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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加强课外阅读  提高语文素养 
◆郑幼勤 

（福建省永春县实验小学  福建省泉州市  362600） 

 
摘要：据有关资料表明：学生的知识 20%来自于课内，80%来自于课外，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也道出了提高素质必须多读的重要性。加

强课外阅读，不仅能使学生开阔视野，增知启智，而且有利于学生自主
学习、合作探究的良好习惯的养成，是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重要途径。

如何引导学生在课外阅读这广圆的空间里学语文、用语文，丰富知识，

提高能力呢？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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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激发课外阅读兴趣，养成课外阅读习惯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是最大的内动力”。培养兴趣

是学生读好课外书的关键。培养兴趣要根据儿童的心理特点，采
用灵活多样的方式，引导他们走进课外阅读天地，养成良好的阅
读习惯。 

1、设置悬念，诱发阅读动机。我国古典章回小说，往往在
情节向前推进到高潮时突然中止，来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
回分解”，让读者产生一个期待的情境，造成悬念，以此吸引读
者。针对学生的心理特点，利用班队会、晨会或课余时间，有意
识地给同学们讲某一本读物的某一片断成读物中最精彩的、最能
打动读者的部分章节，当同学们听得入迷的时候，突然停下来，
告诉同学们，要知后事如何，请大家看某一本书，以比激发同学
渴望阅读的心理。 

2、组织各种读书竞赛活动，促其乐读。小学生好胜心强，
很喜欢参加各种各样的竟赛活动，有计划地开展语文阅读竞赛活
动，对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调动学生阅读课外书籍的积极性起
着重要的作用。如开展“读书交流活动”，每天早晨拿出十多分
钟的时间，让学生讲述自己看过的一本书或一篇文章的主要内容
或精彩片断，或自由畅谈课外阅读的收获及交流自己在课外阅读
中获取的信息，以此开阔学生的眼界，激活学生课外阅读的心理
状态。又如举行“古诗诵读、默写比赛”，看谁诵读默写古诗词
又多又快又准确；举行“文摘卡片评比”，比赛谁摘录课外书的
优美词句多；举行“讲故事”比赛，讲述看一本书或一篇文章的
主要故事情节，看谁记得最牢、讲得最好，或要求学生根据课外
阅读内容自编故事参加比赛，看谁编的故幂最生动、有趣；举行
“课外阅读知识竞赛”，比比谁的课外阅读量最多、知识面最宽
等等。学生为了表现自己，就积极行动起来，广泛地阅读课外书
籍。这样，学生们在竟争中不但获得了一种愉悦和满足，还养成
了良好的阅读习惯。 

二、推荐优秀读物，引导学生步入课外阅读高准天地 
由于小学生年龄小，知识面窄，分析能力和鉴赏能力比较差，

当他们置身于浩瀚的书海中，面对琳琅满目的书籍，该读什么样
的书呢？无从下手。读书虽然是“多多益善”但非“开卷有益”，
不管什么书，拿来就读，拿来就看，有时也会受到不良的影响，
这就需要教师很好地“导航”，避免学生盲目阅读。 

1、把远期效益阅读和近期效益阅读结合起来。远期效益阅

读指对孩子终身受用的阅读，即对学生目前课内阅读关系不大而
对孩子将来成长影响很大的阅读，也就是让孩子读各种各样喜欢
的书，如《十万个为什么》、《西游记》、《三国演义》等等。近期
效益阅读指教师引导学生阅读与课内课文相关的读物，这种阅读
是课内阅读的外充和延伸，以此使学生加深对课文的理解，拓宽
学生的知识面，使阅读教学达到“举一反三”的最佳效益。如同
学学了《狼牙山五壮士》可引导学生读一读《神圣的抗战》、《抗
日英才)、《抗日英雄谱》；学了古诗《饮湖上初晴后雨》，可推荐
学生阅读《西湖梦)、(西海萍凉》、《西湖游记》等有关介绍西湖
的文章，让学生收集历代文人描绘西湖的古诗词和现代诗，举行
一次“颂西湖诗歌朗诵会”。运用这种方式能丰富教材内容，加
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巩固课堂教学效，锻炼独立阅读能力。 

2、阅读与活动结合。配合学校开展的某种活动，向学生推
荐有关书籍，可以进一步激发学生的活动情趣，丰富活动内容，
陶冶学生的品格，如在学校开展爱国主义的教育活动中，向学生
推荐《共和国五十年》及一些介绍祖国悠久历史、壮丽河山、优
秀文化遗产、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等方面的书籍，让学生通过
阅读，进一步了解相国，更加热爱祖国。在学校开展革命传统教
育活动国，介绍学生阅读《革命烈士诗抄》、《钢铁般的意志》、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及介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历
程的故事集和革命英雄故事集等，让学生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
之不易，激发学生热爱共产党的思想感情，教育学生从小树立为
祖国腾飞而奋斗的远大志向。 

3、根据学生不同程度和爱好推荐不同的书。不同年级的学
生心理结构和认识能力不同，指导学生选择课外读物，应注意根
据年龄特征、认识水平的层次性来确定，如低年级宜图文并茂，
一般以儿歌、寓言、童话为主；中年级以名人故事、民间故事、
历史典故儿童小说、科幻作品为主：高年一般以旅探险、科管知
识、名人传记、诗词故事、小说散文为主等。 

三、做好文摘工作，注意阅读信息的储存 
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不动笔墨不读书”。学生在

阅读的过程中，经常会看到一些富有哲理性的语句及各类描写的
佳词妙句，但又不可能马上记忆，或是一时记忆，但过不久又忘
了，为此，教师可要求学生准备一本优词句摘抄本，把自已在阅
读中学到的佳词美句按名言、人物、景物、状物等分成几大部分，
再把各部分分为若干类进行摘录，如把人物分成外貌、语言、动
作、心理描写等类，把景物铝分分成山、水、城市、园林等类，
把状物部分分成天象、花木、动物、用品等。学生有了摘抄本，
有空可翻阅学习，欣赏品味。一旦需要引用，只要打开摘抄本，
所的内容历历在目，随手拈来，不再有大海捞针一样的困难了。
如此一来，学生阅读积累的欲望就会越大。 

总之，只要进一步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学生的阅读量就会
大大增加，学生书读得越多，也就越会读、越爱读，语文素养也
会随之不断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