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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小学语文文本阅读能力提升的策略与技巧 
◆张春燕 

（江西省上饶市第一小学  江西上饶  334000） 

 
摘要：阅读能力一直以来是语文学习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小学阶段开

始对学生进行阅读理解能力的培养，更有利于学生日后的语文学习的发

展。因此，如何让学生在小学阶段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成为语文课堂教

育的关键，本文将基于小学生语文阅读理解能力提高提出自身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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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作为小学生必修学科之一，语文学习的能力将影响学生
日后学习道路。因此在小学生时期打好语文学习能力的基础至关
重要。阅读理解能力在语文学习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学习
语文过程，阅读能力水平的高低也会影响学生对文章内容理解。
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阅读理解的技巧至为重要。 

一、激发阅读兴趣，提升阅读热情 
小学生的学习兴趣很重要，是他们学习知识的内在动力和关

键所在。因此，要潜心设计教学内容，创设丰富教学情境，激发
起学生的阅读兴趣。对于小学生来说，学习效果的好坏直接直接
作用的就是是否拥有浓厚的学习兴趣，兴趣是小学生学习的最好
老师，针对小学语文的阅读教学来说，无论是阅读的内容上、还
是阅读的形式上都有一定的枯燥性，所以教师在开展阅读教学的
过程中一定要优化阅读的形式、内容，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以
往的阅读教学中，都是学生阅读之后被迫的写出读后感，老师要
求摘抄所谓的优美段落和字词句，学生在这样的模式教学下就显
得非常的被动和被迫，谈何提起阅读兴趣的培养。为改变此现状，
教师就可以丰富阅读的内容，创设阅读的情境，让沉闷的课堂增
加一些新鲜的东西，让学生感受到阅读的新鲜感。在阅读《卧薪
尝胆》的时候，我就巧妙的运用多媒体技术，给学生播放 2006
年拍摄的大型历史剧《卧薪尝胆》的桥段，让学生了解文章中提
到的主人公及主要的历史事件，在观察影片的时候，学生都非常
的认真和激动，之后学生迫不及待地想了解更多的故事，那么在
阅读的过程中他们就会兴趣盎然，并且在阅读的过程中也会非常
的细心，这样阅读的效果就会非常不错。 

二、优化阅读过程，培养思考能力 
按照新课改和素质教育的要求，当下的小学语文教学应该更

加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在教学目标的
设定上，教师还要转变以往的那种教学观念，在强化知识落实的
同时，更加注重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提升学生的探究意识和思
维能力。小学生在语文阅读教学的过程中，我们不是简单的让学
生读几篇文章，勾画出考试的重点，然后统一试题的答案，这是
应试教育的思维，新形势下，我们要充分的挖掘学生资源，让学
生动起来，在阅读的时候让学生带着一定的问题去自主探究，让
学生思考问题的答案。阅读本来就是读者对作者思想的一种再理
解，在阅读的过程中已经加入了读者的思想情感，所以每一位读
者读出来的效果肯定是不同的，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为此，教
师在问题的答疑中一定要尊重学生的“异见”，尊重学生的阅读
个性，这样才能让学生树立阅读的信心，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
在学习《司马光》的时候，教师就可以设定这样的问题，让学生
在阅读的过程中去探究和思考问题的答案。问题：司马光是怎么
救出掉在大水缸里面的小朋友的？司马光他们在玩耍的时候有
没有注意安全呢？那么我们在玩耍的时候要怎么办呢？加入遇
到危险，我们应该如何自救和寻求帮助呢？通过这样的问题，学
生在阅读的过程中就会针对性的对待文章，并且能主动的去思考
问题的答案，提升阅读的质量。 

三、提升阅读质量，培养学生的阅读语感 
对于小学语文的学习来说，本身就是一个素材和知识积累的

过程中，可以说对于语文知识的学习真的是学无止境。语文阅读
也是如此，阅读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学生面对阅读材料的时候，

一定要认真对待，只要有机会就可以开展阅读，所谓熟能生巧。
我们不提倡阅读的题海战术，但是阅读一定数量的文章是非常必
要的，只有通过量的积累才会有质的发展。语文阅读水平的高低
与学生的阅读语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在阅读的过程中，还需要
提升学生的阅读语感。想要让学生养成良好的语感，首先就要学
生掌握一定的阅读素材，从名词佳句、优秀段落等，然后适当的
开展课外阅读。对于阅读材料的选取一定要紧扣学生的发展需要
和教学内容的需要，不要为了阅读而阅读，切记选材的针对性和
有效性。 

四、培养阅读习惯，提升阅读效果 
《语文课程标准》中指出：“阅读是学生个性化行为，不应

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
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感情
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因此，教师要充当引导
者的角色，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使其主动阅读、热爱阅读、享
受阅读，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首先，要养成学生在阅读中自觉、
专心思考的习惯。小学生在阅读课文的时候，有很多不好的习惯，
最为重要的就是被动阅读，不能掌握阅读的方法和技巧，没能及
时的学会阅读的反思和总结，这些都会导致小学生的阅读质量令
人堪忧。习惯是造就成功的基础，为了优化小学语文阅读教学就
需要培养小学生树立良好的阅读习惯，让小学生既能主动又能正
确的开展语文阅读。至于良好的阅读习惯，首先让学生学会预习
阅读，养成一边读一边思考的习惯，在阅读的过程中能集中精力，
克服阅读中的苦难，并且能够学会使用工具书，能准确的把握作
者的思想表达，自觉完成读后感等。如在阅读《每逢佳节倍思亲》
的时候，教师就可以让学生在讲课之前，对重阳节不太理解的要
事先做好调查，对于中华民族的节日有一个全面的掌握，对于出
现的生字生词要自己先解决，通过查字典等方式，准确的把握文
章的大意。读而不思等于食而不化，是没有意义的阅读。因此，
要提醒学生在阅读时要专心致志，静下心来体会文章的意境；其
次，要鼓励学生带着问题去阅读，在阅读中不断提出问题，并与
作者进行情感交流产生共鸣，这样才能达到深刻理解文章的目
的；最后，阅读还要培养学生勤动笔的习惯，一方面可以把文章
精彩优美的语句和片段摘录下来，学以致用，在需要时参照借鉴；
另一方面要鼓励学生养成写作的习惯，在阅读之后的感受或仿照
文章的思路模式等进行习作，运用文章里新学到的词汇进行遣词
造句等，可以促进学生语言的储存和积累，对于学生的写作能力
和文学素养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此外，要提高阅读能力，光靠
课堂教学几十篇课文时远远不够的，教师还需要激发学生课外阅
读的兴趣，使学生形成广泛阅读的习惯。教师要注意适当介绍符
合小学生接收水平并能引起他们阅读兴趣的读物给他们阅读，从
而使他们丰富知识，开拓思路，有所收获。 

新课改下，如何采取有效的手段最大限度的提升小学生的语
文阅读能力的，最为有效的手段就是教师要认真贯彻新课改的理
念，发挥学生阅读的主观能动性，在教学中还要学会尊重学生，
了解学情，做到与时俱进，因材施教，这样才能提高小学生的语
文阅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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