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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提高小学生的阅读能力的几点做法 
◆汤联欢 

（云南红河州建水县新街小学） 

 
阅读能力，对一个学生来说，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能力，同时

也是学生应该具备的一个重要素质。阅读能力的强弱，与学生获
取知识，提高学习兴趣，增长见识，以及培养自学能力等方面都
有密切联系。小学生阅读能力提高了不但能够加强小学生在阅读
中的情感体验，而且可以让学生积累丰富的语文知识，形成良好
的语感；能让小学生去理解、鉴赏文学作品，从而受到高尚情操
与趣味的熏陶；同时也能发展他们的个性，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
知识来源于实践，阅读能力也是在实践中形成的。阅读能力的掌
握与否，是检验阅读教学成功与否的试金石。下面就提高小学生
的阅读能力谈谈我的几点做法： 

1、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爱因斯坦曾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要提高学生的阅读能

力，必须从培养兴趣入手。学生有了阅读兴趣才会将教师的“要
我读”转化为“我要读”。兴趣是阅读教学的源头活水。教师要
善于引导，平时多创设一些阅读、交流的空间，可在学生、班级
中开展一些有益的活动。如：口语竞赛、模仿对话，朗读竞赛、
背诵比赛等。或充分利用教室的“图书角”，让学生快乐地接受
自己想要学习的语文知识。从小在书香的校园环境中培养浓厚的
阅读兴趣。 

2、训练学生掌握各种基本的阅读方法 
阅读有范读、领读、讲读、朗读、默读、背诵等。范读是给

学生阅读做示范，激发学生的摹仿兴趣。课堂上教师读好了，学
生的兴趣提高了，喜欢读了，就会读了。另外，背诵是我国传统
的语文学习方法，背诵有助于加深对课文的感受和理解，积累语
言材料，提高读写能力和发展记忆力。在教学中，教师根据文章
的长短，可以采用整体背诵(如诗歌、短文)和分步背诵(长的课文)，
调动学生背书的积极性。课后，教师还可以开展背诵、诗歌朗诵
会、读报等比赛，看哪个学生的课外知识最丰富、了解得最多，
并对了解最多的学生给予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 

通过教给阅读方法，运用阅读比赛激发学生阅读兴趣，不仅
强化了学生良好的范文背诵习惯，锻炼了他们的记忆力，还逐步
提高了他们的阅读能力。 

3、养成边读边想的习惯 
朱熹曾说:“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也就是说在

采用形式多样的朗读时，还需要注意要求学生们做到心到、眼到、
口到，而不能有口无心地读，这就需要培养学生养成边读边想的
习惯。要培养学生边读边想的习惯，教师就要善于质疑，鼓励学
生探究，如果学生在学习中有疑问，就会引起学生的求知欲。设
置问题可以诱发学生的思维，把学生的思维活动和言语活动吸引
到问题情境中，使学生集中精神，思考问题。如教学《坐井观天》
这则寓言时，课文最后只讲到青蛙取笑小鸟，小鸟让青蛙跳出井
口看看外面的世界，而并没讲青蛙到底有没有跳出井口，于是我

针对这个问题，引导学生想象青蛙怎样跳出井口，它跳出井口看
到了什么，它还会回到井底吗?学生通过想象，既练习了说话，
又懂得了课文蕴含的道理。 

4、注重积累和培养语感 
《语文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语文教学应注重语言的感

悟、积累和运用，从整体上提高学生语文素养。”语感是人们对
语言文字正确、灵敏、丰富的感受，是积累把握语言文字的一种
能力。没有积累，就谈不上培养良好的语感，也不可能有真正的
阅读能力，当然就谈不上学好语文。所以，学好语文，积累是一
个关键环节。落实这一环节，要让学生养成读书看报的习惯，收
藏并与同学交流图书资料，扩展阅读面、扩大阅读范围、拓宽阅
读渠道，在阅读中积累自己喜欢的成语、格言、优美词句、精彩
句段等语言材料。这些语言材料的积累，将成为学生的终身营养，
它们一旦被激活，学生的阅读能力将会大幅度上升。在学生大量
积累语言材料的过程中，还要培养他们良好的语感。而培养语感，
不外乎就是要指导学生好好读书，让学生在读书的过程中去领会
作者的写作意图。 

5、指导学生掌握良好的阅读技巧 
在阅读中，指导学生变换方法阅读，并从阅读中不仅养成眼

到、口到、心到的基本方法，还要培养学生一边读一边动笔圈、
点、画、记的习惯。要求学生从小形成认真读书的习惯，做到在
读中求知，在读中求解，逐渐养成初读—细读—深读—熟读的好
习惯。让他们在阅读中了解课文内容，学习生字新词，理解作者
的思路、写作方法和课文中心，借鉴写作技巧，还可以指导学生
速读—回读—精读—背诵。如文章较长，可采用先“速读”，大
概了解主要人物和事件，再根据课后的作业或老师的提问进行
“回读”，反复阅读疑难部分，从中找出答案。文章中写得精彩
的段落，让学生仔细阅读，反复地“精读”，并从中读出味道，
读出自己的感受，然后“背诵”。 

在课后教师组织学生每周看一本好书、写一篇读书笔记或读
书心得。利用班级里的宣传墙报和远程教育网的班级主页展示学
生们精彩的作品，从而提高学生读课外书的兴趣。 

6、开拓资源，保证阅读质量。 
通过家长会、家访向家长宣传课外阅读对丰富学生的知识、

开发智力、陶冶情操，提高语文教学质量的重要意义，要求家长
多带孩子到书店帮助孩子选择合适的图书。让家长努力为孩子创
设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还要组织学生上课外阅读指导课，让学
生感受课外阅读的乐趣。 

总之，阅读能力的提高绝非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一个循序渐
进的过程。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只有随时贯穿能力培养的方方面
面，学生的语文阅读能力才能逐步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