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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农村小学生自主阅读能力培养的途径 
◆张  波 

（辽宁省新民市胡台学校  110300） 

 
摘要：小学阶段是培养学生阅读兴趣的关键时期，有效地开展课外阅读
活动，提高农村小学生的阅读水平，是一件非常重要和紧迫的教育任务，
值得引起家庭、学校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课外阅读对于小学生来
说非常重要，不仅可以使学生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良好的自学能
力和阅读能力，还可以进一步巩固学生在课内学到的各种知识，对于提
高学生的认读水平和作文能力，形成良好的道德品格，乃至于整个学科
学习都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而目前在农村由于种种原因阻滞着学生的
课外阅读，学生没有好的读书方法和阅读习惯，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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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讲的是博览群书，把书读透，
落实到笔下，运用起来就会得心应手，由此可见课外阅读的重要
性。课外阅读在语文教学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积极地开展课外
阅读，是提高学生语文素养、增强语言积累、拓展阅读知识、提
高读书能力的重要途径，它可为学生今后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奠
定坚实的基础。然而当前农村小学生由于受学校的办学条件、家
庭与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课外阅读量少，没有养成良好的自
觉阅读习惯，自然也影响了农村孩子语文学业成绩的提升和未来
阅读能力的培养，也给小学语文阅读教学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由
此课外自主阅读能力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 

一、农村小学生课外自主阅读能力培养的现状 
1.不重视课外自主阅读能力的培养 
农村小学的教师年龄偏大，教学观念较为落后，主要重视课

堂知识的传授，很少关注学生的课外阅读情况.同时，农村小学
的学生以留守儿童为主，监护人缺乏指导学生进行课外阅读的能
力，即使一些小学生的父母在家，但是由于其自身的文化水平不
高或者忙于农活，没有能力和时间督促学生进行课外阅读，导致
学生的课外阅读能力不高。此外，小学生的自控能力较低，随着
电视、电脑等科技产品在农村的广泛普及，一些小学生把课余时
间用在看动画片上，很少主动去阅读课文书籍，从而使得自身的
语文积累不足。 

2.课外阅读资料较少 
在农村，很多家长和学生买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的

写作能力，而且在买书时往往倾向于购买写作一类的指导书籍，
使得学生的课文阅读书籍范围比较狭窄，同时，由于农村地区的
经济水平相对较低，购买渠道较少，小学生很少能接触到教材之
外的课外读物，从而导致学生的课外阅读积极性不高。此外，在
阅读书籍时，一些低年级的小学生往往囫囵吞枣地浏览一遍，而
一些高年级的小学生只是为了完成教师的任务，简单地摘抄一些
精彩段落，没有能够领会到阅读的乐趣，掌握书中的信息，从而
导致课文阅读的效果较差。 

3.无阅读氛围。 
在农村，良好的阅读氛围难以形成。在家中，家长不能成为

孩子课外阅读的榜样。家长由于受自身条件的限制，工作之余，
打麻将、看电视、说闲话、串门子，很少想到陪孩子看一会儿书。
在学校，由于受考试影响，阅读课外书成了学生的奢侈品，学生
的课外阅读时间、空间都受到限制，缺少监控和有效阅读方法的
指导，大部分学校课外阅读放任自流现象相当严重。这自然会影
响学生的阅读兴趣和阅读能力的提高。 

4.课外读物少。 
农村家庭由于受经济、思想的限制，很少给孩子买书，家里

的存书量仅有少量或几乎没有，书的数量和类别远远小于学生课
外阅读的需要。学校也由于办学经费和条件的限制，所藏图书并
不丰富，加之，管理和重视程度不够，现有的图书也不能很好的
对外开放，图书成了应付检查的摆设品。 

以上这些问题严重的制约着孩子的阅读兴趣和阅读能力的
提高，因此，我们要从观念上加以转变，方法上加以指导，硬件
上加以强化，使农村孩子的课外阅读能力真正得到提高。 

二、农村小学生课外自主阅读能力培养的有效措施 
1.重视课外阅读，注意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 
兴趣的培养需要从小开始，因此在平时的教学中，小学教师

