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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自主阅读培养小学生语文素养的策略探索
姚张园 1 周睿涵 2

（1.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2.江苏省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摘要：余光中先生说：“在视觉媒体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读者逐渐变得流行起来。如果阅读材料缺少插图，就会变得单调乏味。”
毋庸置疑，我们当今的环境就是先生所说的“读图时代”，网络所带来的娱乐性和信息的更新速度，这种种的现象对于我们的阅读习
惯和阅读兴趣的形成都有了极大的影响。面对于出生且成长在这种环境下的孩子而言，这种情况更甚，所以如何在网络时代通过小
学语文教学更好地培养孩子良好的阅读兴趣，已经成为小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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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小学是记忆的黄金时代。在此期间，通过加强小学生的自主阅

读理解，可以大大提高广泛的汉语水平。但是，小学生有游戏和运
动能力，很少有时间集中注意力，这使得他们很难从容认真地学习

阅读理解，从而影响他们的独立阅读理解。为此，教师需要积极转
变教学观念，从自身的阅读方法和特点入手，采用不同的阅读教学

方法来引起他们的兴趣和关注。...因此，在小学阅读课中，教师在
面对面阅读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将课内阅读课与课外在线阅读相结
合，积极拓展课外阅读，提高学生知识储备的质量。在课堂内外相

互补充的广泛阅读将帮助我们成倍增长并显着提高学生的阅读理
解能力。

二、小学语文自主阅读培养的意义
（一）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
按照小学语文课程要求阅读的学生，往往有两大问题。首先，

课外阅读困难，阅读量不足，阅读效率不高。学生很难保证阅读时

间和提高阅读能力。主题阅读课程允许教师根据材料的阅读特点选
择不同的训练点，课堂精读，保证学生课外阅读的质量。因此，语
文阅读理解课提高了学生的阅读能力，拓宽了阅读理解的深度和广

度，提高了他们对阅读的理解。此外，教师通过多种阅读方式和阅
读方式，创造情境和激励机制，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开放学习、分
享、展示。这使识字和阅读变得更容易、更容易、更灵活和鼓舞人

心。学生们对识字和阅读感兴趣，从他们认识的人转向善良和快乐
的人。

（二）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
与小学生相比，阅读理  解不仅是一项基本能力，更是达到

更高层次发展的传导能力。 通过发展和逐步提高这项技能，为小
学生快速有效地学习开辟了一条捷径，并根据他们不同时期的需
要，掌握学习阅读所需的知识，信息。 例如，今年第二册第五课

的主题是“智慧之光”。本书正文包括《四个太阳》、《乌鸦饮水》、
《司马光》和《称重大象》，都是关于生活小智慧的故事。在教材
中增加五篇文章：《太阳，你是粉刷匠吗》，《小乌鸦饮水》，《三击

掌》，《聪明的徐文长》和《小兔运西瓜》。阅读后，学生们开始思
考课文中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特别是如何找到问题的答案和
自己的优点。你身边的事情。 这类专业阅读可以改善阅读过程，

从初级消遣、娱乐、知识获取到知识应用。

三、自主阅读培养小学生语文素养的策略
（一）转变教学理念，以学生为主

我国很多现代教师都能接受新的教育理念，改变学生对教育的
态度。但是，一些教师仍然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将教学内容和实
践分开。学生在封闭的知识系统里。不仅知识的吸收慢，还会妨碍

学生的理解。在中国的小学教育中，很多教师对教材的使用并不好，
所以有必要对教材进行更深入的挖掘。教师在使用课本时，要时时

寻找课本作者自己的意图，而不是靠自己的理解来告诉学生有关课
本的内容。在课堂上，不仅要教授关键词，还要结合所有的课文内

容，帮助学生理解课堂的真正目的并最终达到目的。在课堂上，教
师可以不断为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要求学生认真、精读课文，
逐步增强阅读主动性。教师可以培训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二）在课堂上调动学生的阅读兴趣
学习兴趣是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在课

堂上向学生提供内容，学生会抵制。教师可以加强课堂教学方法，

组织定期交流，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学生之间的持续互动可以显
著促进学生自主阅读能力的发展。您还可以在课堂上设置移动图书

馆站，以提高学生可以学习和扩展阅读主题的知识水平。学生们可
以继续分享他们的读书经验。一方面，它们独立地增加了你的阅读
热情，另一方面，它们也增加了你表达自己的能力。在老师的指导

下，学生可以在校外学习到更多的阅读技能，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
和强烈的求知欲。鉴于年龄较小的学生，许多人很难选择课程之外

的阅读材料。教师可以定期给学生分发书籍，选择适合低年级学生
心理特征和认知范围的阅读材料，以提高他们的独立阅读能力。

（三）及时对学生的阅读进行指导与评价

小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有限，他们的阅读理解能力因家庭背景
等外部因素而异。教师如何评估学生会对他们产生重大影响。教师
应该注意自己的语调，善于运用语言技巧，避免尴尬，让学生意识

到自己的缺点。教师也应该钦佩和鼓励学生向他们学习。 教师还
要注意根据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对每个学生的阅读情况做出不同
的评价，避免学生的反抗。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教师对学生的评价，

教师还可以通过对学生的相互评价，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鼓励学
生培养阅读能力。 为了让学生通过自学和导读体验阅读的乐趣，

教师需要留出足够的空间，让他们形成良性循环。

结语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读兴趣的培养对于一个人

的成长是很有必要的，无论是在性格还是个人素养的形成上。而现
如今的网络时代互让传统的阅读显得枯燥乏味，而小学生又恰好是
一个好动且好奇的群体，所以语文教学者在如何和把阅读的乐趣和

现如今的大环境结合，依此来使得学生有潜移默化的阅读兴趣及习
惯的形成，是目前为止语文教学者应该首要转换的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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