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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谈小学语文课内外阅读的有效衔接 
◆王  亚 

（重庆市铜梁区西河镇民兴小学  402569） 

 
语文作为一门人文学科，需要拓展性积累，需要个性的体验，

而阅读教学又是语文的半壁河山，培养阅读能力是语文教学的重
要目标。因此，如何在新的课改环境下，以教材为依托，充分开
发和利用各种阅读课程资源，实现课堂教学与课外阅读的有机衔
接，使学生真正地得法于课内，受益于课外是值得我们思考与研
究实践的。  

《语文课程标准》在课程目标中提出了要扩大阅读面的要
求，规定了具体的课外阅读量，第一学段，阅读量不少于 5 万字，
第二学段不少于 40 万字，第三学段不少于 100 万字。在开放的
语文教育体系中，课外阅读不是游离于语文教育课程之外的“点
缀”，更不是可有可无的“软任务”，而是语文教育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 

为落实新课标精神，扎实推进小学生阅读工作，使学生养成
良好的阅读习惯，提高小学生的阅读能力和语文素养，必须加强
课内外阅读的链接。 

1.培养兴趣，立足课堂，拓展课外，构建有效融合课内外阅
读之整体。 

大多数学生喜欢阅读，但所读书目比较杂乱，多数学生在读
流行小说、漫画、卡通等快餐文学，没有固定的阅读时间，以消
遣为目的的占多数，真正意义上读一本文学名著或优秀儿童读物
的学生不多。所以要从培养学生兴趣入手，以阅读内容为抓手，
立足课堂，拓展课外，使课内外阅读成为相互促进、互为补充、
有效融合的整体。我们要想办法做到“授人以欲”，让他们提起
阅读就有欲望，有热情，更会自己挤出时间去阅读，快乐地获取
知识。另外，要充分发挥教室图书角和学校阅览室的作用，为他
们提供舒适、悠闲的读书环境，极大地调动学生阅读的积极性，
让他们慢慢地对阅读产生深厚的兴趣，从心底里喜欢阅读。 

2.课内外整合 
（1）以教材疑难问题为切入点选择课外阅读材料指导阅读，

既有助于解决疑难，加深对文章的理解和情感的把握，又扩大学
生的阅读面。 

（2）选择与课内文体或内容、写作方法上比较相似的课外
阅读材料进行阅读，组织学生在课后用课内阅读的方法来阅读拓
展性材料。 

（3）选择同类阅读材料，意在与课内教材形成鲜明的对比，
运用阅读材料，把两者放在一起，更加突出作品各自的特点。 

（4）教材中不乏名家、名篇或名著的节选或缩写，在教学
的前后，教师把原文、原著推荐给学生，使学生更立体地、更深
刻地理解课文，培养学生读名著的兴趣，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
丰富学生的文化底蕴。 

3.学生自主阅读 
（1）设计“阅读摘录卡”。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做好“阅读

摘录”，并定期检查，不定期抽查。旨在监控阅读过程，保证课
外阅读的质和量，养成习惯。 

（2）定时定量地阅读。让学生有足够的时间自己阅读，在
学习实践中感受阅读的快乐。在校期间，固定课外阅读时间，每
天早晨定时阅读，每周专设一节语文课用于课外阅读。学生每天
睡前进行休闲读，双休日、节假日随意阅读，但要有合适的阅读
量；完成摘录卡也要有一定量，做到上不封顶，下要保底。 

（3）提倡亲子读。家庭是育人的摇篮，家庭教育是整个教
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家长的言行给孩子以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们大力提倡亲子共读，家长以身作则培养家庭的阅读氛围，特
别是低年级学生，更需家长做阅读的领路人。鼓励学生家中订阅
报刊杂志，设立家庭书架、家庭小图书室。 

（4）师生共读。在学生的读书兴趣和习惯没有养成之前，
读书对他们而言是“一种枯燥的工作”。抓住学生对教师的崇敬
和模仿的心理，在校期间，教师以身示范，组织、带领学生阅读
时，自己也拿起课外书来读，或者与学生共读一本书，随时与学

