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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课外阅读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作用 
◆裴雅琳 

（山西省临汾市五一路学校  山西临汾  041000） 

 
摘要：语文是一门基础类学科，学生不能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去学习。在

日常生活中，个人谈吐举止中也和语文有关系，语文可以体现一个人的

人文修养，也可以展现个人魅力。学好语文并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而
是慢慢积累的一个过程。学生仅仅靠在学校开设的语文课就想取得一个

很好的效果这是几乎不可能的。所以需要学生们在课外增加自己的阅读

量，来充实自己的语文知识。课外阅读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在已有知识
的帮助下，课外阅读会帮助学生开阔视野。如果学生仅仅依赖于教师在

课堂上所讲的那么一点知识来学好语文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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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外阅读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作用 
阅读是语文学习的核心环节，也是精神成长、文化传承的重

要手段，小学语文课外阅读是课堂教学的有益延伸和补充。在小
学阶段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会使他们终身受益。《语文课程标准》
也明确提出：“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
读量，提倡少做题，多读书，读好书，读整本的书。”并且在“总
目标”中对课外阅读的总量有了具体而明确的量化规定：小学阶
段的课外阅读不少于 150 万字。小学语文课外阅读是语文实践活
动中最重要、最普遍、最经常的形式，是课堂阅读的继续和拓展，
是阅读能力训练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开放的语文教育体系
中，小学语文课外阅读不是游离于语文教学过程之外的“点缀”，
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这些，小学语文课外阅读的指
导是势在必行。小学语文课外阅读，是语文课外活动的一种，是
小学语文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学生利用上课以外的时间，去
阅读书报杂志，网络文章等，并领会其内容。它是阅读教学的延
伸，它不仅对扩大学生知识面、培养阅读兴趣、养成阅读习惯、
提高读写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对发展思维、陶冶情操、促
进志向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如何有效开展好小学语文课外阅读活动 
（一）分阶段，给学生推荐适合的书目 
小学生课外阅读的随机性比较强。很多小学生读书少，不知

道什么样的书籍适合自己，家长也不知道该如何挑选。因此，教
师应发挥自身指导作用，分年级段为学生和家长推荐好书。首先，
应选择思想健康、知识性强、有益于学习的读物，只有读好书，
才能陶冶情操，提高学生素质。 

其次，选择针对性强的书籍，做到课内外相互结合，相互促
进，使课外阅读成为课堂教学的自然延伸。在推荐课外读物时，
要遵循以下原则： 

（1）要适合本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 
（2）推荐的书籍思想内容要健康，符合教育方针和时代需

求； 
（3）推荐书籍的语言要生动活泼、规范； 
（4）题材要广泛，体裁要多样。 
例如，针对低年级学生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的特点，可以推

荐图文并茂的绘本故事、童话故事、神话故事等；中年级学段学
生的思维特点已向抽象思维过渡，可以为其推荐一些成语故事、
寓言故事、短篇小说；到了高年级，要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应
该推荐一些经典长篇小说、哲理故事、名人传记等。 

（二）分类型，教给学生不同的读书方法 
科学的阅读方法能提高学生的课外阅读效率，大大增加学生

的阅读量，起到事半功倍的阅读效果。阅读方法应根据阅读内容
和需求来确定。例如，读绘本，就要仔细观察插图，不要忽略插
图的任何一个细节，从插图中启发想象，感悟图意。优秀绘本的
插图往往都是著名插画大师的作品，插图有时比文本蕴含的意味
更深远。教师在指导学生阅读绘本时，一定要引导学生多观察插
图，从图中读出内涵。而读传记类文本，一般只需做了解，可以
让学生泛读。若是查找资料，可以让学生按照“速读—寻找—摘
记”的程序进行阅读。读古诗词，可以多加积累、背诵，甚至默

写。读经典长篇小说，可以让学生反复阅读，每一遍阅读都能感
受不同的深意。如果选择阅读美文佳作，就要品味其中的优美文
字，采用精读法，反复朗读文中精美的字、词、句、段，仔细品
味，加以吸收。 

（三）分时段，开展各种校内读书活动 
要让学生爱上课外阅读，应为学生创设固定的阅读时间，为

他们提供充足的阅读时间，使他们养成阅读的习惯。例如，教师
可利用每天的午间休息时间，规定 30 分钟为学生的阅读时间。
在这段时间内，教师专门指导学生读书，从讲故事、读绘本到自
主阅读，使班级内洋溢着浓浓的读书氛围。同时，教师应为学生
布置每天半小时的读书作业，让学生把读书看作每天必不可少的
一件事。教师应充分利用校本活动课，开展读书交流活动。例如，
每月教师可以在班级内开展一次读整本书交流活动。“读整本的
书”是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整本书阅读能够扩
大阅读空间。语文教材中多是单篇短章，只读课本上的文字，会
将学生束缚在小规模阅读的氛围中，在读整本书时会感到无从下
手，难以把握。学生没有整本书阅读的实践，难以养成良好的阅
读习惯。叶圣陶曾说：“单凭一部国文教本，是说不上反复历练
的。所以必须在国文教本以外，再看其他的书，越多越好。”教
师还可以定期开展图书漂流活动。学生读完一本书后，写下自己
的读后感，作为书签夹在书内，与同学互相交换。让下一位学生
看到上一位学生的读书心得、感受，同时再写上自己的读后感，
传递下去。这样，可以让一本书的效用最大化，同时让学生们结
交更多爱读书的伙伴。 

（四）家校合作，提倡亲子共读活动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家长的榜

样作用非常重要。据调查，目前我国读者每年人均读书仅 4.5 本。
班级应积极组建亲子读书会，倡议家长参与课外阅读，开展家校
合作，教师定期指导家长和学生阅读，定期开展读书会活动。在
读书会上，让家长与孩子交流读书心得，共同探讨在书本中发现
的问题，解决遇到的困惑。 

结束语 
总之，我们要抓住契机，认真落实大纲中的加强课外阅读的

要求，把课外阅读同课内学习结合起来，互相促进，形成良性发
展，不断提高学生能力和素质，把阅读方面的素质教育落到实处，
从而达到快速提高学生语文素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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