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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阅读教学学法有效途径新探 
◆张承兰 

（重庆南川区南平中心小学校  408400） 

 
现代社会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要求教学不能再以单独传

授知识为主要目的，而应该在此基础上给学生提供有助于其终身
学习的动力和基础；教师的作用也不能再混同于一部百科全书或
一个供学生利用的资料库。 

“一个有创造性的教师应能帮助学生在自学的道路上迅速
前进，教会学生怎样对付大量的信息，他更多的是一名向导和顾
问，而不是机械传递知识的简单工具。”（S.拉塞克、G.维迪努著，
马胜利等译：《从现在到 2000 年——教育内容发展的全球展望》，
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年版。）未来的文盲不再是目不识丁的人，
而是没有掌握学习方法的人。因此，如何加强学法指导已成为世
界各国教育关注的焦点之一。作为基础教育之基础的小学教育，
如何进行学法指导也成为我国小学教学改革的热点课题。近几
年，我们根据小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结合教学实践，对如何在
课堂教学中对学生进行认识学习规律的引导和掌握学习方法的
指导进行了思考和研究，并在阅读教学中进行了学法（即阅读方
法）指导有效途径的探索，下面谈谈我们的具体做法，以求教于
同仁。 

一、巧设思维情境，渗透学法指导 
让学生掌握阅读方法，形成阅读能力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由

于小学生的阅读经历有限，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能直接
将抽象的学习方法硬性塞给学生，要他们去背；更不能以让学生
学会读书为借口而放任自流 ，让其“暗中摸索”。我们认为教师
应根据教材特点，抓住训练时机，巧设思维情境，渗透学法指导，
让学生主动而又生动活泼地学习，积极发挥其主体作用，使“教
材”变成学生的“学材”，在师生共同实践探索中使学生领悟学
习方法。 

例如学习第五册《师生情》一课，在理解“她们多么想早点
看到王老师啊”一句时，渗透联系上下文理解句子的方法。教师
引导学生思考：（1）她们为什么想早点看到王老师在课文中找出
答案并划出有关语句，谈谈体会。思考此问，学生必然联系下文
王老师“和蔼可亲”、“日夜操劳”来理解。（2）你从哪儿看出她
们想早点看到王老师划出有关的重点词语，谈谈体会。学生又必
然联系上文中“冒雨”“急匆匆”等词语来理解， 后达到对师
生之间情感的深刻认识。这样引导学生展开思维，指导学生读书
要翻前看后，读后想前，上下联系，整体感知，使学生在理解课
文的同时，逐步掌握一种重要的阅读方法。 

二、回顾学习过程，总结学习方法 
科学的学习方法来源于成功的学习实践。因此，教师要善于

引导学生在理解课文的基础上回顾学习过程，引导学生把自己的
学习过程作为认知对象，帮助他们从成功的学习中总结出阅读规
律，以便今后自觉运用这些规律去探求新知。 

例如教学第十二册《书的故事》第二段，此段写青年工人到
书店买书。学生通过自读，从青年“漫不经心”地翻书到后来“认
真地看起来”这一 度变化中体会出其非常喜欢鲁迅先生的书，
此时教师对学生的学习给予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引导学生联系第
一段中当时的情况，谈对青年有何新的认识。学生联系当时敌人
查封进步书籍，白色恐怖十分严重，鲁迅的书“书店不敢出版”，
“没有地方敢代售”这一历史背景，体会出青年渴望进步的思想
感情。至此，应当说学生理解到位，但作为教师不应该满足这个
结论，而应该再引导学生回顾学习过程，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即
体会人物思想感情，一要注意抓住人物前后 度的变化；二要将
人物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认识。 

可见，学法指导也要体现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原则。
一方面教师要因势利导，另一方面要将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
课本让学生读，思路让学生讲，规律让学生找，学法让学生悟，
使阅读方法真正成为学生主动获得的一种可贵的精神财富。 

三、提供迁移机会，巩固运用学法 
对于学习方法的掌握，学生并不是一教就会，一点即悟的，

真正理解和掌握阅读方法，形成学习能力，要有一个逐步领悟和

吸收的过程。因此，在学生初步掌握学习方法的同时，还要给学
生创造学习迁移的机会，指导他们将已学到的阅读方法迁移运用
于相类似的学习情境中，使其在具体的学习活动中领悟阅读方法
的真谛。在阅读教学中，这种迁移性学习可以多层次、多角度地
进行。 

例如学生学习了查字典解词，联系上下文解词及结合生活实
际解词等方法之后，就可以在以后的阅读中指导学生运用这些方
法去理解新词。又如还可进行段与段之间的学习迁移。小学语文
课本中的童话、寓言及散文中常有反复出现的情节或相同结构的
段落，学习此类课文，教师要在教好“例子”的基础上，再指导
学生运用学习“例子”的方法进行后几段学习。以《精彩的马戏》
一课为例，课文中写三场马戏表演的文字结构相同，学生在教师
的指导下先形成对“猴子爬竿”一段作者写作顺序的概括：“什
么节目——怎样表演——观众反应”。把握了这个顺序，学生就
能顺利地自学“熊踩木球”、“山羊走钢丝”这些写法类似的段落。
另外，当遇到具有共同的结构和思路的同类课文时还可进行篇与
篇的学习迁移。 

四、进行序列训练，促进认知策略发展 
学生掌握了几种具体方法不等于学会了阅读。学会阅读的核

心是学生将具体的方法整合内化，成为系统的、较完整的、灵活
的认知策略。这种整合内化的过程需要教师长期艰苦的工作，需
要教师从课堂教学的每个环节抓起，有计划、有意识、有序列地
进行持之以恒的训练。学法本身具有一定的序列性，它随着年级
的增长由低到高，由浅入深，螺旋上升。因此我们注意明确大纲
对不同年级的阅读要求，通过调查了解和认真研究各年级学生的
“已有基础”，总结出学生以往所掌握的学习方法，在教学中引
导学生站在已有的基础上“自己跳起来”够一够，在教师的点拨
下迈出新步；在教师的序列指导下不断积累和丰富自己的阅读方
法。 

另外，我们还要注意引导学生综合运用所掌握的阅读方法。
如第十二册 后一单元《书的故事》一课教学，就可综合选择运
用已有的学法进行学习。如运用“注意当时当地的情况”这一学
法学习第一段，抓住重点词语“不敢出版”、“不敢代售”体会当
时的时代背景，在学习后面内容时除联系当时当地的情况，还用
勾点圈画、批注和联系上下文进行理解的学习方法，抓住描写人
物前后 度变化的词句体会人物思想感情等。只有这样，当学生
在不同的学习情境中，自觉灵活地运用一定的方法进行学习时，
学习策略才能逐步形成。 

由于学法指导效果还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学法指导时
仅教给学生掌握一套科学的学习方法还不够， 还应注意以下两
点：第一，学法指导要和培养良好学习习惯同步进行，这是学法
指导取得成效的必要条件。第二，要重视学习品格的培养，即培
养学生的自主精神、创造精神，克服困难、奋发向上的精神，这
是学法指导取得成效的保证。 

总之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只有努力探索学法指导的有效途
径，有意识地把学法指导和学习品质的培养作为重要的教学目标
同时进行，才能培养学生获取知识的本领，才能逐步达到“用不
着教”的理想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