应该充分认识到课外阅读的重要性，根据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学
习能力，运用合适的教学方法，培养小学生的阅读兴趣，促使小

学生积极、主动地阅读课外书籍，以提高小学生的阅读能力。在
教育教学工作中，小学教师应该注意观察小学生的行为，及时表
扬和鼓励喜爱读书的小学生，让他们谈一谈自己课外阅读的收获
和感想，为其他学生树立优秀的学习榜样，以增强小学生的阅读
兴趣。另外，在课堂教学中，小学教师可以充分利用教材资源，
培养小学生的阅读兴趣，以实现教学的效果。例如，在讲解《草
船借箭》时，小学教师可以适当介绍三国的形成原因、主要人物
的性格等，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去阅读《三国演义》，以丰富学
生的知识积累。 

2.创造阅读条件 
首先，保证读物，建议学校重视图书馆建设，使校内的图书

丰富多彩：不仅有“古”，也应有“今”；不仅有“中”，也应有
“外”；不仅有作文书、故事书、连环画，还应有文艺书、科普
书、工具书等等，使学生有自己喜欢读的书。其次，班级可以建
立图书角。让学生把自己家里的图书带来放在图书角，并选出同
学负责管理，方便学生调换借阅，互通有无，扩大学生的阅读范
围，灵活增容。次之，开辟时间读。建议学校开设阅读课，每天
午后课前保证 20 分钟自主阅读时间，或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课
外阅读指导，定期进行阅读交流。在家里，家长要为学生提供阅
读空间，每天大约有 15 分钟左右的读书时间。 

3.结合学生的特点，合理选择课外读物 
小学生的年龄较小，鉴别能力较低，好奇心较强，所以在教

学过程中，小学教师应该根据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能力，合
理选择课外读物，以拓宽小学生的阅读空间，提高小学生的课外
阅读能力。例如《十万个为什么》、《成语故事》、《中国少年儿童》、
《我们爱科学》等具有趣味性、科学性的书籍。同时，在选择课
外读物时，小学教师应该突出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联系，以丰富小
学生的生活经验，提高小学生的认知能力。例如，小学教师可以
推荐小学生看《我要做个好孩子》、《帅狗杜明尼克》等具有教育
意义等书籍，促使小学生自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以提高小学
生的素质。另外，小学教师可以根据小学生思维活跃、想象力丰
富的特点，推荐小学生看《鲁滨逊漂流记》、《太空历险记》等探
险、科幻书籍，以培养小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提高小学生的
综合能力。 

4.教给阅读方法 
学生爱读书，并不等于会读书。加上小学生年龄小，阅历浅，

阅读时往往带有盲目性、随意性，结果书读了很多，却收效甚少。
因此，教师要教给学生哪些书要精读，那些书要粗读，如，消遣
类、小说类的书要粗读，明白书的主要内容，知识类、精品类的
书要精读。读时边读边想，弄清文章意思，体会写作意图及方法
方法，必要时摘抄优美句段，写读书心得等，积累语言，体会阅
读方法和技巧，学会欣赏和评价，提高课外阅读的质量。 

5.开展活动 
提高了思想的认识，树立了阅读的教育观念，学会了阅读的

方法，然后重在落实。为此，我们要利用学校、家庭的现有条件，
积极创设读书的浓郁氛围，开展读书活动，营造“书香校园、书
香家庭”的读书大环境。在校园里浓重举办读书活动，让学生认
识读书的重要性；开展“亲子同读”活动，让家长和学生共同参
与，广泛阅读，让学生体会到读书的快乐；开展作文竟赛、诗歌
朗诵、故事会、演讲、读书手抄报等活动，让学生定期展现自我，
进一步激励学生的阅读兴趣，丰富学生的学习生活。 

总之，课外阅读作为课内阅读的延续和补充，极大开拓了学
生的视野，丰富了学生的知识。在倡导“终身学习”的今天，作
为一名教师，培养学生独立阅读、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积极
鼓励学生在课外自主发现和学习新知识，是非常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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