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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养小学生课外阅读能力 
◆余  赫 

（马路彝族苗族乡中心完全小学  551809） 

 
摘要：语文教学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读写能力，但只有通过课堂教

学才能提高学生的读写能力。学生也有必要自由地进入课外阅读的广阔

世界。要注重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引导学生热爱课外阅读，引导学生

走进知识宝库。因此，教师必须引导学生课外阅读作为一项重要的教学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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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是高科技信息时代。我们必须培养开拓创新的人才。
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我们的“良师益友”——书籍。学生要想在书
本的海洋中畅游，在知识的滋养下成长，就必须充分了解课外阅
读的地位和作用，注意培养学生的课外阅读能力。对于刚刚接触
过课外阅读且阅读能力较低的中年学生来说，课外阅读能力的培
养尤为重要。 

一、充分激发学生的课外阅读兴趣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最佳途径是激发学生的兴趣。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阅读和学习的过程中，学
生通常具有很强的英雄主义精神，因此老师可以用这一点来向他
们解释他们最喜欢的英雄、著名的事迹和一些有趣的故事或传说
的特点。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会非常兴奋，所以老师可以在这段时
间内传授一些理论知识，所以即使在学习中也会感到非常高兴。
同时，在课堂互动阶段，学生回答问题后必须受到鼓励或表扬。
例如，学生分析一个例子，消除错误，老师应该在正确答案后表
扬它。类似于“知识点被牢牢记住，分析是正确的，答案是非常
准确的，值得其他学生学习”，鼓励学生勇敢地说话。 

在复习课外笔记时，教师应注意学生在词汇使用和造句方面
的特殊技能。在课堂上对学生的公共奖励应该标准化，一些鼓励
性的批评应该写下来。语言要柔和，如“课外阅读吸收能力强、
知识面广、不懈努力”，教师要积极组织活动，扩大学生的学习
范围，如诗歌朗诵比赛、习语比赛、故事比赛等，鼓励学生学习。
积极拓展学生的知识面，促进学生养成自学习惯和自读能力，使
他们能在课堂外找到快乐，感受到更多的课外阅读乐趣。逐步坚
持课外阅读。 

二、营造良好的阅读环境和氛围 
大多数学生经常面对这样的无助：在学校里，一节课一节课

的进行学习，他们回家然后做繁重的作业，这是筋疲力尽的。课
外阅读很难抽出时间。因此，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安排
中午自学作为阅读课，让学生有时间阅读课外书。每周，我们可
以安排时间带学生去图书馆借书，并指导他们如何借书。在课堂
的一角，你可以放一些有趣的课外读物来指导学生利用业余时间
去竞争。在黑板的一角，我们还可以写一些著名的阅读语录，使
学生充分认识到阅读的好处。营造积极的阅读环境和氛围，培养
学生主动阅读的兴趣和习惯。 

三、巧妙运用故事悬念激发阅读兴趣 
每个人都喜欢听故事，尤其是那些从小听奶奶的童贞故事和

母亲的童话长大的孩子。当他们听到老师说他们想讲一个故事
时，他们都很高兴，他们的耳朵是直的，他们的喜悦充满了文字，
他们迫不及待地想听到他们讲故事。在老师的全面宣传下，故事
情节将孩子带入了一个有趣、刺激、陌生、感人、悬疑的情感世
界。就在孩子们享受着聆听和期待结局的同时，老师突然对孩子
们低语，说故事错综复杂，背后的故事更令人兴奋。以后，请自
己阅读原文。然后老师利用这个机会向学生推荐相关书籍。通过
这种方式，学生可以感受到课外阅读材料的诱惑，在听故事的过
程中积极阅读，比任何教学都更有效。 

四、多方位指导学生正确阅读 
学生往往不知道如何选择一本书，也不知道如何阅读和彻底

阅读一本书。教师在这方面缺乏指导。一方面，许多父母没有这
种意识，也没有这种能力。他们倾向于对学生的课外阅读采取自
然的态度。只要你看到学生拿着书，怎么看书，读书的效果还没

有来，他们往往不在乎。如果学生没有正确的阅读方法，他们往
往没有什么效果。因此，教师和家长应从阅读计划、内容和方法
等多方面指导学生阅读，教育学生正确阅读和健康，远离黄色等
非法书籍和出版物，耐心解决学生的阅读问题。 

五、课外结合，阅读愉快 
当学生有阅读欲望时，教师可以利用课堂上的有效时间渗透

一些阅读方法。对于年幼的孩子，我们可以采取一些他们感兴趣
并愿意接受的方法。例如，当我们教一些有说服力的课文时，我
们可以引导学生唱歌和游泳，一些诗歌也可以这样使用，所以他
们可以记住，当遇到积累的句子时，我们可以通过比赛的形式来
刺激。他们背诵。在教室里，我们可以教学生阅读、绘画和阅读。
写下你喜欢的人或动物。此外，教师可以利用课本来规划和选择
一些儿童读物，为每个时段设定阅读目标，推荐儿童最喜欢的书
籍，安排他们有足够的时间阅读，并利用书店、超市货架等良好
的环境。网络或学校图书馆，在教室里阅读角落，营造一种阅读
氛围，让学生从学校一开始就感受到校园的气息，同时也找到了
一种好的阅读方法与同学和老师交流，所以当他们拿到书的时
候，他们会可以用一些好的学习方法来读自己的书，然后放学。
引导课外阅读，当学生找到打开阅读的钥匙，推开阅读的门，他
们就会感受到阅读的乐趣。然后他们会爱上这本书，所以他们会
有意识地读他们喜欢的书，并感受到阅读的乐趣。 

六、家校合作，形成无穷乐趣的协同效应 
小学生自控能力较差。他们经常需要在老师的指导下积极地

阅读各种书籍。然而，在国内，他们很容易受到电视、游戏等的
影响，导致课外阅读的连续性无法有效保证。因此，教师应努力
与家长合作，营造学校家庭阅读氛围。鼓励家长共同规划一个由
学生和家长共同设计的家庭小阅读空间，如书架、鲜花、纹理等。
鼓励家长参与孩子的阅读计划，每天花大约半小时阅读。通过名
人的言行来教育他们的孩子的。 

结束语： 
语文教师课外阅读的及时有效的引导，等于照亮了学生的心

灵之光，照亮了学生生活的每一步。语文教育工作者要重新认识
阅读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加强课内外阅读，“课内正确，
课外有用”，真正使学生形成较强的阅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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