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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素质教育的纵深推进下，更注重教学的有效性。在语文教学中，

通过听、说、读、写训练培养学生良好的语言运用、审美鉴赏力、思维

能力以及对文化的理解及传承。尤其在阅读教学中，其是学生自主与文

本进行交流的重要方式。教师应注重以创新教学，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

兴趣，以促进其阅读能力的提高。基于此，笔者结合自身实践，立足于

阅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展开对有效教学策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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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析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忽视了学生的阅读感受 
语文新课标中明确指出：阅读教学应是学生、教师、文本之

间多重对话的过程[1]。因此，在阅读教学中不能以教师的讲解、
分析代替学生的自主阅读。但在传统教育的根深蒂固中，很多教
师对学生的阅读感受较为忽视。在课堂中，教师侧重于理论教学，
一言堂式讲解文章中主旨、作者的表达方式、运用了哪些精妙的
修辞等，给予学生自主阅读时间的空间有限，使学生在想象力、
创造力的发挥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另外，对于阅读问题的提出，
教师也更希望学生能回答出和标准答案相近的答案，对其创新性
的回答或者独到的见解予以否定、忽略的态度，这会严重打击学
生在课堂上回答问题的积极性，不仅阻碍了学生的阅读实践能
力、创新思维、个性等形成，也会使学生对阅读产生消极印象，
认为语文教学无趣、乏味。 

2、教学方式过于落后 
新课改的全面实施，更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全面发展[2]。在

语文阅读教学中，不仅要培养学生的理解能力，还有口语、听力
以及写作能力。可以说，阅读是小学生开启文学世界大门的钥匙，
是促进学生形成文学累积的基础。然而，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很
多教师并未重视阅读教学，要么让学生自行阅读，没有施以足够
的指导，使学生盲目阅读，以致于读的快、忘的也快，难以形成
深刻的学习印象；要么就是教学“过度”，灌输式教学下，教师
滔滔不绝的讲述阅读技巧，何为精度、泛读，将学生置于被动学
习的地位，未能意识到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的重要性，教学方式过
于单一、陈旧，从而使学生丧失主动阅读的兴趣，致使阅读教学
收效甚微。 

二、在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的有效策略 
1、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3]。阅读是一种习惯，更是一种学习方式。

为了在阅读中促进学生的思维及能力发展，教师还需制定具体、
适度、合理的教学目标，并且将目标贯彻到具体教学中，突出阅
读教学的时代感和创新性。同时，教学目标要符合素质教育和新
课程的要求，适合小学生的智力、学习规律，保证学生通过努力
都可以实现目标。例如：在阅读《去年的树》这篇课文的时候，
教师要结合小学生的能力与特点，科学制定以下教学目标：第一，
通过阅读掌握本课文中出现的生字和生词；第二，总结该课文讲
述了什么道理？在制定目标过程中，教师需要以学生的主观体验
为基础，激发学生对阅读的热爱和兴趣，将素质培养作为首要任
务，突出阅读教学的统一性和规范性。当学生通过阅读完成这一
教学目标，教师还可以适当地开展阅读延伸，对学生的思维能力
和思考意识进行锻炼，在遵循阅读教学规律的同时，激发学生阅
读兴趣。 

2、阅读教学内容的创新 
语文具有较强的人文性、综合性，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学

科。教师在阅读教学中，首先要思考“教什么”，这是保证教学
质量的基础和前提，如果阅读教学的内容不正确，即使教学手段
和教学方法再先进，也会对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带来直接影响。
因此，教师需要对教学内容进行创新，以促进学生阅读能力的发
展。例如：在进行《晏子使楚》时，首先教师可将教学内容与学
生生活实际充分结合，以解析晏子的巧妙辩驳，促使学生在阅读

中可以获得直观的情感体验；其次，教学内容需要与时代发展相
结合，可结合当下外交部长王毅先生的机智回答，做对比教学，
使学生在感受异曲同工之妙中，感受外交官维护国家尊严的凛然
气节；最后，教师在创新教学内容中，需要综合考虑小学生的阅
读水平、阅读能力、语文基础，关注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 

3、阅读教学方式的多元化 
语文教学中，收录的多是一些文质兼美的文章，不仅具有广

泛的教育意义，且知识面非常广泛。故此，教师还要积极实践和
创新探究式、合作式以及自主式阅读教学方式，实现教学效果最
优化。例如：在阅读《富饶的西沙群岛》这篇课文的时候，引导
学生自主预习；在阅读《小蝌蚪找妈妈》这篇课文的时候，教师
可以引入小组阅读方式，将学生分为不同的小组，每个小组通过
合作完成阅读，使学生明白从小应养成独立意识、应具有主动探
索的精神。在小组完成合作阅读后，以汇报的形式，在全班同学
面前汇报阅读成果，给予学生平等的展示机会，使其具有阅读成
就感和获得感，让学生今后能够更加主动地投入到阅读教学中。 

4、促进阅读教学的延伸 
因受课时所限，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很多内容都是对经典文学

的节选。但依靠教材展开阅读教学，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文素养是
远远不够的。为此，教师可以教材文章为中心进行延伸、发散，
以更好地扩展小学生的视野，丰富其课外阅读量。例如：在进行
“智取生辰纲”的教学中，对文章感兴趣的同学推荐《水浒传（少
年儿童版）》；在“少年闰土”的学习中，以多年后两位好友再次
相逢会是怎样的情境为导入，引出《故乡》；在“钓鱼的启示”
学习后，向大家推荐《爱就是这样》等。以相关、同作者的书籍
推荐，一方面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阅读行为，促进其阅读能力发展；
另一方面，帮助学生筛选适合其阅读的书籍，为其终身阅读奠基。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新时期不仅为语文教学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

也对教师的授课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小学语文教师，应关
注对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以发挥学科的人文性与工具性相统一
的特点：以阅读为引领，促进小学生的认知发展；以阅读为导向，
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文素养；以阅读为契机，发扬传统文化，培养
学生良好的家国情怀。以实现阅读教学的价值，在品味书香中，
浸润心灵、促进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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