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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语文教学应注重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 
◆古晓华 

（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龙凤中心小学校  四川泸州  646400） 

 
摘要：阅读作为小学生学习语文的基础，可以有效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能

力。笔者通过研究当前小学语文阅读教学存在的问题，指出教师必须改

变传统的阅读教学模式，以学生为本，注意培养学生的兴趣，要针对学
生个性，多增加一些阅读素材，还要将阅读与学生生活紧密联系，让学

生带有情感的阅读，综合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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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素质教育和小学语文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提高小学
生的阅读能力在语文教学中显的越来越重要。阅读能力的提高，
可以帮助小学生更好的理解课文内容，培养学生的口语表达能
力，也能使学生增加更多的词汇量，除了这些对语文学习的好处
外，在阅读中学生可以集中注意力，对文章中的信息进行有效的
总结和归纳，培养学生们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阅读能力
有了，学生的写作能力也会跟着慢慢提高，因此教学注意培养学
生阅读能力，可以有效的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笔者通过研究小学
语文阅读教学，指出培养阅读能力策略，希望对小学教育有所帮
助。 

一、当前小学教学在培养学生阅读能力方面存在的问题 
1、课堂教学模式单一，阅读兴趣不浓 
虽然新课程改革强调语文学习注意以兴趣培养为主，但是当

前大部分小学教师教学还是以提高学生语文成绩为主要目标，课
堂中教师为主，学生为辅，影响了课堂的教学质量。教师在教授
学生阅读中的过程一般是教师先读、学生跟着教师节奏读、教师
提问、学生回答的单调模式，学生在阅读中习惯跟着教师的节奏
读书，阅读中没有理会文章的主旨和要表达的意思，阅读没有目
的性，学生的兴趣一般，阅读纯碎是为了教师的提问和完成布置
的作业。再者，教师往往让学生课下将文章背过，然后提问，学
生背诵课文中不注意语调和语速，阅读中没有情感交流，只是对
文章内容记忆很深刻，没有从文章中找到学习语文的内涵，阅读
失去语文学习的意义。 

2、阅读内容狭窄，没有因材施教 
小学生的年龄小，个性强，喜欢接触新鲜事物并与别人分享。

当前，学校教师在阅读教学中，阅读素材一般都是课本内容或者
与课本内容相关的课下读物，学生的兴趣不浓，当前很多学生的
爱好比较广泛，他们喜欢一些小说、卡通或者漫画题材的读物，
然而这些读物在学校中涉及很少，教师也不会针对不同学生增加
这些读物，最终会影响学生的阅读爱好，他们不会主动的去阅读，
也不会去结合内容分析文章的主旨，因此教师要重视学生的阅读
习惯，针对学生爱好，增加一些范围比较广的语文阅读素材。 

3、课堂阅读与生活实践脱离 
提高学生阅读能力最终是为了让学生从阅读中体验生活的

美好，要懂得珍惜生活。但是，当前小学阅读教学大都集中在课
堂小范围内，学生在阅读中思维受到很大限制，没有带有真情实
感的去阅读，阅读中易走神，没有带着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去欣赏
文章的美感，课堂小范围阅读虽然能短时间内让学生记忆住内
容，但是并不利于养成学生长期的阅读习惯，教师应该引起足够
的重视。 

二、小学教学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策略 
1、改变阅读模式，提高学生兴趣 
小学教师应该努力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在语文教学中要留

给学生大量的自主阅读时间，改变阅读教学模式，课堂中以学生
文本，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让他们主动的去阅读，并从中找到
学习语文的乐趣。教师可以在教学中适当增加情景阅读，比如在
学习人教版实验教科书中《语言的艺术》中，为了让学生在阅读
中有兴趣，知道如何自带情感和如何掌握语速，教师可以作为引
导者，将学生分成几个小组，让他们分别采用相声、剧本、故事
的载体形式进行有区别的阅读，让学生感受语言的艺术，学会如
何进行表达，如何阅读才能更加打动听者并带有真实感。情景阅

读可以让学生集中注意力，将自己所理解的表达方式通过阅读体
现出来，更直接的教会学生理解阅读的内涵，从而提高了学生阅
读兴趣，课堂效率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2、增加阅读素材，有针对性的阅读 
教师在语文教学中不能只针对课本进行阅读教学，在阅读中

要结合学生心理发展情况，给他们推荐一些他们喜欢的课外读
物，漫画中带有生动的图片和夸张的语言，同时带有一定的故事
性，是各个年龄段学生都比较喜欢的读物，教师可以给他们推荐
一些教育意义比较好的漫画。再有，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观察学
生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方式，帮助学生改变一些坏习惯，比如有的
学生在阅读中总是喜欢一个语调，教师要提醒他根据文章内容适
当提高或者降低语速，有的学生在阅读中发音不标准，教师要提
醒他注意唇舌力度。总之，教师要扩大学生阅读的范围，帮助学
生选择他们喜欢的读物，还要帮助学生纠正阅读中的错误处，只
有这样才能提高学生的阅读水平。 

3、课堂阅读与生活实践有效结合 
阅读的素材来源于生活实践，最终也要服务于学生的生活中

去。课堂小范围阅读很难调动学生的真情实感，学生的阅读思维
被有效的限制住了。因此，教师要适当将阅读与生活相结合，让
学生体会生活的美好，更加热爱劳动，比如在教学《丝绸之路》
时，教师可以让学生预先阅读课文，从课文中体会祖国的伟大，
阅读完后教师可以给学生讲解丝绸之路的由来和发展，然后利用
周末时间让学生去博物馆了解丝绸之路的伟大之处，通过这样的
体验活动，学生再去阅读课文时，便有了自己的情感，阅读中增
加了自己很多潜意识的思维，阅读更有意义，效果也更好，满足
了语文阅读教学改革的目标。 

结语： 
综上所述，新课改标准下，提高小学生的阅读能力对提高学

生语文综合素质非常重要。教师要改变传统阅读教学模式，以学
生为本，注意阅读兴趣的培养，多采用情景教学，同时要结合学
生爱好，增加阅读素材，让学生主动去喜欢上阅读，阅读还要与
学生生活实践相结合，让学生带有情感的阅读，在阅读中培养学
生的发散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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