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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小学低年级整本书阅读效果的检测与评价 
◆刘彩霞 

（河北省邯郸市新兴中学  河北邯郸  056300） 

 
新课标提出让学生“多读书，读好书，读整本书”，这就意

味着不仅仅要注重对学生进行整本书阅读的监管和指导，还要注
重整本书阅读效果的检测与评价。这就要有一系列相应的多元化
的阅读效果的检测方法和多角度的评价机制。 

小学低年级阶段是培养孩子阅读意识的黄金阶段，但由于孩
子们的识字量有限，保持专注阅读的时间有限，阅读能力难免会
有不同程度的欠缺。那么，该如何对低年级阶段学生的阅读效果
进行检测和评价呢？通过这两年的跟踪调查研究，有如下几点收
获。 

一、多元化的阅读效果检测方法 
为了保证低年级孩子们的有效阅读，在校期间，我和孩子们

利用每周四下午第二节课的读书课，还有每天午自习的时间共读
一本书。读书时，根据书本内容的不同，开展了多样化的读书活
动。适合朗读的章节，便指名朗读，发现朗读不到位的，老师范
读，然后再指导学生读，逐步提高学生的朗读水平。适合分角色
朗读的章节，便开展分角色朗读。还有：开火车读、同桌对读、
群读、自由读、默读等多种读书形式。可是，在自读和默读时，
难免会有一些孩子“滥竽充数”不认真读书，有些孩子端端正正
坐在书桌前，心却早已飞在九霄云外。每天放学后，要求孩子们
在家读书半小时，家长监督并陪同孩子读书，并根据孩子在家读
书情况，如实填写《读书反馈表》，读书反馈表包括：作品名称、
日期、读书时间、页数、读书收获、家长评价、家长签字。每周
一发放新的《读书反馈表》，并收回已填写好的《读书反馈表》。
可是，孩子在家读书时光，是怎样度过的？是否像反馈表上写的
那样？这是老师无法操控的。怎样才能实现真正的有效阅读呢？
怎么样才能有效地检验孩子们的阅读效果呢？我总结了以下三
个方法： 

1、信息提取法。每次读完一本书，我都会举办一次“读书
知识竞赛”活动，测试题的内容，都是一些书上的基本内容，最
浅显的问题，只要认真阅读了，都能回答上来。这样，既能检测
学生信息提取能力和阅读效果，又激发了学生阅读时的认真度。
同学们为了能够在竞赛中拿奖，读书时极其认真。下面，我以《小
猪唏哩呼噜》的知识竞赛的前五道试题为例，介绍一下：（1）小
猪唏哩呼噜是猪太太和猪先生的第几个孩子，他的本来名字叫什
么？（2）小猪唏哩呼噜梦见自己打秋千，原来是被谁叼着？（3）
马太太尝了小猪卖的橘子后，发生了什么事？（4）哇呜老师终
于把这群吵闹的学生弄回来时，教室里响起了巨响，是怎么回
事？（5）鸡太太家的“鬼”原来是什么？最后被谁消灭了？ 

2、分享故事法。根据低年级学生天真可爱、活泼好动、爱
讲故事听故事、乐于表演这些年龄特征，我为孩子们搭建了分享
故事的平台。每天早读和午自习结束后的 5 分钟，孩子们轮流上
台，分享自己读书时最感兴趣、最喜欢的一个故事。可以大声读
给同学们听，也可以用自己的话讲出来，还可以根据内容，通过
语言色彩、优美的动作表演出来。部分天资颇高些的学生，还可
以分享自己仿写的故事、续写的故事。读完《安徒生童话》后，
有几个孩子觉得《卖火柴的小女孩》的结局太伤感，他们便把结
局改写成不同的版本。如：有个慈善家把小女孩的火柴全部买下，
并让她每天定时去他的公司送 100 根火柴，这样，小女孩就不用
再漫无目的地叫卖火柴了。再如：小女孩的外婆来接她，把她接
走了，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等等。 

3、交流感悟法。就是交流自己读书时的理解感悟，可以交
流书中某一章节、某一处引发的感想，也可以交流自己的读书心
得或读书时遇到的困惑。这样，同学们在交流时，会产生思想的
碰撞，进而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从而有了更深的见解和体会。如
在读《木偶奇遇记》时，同学们以“你觉得匹诺曹是个怎样的孩
子？请结合书上内容具体谈一谈。”展开了讨论与交流。有的说
他是一个淘气调皮、爱逃学爱撒谎的孩子，有的说他是天真善良、
容易上当受骗的孩子，也有的说挑剔很难伺候的孩子，还有的说
他是知错就改、孝敬父母的孩子。孩子们说的头头是道，有板有

眼，可圈可点。 
无论是信息提取法、分享故事法，还是交流感悟法，回答问

题的学生，都有机会得到小红花的奖励、“阅读之星”、“书香少
年”的表扬信和一些橡皮、铅笔等物质奖励。孩子们读书时，不
仅能认真读，还能有所思、有所悟、有所想，达到了高效阅读的
目的。 

二、多角度的阅读评价机制 
评价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引导学生有计划地多读书、读好书，

培养学生阅读兴趣，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评价机制不能是单一
的、死板的，必须是多角度的，高效的。对于小学低年级学生来
说，评价机制一定是以鼓励孩子阅读为依据，调动阅读兴趣为准
绳，提高阅读能力为最终目标。低年级学生阅读的评价机制，简
单地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评价的方式。评价方式分为三种：家长评价、同桌评价、
老师评价。在家时，孩子是否按时读书？是否完成读书任务？是
家长评价的主要参考依据。在学校时，是否能流利阅读？是否积
极主动读书？是否按时读书？是老师评价的主要依据。在自由读
和默读时，是否在认真读书？读书时，手里有没有玩弄其他物
品？是同桌评价的主要依据。家长评价，写到每周一发的“读书
反馈表”上。老师评价，记录在“读书表现”本上。学生的“读
书表现”包括：读书时间、读书认真度、读书的数量、积累好词
好句等几部分组成。同桌评价，不用记录，向老师口头汇报便可。 

2、评价等级。低年级的学生，由于年龄较小，他们比较喜
欢显性的评价方式和评价等级。于是，我便把学生的评价等级，
以表格形式呈现。每个学生的名字上面有五格，每格从下往上依
次为：童生、秀才、举人、贡士、进士，五个等级。每达到一个
等级后，便用水彩笔把这一等级的表格涂色。这样，孩子们便可
以一目了然地看到自己的等级，也可以看到别人的等级。激发了
他们积极读书、争取早日晋级的决心。过了五级后的学生可以获
得“书香少年”的称号和相应的奖品。 

检测阅读效果和评价机制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两者紧
密结合，激发了低年级学生浓厚的阅读兴趣、培养他们良好的阅
读习惯，掌握了有效的阅读方法，丰富了学生的语言积累和知识
储备，效果还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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