生交流阅读收获，了解学生课外阅读情况，根据反馈信息，进一
步指导学生课外阅读，还可以让学生在课堂上畅谈阅读收获，谈
感受，谈方法，谈打算，谈对课内文本的再度理解。这样有利于
师生之间的情感增进，有利于营造浓厚的书香氛围。这样坚持，
使阅读成为学生生活、成长的需要。 

4.教师阅读指导 
（1）课外阅读指导 
古人云：阅读无甚妙法，唯从有疑到无疑，从无疑到有疑。

小学生对字词理解较差，这对学习语文形成了一定的障碍；他们
生活的阅历有限，在阅读过程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疑难问题。在
理解字词层面上的疑难，我们要鼓励学生自主解决。自主解决不
了的摘记在“摘录卡”中，与同伴或教师进行交流。经教师的检
查、抽查后，提取共性的东西，再在课堂中进行交流，共同解决、
释疑。 

（2）课堂教学指导 
小学生阅读能力尚在形成阶段，为提高学生的阅读效率，教

师要教会所有学生使用工具书，为他们创造自学条件；教会预习
方法，培养学生预习的习惯；教会学生提出问题，提高思维能力；
进行阅读方法的指导，使学生掌握读书方法：哪些是应该精读的
哪些是应该略读的，哪些内容应该摘笔记，哪些写法是可以迁移
的。 

此外针对不同学段的小学生知识、年龄特点，我们开设疑难
点指导课和赏析课。低年级由于学生知识、经验的有限，重在疑
难的指导。通过教师的导，让学生展开对话，产生顿悟，自己解
决自己提出的问题。要重视学法的指导，自行查字典解决，不懂
的词联系上下文理解，对不懂的句子，通过反复阅读去领会。教
会学生如何自行去质疑、释疑。也可进行词语品析类的赏析。 

高年级重在赏析的指导。指导学生抓准文章“美点”：①形
象美，叙事类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托物言志类散文中的事物形象。
②结构美：好文章无不重结构的紧凑和清晰，赏析时抓住不同题
材文章的结构特点，特别要注意体会文章的中心句、过渡句、抒
情句等重点句。③语言美：几乎每篇文章都可以赏析其语言美，
可以是词语品析，可以是句式品析，可以是修辞的欣赏，也可以
是感情色彩的分析。④手法美：文章的表现手法也可以欣赏其“美
点”，如对比、设置悬念、前后照应等等。⑤音画美：用语言文
字来塑造声音的形象，使文章具有音乐的美，充分运用对比鲜明
的色彩词语，给人以视觉的冲击，这些在散文和古诗中是常见的。 

5.阅读评价 
（1）阅读展示 
给学生搭建展示阅读成果的平台，可采用讲、展、赛的形式。

“讲”即讲述，举行读书汇报会、故事会、阅读心得交流会；“展”
即展评，就是展评优秀的读书笔记、文摘卡、剪报等；“赛”即
竞赛，知识竞赛，查阅资料比赛等。通过这种成果展示，使其相
互借鉴，表扬先进，鞭策后进。 

（2）阅读考核 
①实行积分管理 
绘制课外阅读积分一览表，激励学生自觉阅读。表格分为材

料积累、阅读摘记、阅览表现几个栏目，满分为一百分。每周小
组内互评，每月由班委总评，算是一次成绩测验。 

②课外阅读积累检测，可定期对学生进行综合性阅读检测，
让他们看到自己的阅读成果。 

总之，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特别注重课内与课外阅读的有效
衔接，以课堂教学为依托，充分挖掘教材与课外知识的衔接点，
优化整合课内外资源，充分丰富和充实课堂教学，让课堂教学立
体化，多面化。作为教师，在课内注重方法指导，课外丰富阅读
内容，再利用课内的时间进行读书方法与收获的交流与展示，让
学生充分体验阅读的无限乐趣，真正实现了课内与课外阅读的有
效衔接，从而推动学生阅读生命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