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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学生课外阅读能力的提升探究 
◆敖秋叶 

（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十八连山镇长乐小学  655500） 

 
摘要：小学语文阅读教学引导，如果教师仅限于课内知识讲解，很难帮

助学生提升阅读能力，拓展阅读学习的基本范围。由此看来小学语文阅

读教学，加强对学生的课外阅读能力指导，能够帮助学生在不断的实践
探索中，将自己的阅读学习兴趣提升，体会到阅读的快乐，能够给学生

提升自身的综合素养奠定良好的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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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小学语文教师在开展课程教学引导期间，不仅仅要将
课内知识着重分析讲解，从阅读教学层面上讲提示那生学生课外
阅读能力也是十分必要的。教师需要帮助学生逐步激发自己的课
外阅读兴趣，探索多样化的阅读学习方法，做好语文基础知识的
积累与补充，教师还需要帮助学生挑选优质课外读物，不断提升
的学生的实践探索能力。 

一、加强学生课外阅读兴趣引导 
小学语文教师在开展阅读教学引导期间，重视对学生的兴趣

引导是十分关键的，课外阅读本身就不具备强制性，学生具备良
好的阅读学习兴趣，也就获得了阅读探究的驱动力，阅读学习效
果进一步提升。教师在课外阅读能力培养期间，需要围绕课内阅
读学习基础，让学生认识到课内外知识本身就存在紧密联系，那
么学生就会在深度的探索学习中，将自己的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
进一步提升。阅读学习讲究教学步骤引导，教师首先要求学生进
行通篇业余的，将整篇文章的内容有效性理解掌握，那么课程教
学的重点与难点也逐步确立起来。在此期间教师需要结合学生阅
读能力培养基本要求，鼓励学生调动自己的多方面感官，实现对
整片文章的深度理解与探索，那么就会在阅读中，探索作者的写
作方法、句子结构、文章主题等，教师在细化讲解期间，给学生
提供良好的沟通交流机会，后期的仿写、引用都是给学生奠定良
好写作基础的必要条件，教师将学生的阅读学习兴趣进一步激发
出来，学生阅读能力培养也有了良好保障依据。 

教师在选择课外读物期间，需要根据学生的兴趣以及认知能
力，帮助学生探索学习成长的优质题材，给学生的思想进步、阅
读积累提供良好条件。教师需要了解学生的学习心理以及学习目
标，探索学生个性化表达以及针对性阅读的基本条件，阅读内容
可以是来自天文地理、科幻传奇、科普知识等多方面的，教师可
以与学生进一步沟通交流，了解学生的阅读喜好，这样书籍的选
择范围逐步拓展开来，阅读渠道增多学生的课外阅读量也逐渐增
多。 

二、改进阅读教学方法 
课外阅读教学引导与课内教学引导本身就存在较大的差异

性，所以教师在开展课程教学引导期间，改进阅读教学方法是十
分必要的。教师可以让学生在课外阅读探索学习期间，通过浏览、
精读等不同阅读形式的划分与应用，根据阅读学习计划目标，找
寻适合自己的读物，那么在一定的时间规定之内，学生的阅读学
习就会与探索分析紧密结合起来，对于学生来讲是养成良好阅读
学习习惯的基础条件。课下阅读分享交流，教师需要对学生的阅

读笔记、阅读掌握情况进行比对分析，帮助学生在层次性的阅读
教学引导中，掌握阅读基础内容，同时还能将自己的课外阅读探
究能力进一步增强。 

三、建立课堂分享与交流平台，提升阅读知识应用价值 
小学语文教师需要建立阅读学习交流平台，旨在围绕课程教

学习目标，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如果学生在课外阅读学
习期间，会积累一定的阅读量，那么从量到质的转变就是十分必
要的，不同的课外读物题材、属性、层次、主题有所不同，良好
的阅读材料能够帮助学生提升自己的感知能力与探究能力。所以
教师需要做好课内外阅读教学引导之间的衔接，围绕课程教学目
标，给学生提供一定的课外阅读题材或范围，结合课堂学习目标
的课外阅读就会更加针对性，学生还能在自主选择中，将阅读学
习探究的目的转百年，教学活动合理的组织与规划引导，学生能
够积极主动的参与其中，阅读学习质量也能进一步提升。 

如果教师推荐读物或学生自主选择的读物存在一定的复杂
性、困难性，那么教师可以节选课外阅读题材中的某一个部分，
让学生在课堂上或课下组织活动中，经过对片段的阅读学习交
流，那么个人的阅读学习质量进一步提升，学生在能在分享交流
中逐步提升自我的竞争意识，同学之间相互帮助、相互激励，就
能有效克服阅读学习困难问题。 

课外阅读教学也不是漫无目的，教师在教学引导期间，需要
帮助学生做好阅读知识的探索与分析，给学生自由阅读的机会，
同时还需要设置阅读学习目标，由此学生在宽泛的阅读选择中，
个人的阅读量逐步扩大化，阅读学习更加具备针对性。 

四、良好的课外阅读评价机制建立 
在进行课外阅读教学培养期间，教师需要帮助学生在阅读评

价中获得启发，将自己对课外知识的理解能力以及学习效果进一
步增强。教师可以鼓励学生书写阅读感悟，将自己对阅读知识的
理解与认知进一步表现出来，教师对学生进行评价引导，能帮助
学生弥补在阅读实践阶段存在的问题。教师关注学生对课外阅读
知识的理解与掌握效果，帮助学生提升自己的阅读学习技巧性，
让学生能够陶冶自己的情操，将理论与实践紧密融合起来，课外
阅读学习效果也能有效增强。 

五、结束语 
学生在课外阅读探究学习期间，教师进行针对性的教学引导

是十分关键的，首先要加强对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给学生推进
事宜的读物，这样学生的阅读学习针对性逐步加强，还能在阅读
学习目标引导之下，将自己的阅读能力逐步锻炼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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