯别校书书云》、《朝天子·咏喇

叭》、《乡愁》等，引导学生对比阅读，深入理解乡愁有关的阅读主

题，领悟语言文字中包裹的情感要素。 

2.立足生活实践给学生提供感悟阅读机会 

“语文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1]”语文教育和实际生活之

间联系密切，语文教育生活化是深化学生学习体验、强化学生阅读

感悟、引导学生拓展积累的良好路径。要求语文教师在指导教学活

动的过程中可以主动参与到生活化情景中去，将语文学习和社会实

践结合起来，在实践中感悟、发现和创造。如《大自然的语言》是

一篇介绍物候知识的说明文，结合文本内容，课前我们可以鼓励学

生走进真实的大自然，搜集和生活密切相关的物候知识，或者借助

互联网、或者搜索书籍、或者询问家长，在搜集物候知识的过程中

了解其在生活中的具体应用。如季节变化、天气变化所传达的物候

语言，气象灾害所传递的信息、动物活动给人类提出的警示、常用

的谚语等，这些都是立足生活挖掘的知识，并且与语文学科教学内

容密切相关，学生在探索学习中可以拓展知识视野，并且建立语文

学科知识与生活实践之间的联系。课上引导学生仿照诗歌的语言形

式尝试说一说自己搜索到的物候知识，比如：“你看那燕子低飞，

这也是大自然的语言，天快要下雨了。”；“你看那晚霞满天，这也

是大自然的语言，明天将是个晴好的天气。”⋯⋯ 

这种教学模式将传统学科教学的限制打破了，课堂与社会生活

之间不再有明显的壁垒，激发了学生的生活化学习意识，引导学生

主动探索学习，使语文课堂更具开放性和创新性，充满活力。 

3.实现跨学科阅读提高综合素养 

语文课程标准要求“教师应创造性地理解和使用教材，积极开

发课程资源，沟通语文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从而丰富语文

课程的内涵。[2]”语文学科是人文性和工具性兼具的学科，实现跨

学科教学目标对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培养有积极意义，在实际指导

阅读教学活动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尝试立足教材内容，引入数学、美

术、音乐等学科知识，使语文课堂知识更加广阔，体现人文学科的

魅力和美感。 

但是在跨学科教学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坚持保证教学目标与内

容的语文性，跨学科知识只是点缀，教学过程不能偏离目标。如《美

丽的彩虹》一文的阅读指导中，需要培养学生热爱自然与亲近自然

的情感，因此可以设计拓展学习环节：“通过阅读学习本文，我们

见识了彩虹的美丽，你有哪些方式表达自己对彩虹的喜爱呢？”，

启发学生通过绘画、朗诵以及创编诗歌等形式表达自我，让学生抒

发情感，自主参与情感教育过程，成为教学活动中的主体，获得个

性化的学习体验，给学生张扬个性的机会，这与新课程理念要求是

契合的。 

4.立足生活经验为学生创设展示平台 

拓展阅读和积累，不仅要求教学活动局限在课堂内、局限在知

识教学中，而是要求教师以多样化的教学实践活动方式，让学生获

得丰富多彩的学习体验[3]。可以在校内组织亲子阅读活动、阅读成

果比赛等实践活动，给学生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让阅读学习过程

中充满互动，营造活跃、民主的阅读学习氛围，让学生以更加轻松

的心态参与阅读学习过程。展示阅读成果、开展阅读交流的方式可

以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小学语文综合实践活动中手抄报是重要的实

践形式之一，文字信息、图画都作是组成手抄报的要素，同时学生

在设计手抄报的过程中还锻炼了他们的审美能力、信息收集和处理

能力，整个阅读学习过程具有的综合性、开放性特征，让语文阅读

教学活动的价值得到突显。此外，由于小学生的知识基础、学习经

验、思维水平等均有欠缺，因此一开始的实践阅读学习中，学生可

能对于教师、家长的依赖性较强，但是后期逐渐过渡到自主学习阶

段，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良好的学习习惯，整体上达成了

综合性拓展教学的目标，给学生积累知识和学习经验提供了客观条

件。 

结束语： 

综上所述，阅读教学是培养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重要方式，在

小学语文课程指导中阅读教学环节的重要性不容置疑。但是当前小

学语文阅读教学活动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就是教学思路和模式有局

限，因此实现阅读拓展与积累的教学目标非常重要。立足阅读教学

内容、教学方法与教学形式等多个方面推进拓展性学习活动，可以

带给学生丰富的阅读体验、帮助学生拓展知识视野，提高学生的思

维活跃度，发展学生终身学习和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希望上述观

点可供同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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