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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以读导学 
——浅探如何借助朗读帮助低年级学生与文本对话 

◆周元程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中心小学  江苏南京  211135） 

 
摘要：“以读导学”是结合低年级学生学习语文的身心特点的、行之有效

的学习语文的方法，是低年级语文阅读教学中落实学生主体地位，促进

学生自主发展的切入口。朗读作为一项阅读基本功，在语文教学中起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对于低年级学生来说，又是一个较难的部分。在小

学低年级语文教学中，如何培养小学生的朗读能力，提高小学生的语文

综合素质也成了教师们探讨的焦点。本文旨在对如何借助朗读帮助低年

级学生的理解课文，与文本和作者对话进行了初步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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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年龄越低，越是依赖语词以外的信息来理解语义。有表
情的、抑扬顿挫的朗读就是以词句为核心，附上许多非语言信息，
让学生能借助这些非语言信息，正确地把握和理解课文内容。“以
读导学”顾名思义，“读”就是不同形式地朗读；而“学”让学
生通过朗读注于目，出于口，闻于耳，记于心，有助于学生掌握
每个汉字的音、形、义；有助于加深对词语的理解和运用；有助
于把握文章的层次结构，正确把握和感悟文章的含义，让学生能
学会朗读的技能、技巧，掌握阅读方法。“以读导学”即通过各
种形式的朗读方法，激发学生阅读兴趣，培养理解语言文字的能
力，使其逐步达到“听懂、读通、能说、会写”的要求。 

一、读中激发兴趣 
著名教育家乌申斯基说过：“儿童是用形象、声音、色彩和

感觉思维的。”教师要有意识地创设情境，把渴望所描绘的情景
和现象生动形象地展现在学生面前，让学生身临其境，在联系已
有的生活经验，去体验,去感悟，加深感受,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 

如在教《坐井观天》这篇课文时，教师可以让学生戴上小鸟
的头饰，随着欢快的音乐，学着小鸟的动作从空中飞过来，边做
动作边朗读。这样创设情境，巧妙地引导学生转变角色，让他们
转变为文中人物去读书，用文中人物的视角去观察、去感受、去
体验、去实践，以获得身临其境的感受。学生的阅读真正做到了
入境、体情，达到阅读的理想境界。 

在结束课文时，教师在学生理解课文的基础上，巧妙地创设
了一个情境，用多媒体出示青蛙来到各地游玩的动画，让他们给
青蛙当导游，引导他们说出看到些什么，使学生在愉快、轻松的
课堂氛围中，不知不觉地了解了世界，还能唤起学生的情感体验，
产生探究心理，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把信心与快乐送给学生，
使学生享受到成功的乐趣。 

二、读中理解体会 
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 阅读理解就是读者将书

面材料中提供的信息与读者头脑中已有的经验相整合，教师和学
生进一步拓展对学生知识的认识。词语是构成文章的基本要素。
有的词语是整篇文章的灵魂，是作者思想观点的光彩所在。如《燕
子》这一课中的“乌黑光亮”、“光彩夺目”、“鲜艳”这三个词。
教学时应抓住它，引导学生精读深思，品赏玩味，由它辐射全篇，
能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在教学中不能死抠词义，要有意
识地通过学生的朗读，让他们的注意力往“结合上下文和生活实
际了解课文词句的意思”上面引。 

如《月亮湾》一课中“河水绕着村子缓缓地流着，一群群鱼
儿在河里游来游去。”一句中“缓缓地”一词的理解，并不需要
学生用语言来描述它的含义，而是通过多媒体情境的创设，通过
朗读让他感悟到“缓缓地” 就是慢慢地，有一个缓慢的流动过
程，加上这三个字，让河水显得更灵动。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
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应让学生在有声
有色的朗读中,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
验，受到情感熏陶。使学生对课文有更深入的认识，领悟文章和
词语的深刻含义。 

三、读中积累语言 
朗读是理解语言的有效手段，而背诵是大量积累语言材料的

最有效的方法。学习语言必须记忆。低年级的教材文质兼美，要
设计多层次，有目的的读，注意低年级儿童的心理特点，循循善
诱，由易到难，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通过读中悟，悟中演，使
每个学生产生独特体验，并发自真心地把自己对课文的感受有感
情的读出来，达到体味、积累的目的。 

如《云房子》是一篇语言清新活泼、词汇丰富、意境优美的
文章，是积累语言的好教材。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发挥学生记忆
力最强的优势，通过各种形式、各种层面的朗读，使学生体悟到
语言的精当、准确、优美，在熟读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背诵出
来，语言得到了积累。 

四、读中发展思维 
低年级语文教学在着重培养学生识字能力的同时，还应加强

思维的训练。思维能力是各种能力发展的核心，而想象力的培养
是思维训练的一个重要方面。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
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的一切。” 

在阅读实践中，学生学会思考，发现问题。如讲读《乌鸦喝
水》一课，教学时，教师先提出了“如果你渴了，找不到水喝，
心里感觉怎样？”等类似问题，启发学生联系自己的心情来体会
课文内容，再要求学生按自己的理解有感情的朗读课文。最后，
在学生了解课文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自己总结出《乌鸦喝水》一
课，急切→高兴→着急→思考→又高兴又轻松的语气特点，学生
自然而然的就能够绘声绘色的朗读课文了。学生丰富的想象，丰
富的语言，夸张的动作，传神的表情，使课堂高潮迭起，朗读活
力四射，学生真正成了阅读的主人。 

在阅读教学中，利用文中的空白或结尾，合理的想象也是训
练思维的重要方式，通过启发想象，也能充实课文内容，有利于
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朗读能力和思维能力，有效地提高阅
读效率。 

五、读中迁移内化 
阅读教学中，学生对每个词句，每篇课文达到真正理解、或

者背诵了都不能算是最终的目的，能将所学迁移内化，运用于实
践中，尤其是创造性的运用，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积累和运
用。学而能懂，懂而会用，活学活用。运用读书中学到的言语规
律及积累的言语，并在运用中进一步领悟掌握言语的规律。 

在教学二年级语文上册《乡下孩子》这一课时，就是通过朗
读让学生想象和体验乡下孩子丰富多彩、幸福快乐的童年生活。
在朗读中进一步感受诗歌的语言美和节奏美，积累句式，丰富语
言。比如，“捉一只蝴蝶，能编织美丽的故事。含一片草叶，能
唱一首动听的歌曲。”这一小节，通过朗读，学生发现句式和字
数是一样的，体会了诗歌的对称美和节奏美。另外，我在齐读之
前，请孩子们交流自己在乡下玩耍的情景和快乐，通过边朗读边
想象当时的快乐，让孩子以文本对话，快速的领悟了作者笔下“乡
下孩子”的快乐，与作者和诗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样激发了
学生学习兴趣，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学习中去。 

“以读导学”是结合低年级学生学习语文的身心特点的、行
之有效的学习语文的方法，是低年级语文阅读教学中落实学生主
体地位，促进学生自主发展的切入口。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
的建议》中指出：在小学面临的许多任务中，首要任务是教会儿
童学习,要教会所有低年级的学生阅读……低年级是培养积极的
阅读兴趣，掌握正确的阅读方法，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的基础阶
段和关键时期，每个低年级的语文老师都要注意对学生阅读方面
的训练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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