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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语文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阅读创造力 
◆谢新来 

（湖南省邵阳县黄亭市镇双龙学校） 

 
摘要：语文，是一门工具学科，也是学习其他内容的基础，在小学阶段，

学好语文，对于小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而阅读作为语文

教学的重点内容，对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思考能力和写作能力等等，
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新课改的教学目标中，如何培养学生的阅读创造

能力，成为了一个主要的内容，本文将从多个方面，简要阐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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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阅读教育的方法有很多种，孔子有言：教育要因材施教。
对于小学语文教师而言，也要充分了解学生的情况，根据他们的
理解能力、阅读习惯等等，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合适的教学方
法，就像是配套的锁和钥匙，能够帮助学生打开阅读的大门，提
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思维水平，进而培养他们的阅读创造力。 

一、小学生形成良好阅读习惯的影响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养成良好的阅读习

惯能够促进小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多读书，可以充分增加小学生
的知识储备，拓宽他们的眼界，让人们的生活丰富多彩。新课标
要求我们，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要“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
[1]，一本好书的任务塑造，常常能带给我们积极向上的影响，尤
其是对于喜好模仿的小学生来讲，他们很容易对书中的人物进行
分析模仿，潜移默化的提高自己的精神和素质。而且由于每个人
对书籍内容的理解不同，所以能帮助他们，形成不同的性格。 

二、小学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阅读创造力的方法 
（一）鼓励学生课外阅读，丰富阅读内容 
对于小学生来说，教材内容只是他们学习的基础，对于他们

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要鼓励学生在课下进行阅读，
并且不限制他们的阅读内容，只要是小学生可以看的内容，我们
都不要加以干涉，比如说报刊、杂质、童话、古诗词、科研等等
内容，都可以进行阅读。在这个阶段，我们不要片面的去和他们
强调读懂了多少，而是要和他们多交流，读了什么，只要他们能
对相关的内容，有一个大概的复述，这就足够了，让学生从自己
的兴趣点出发，自主选择他们的阅读内容，会让他们有自主性，
而且对于“自己想做的事”，总会比“别人强制做的事”效果要
好，也能在不知不觉中，了解很多陌生的知识，而丰富的储备，
就是他们创造的根源。 

（二）结合教学内容，引导学生有针对性的阅读 
课堂的时间，是相对短暂的，而且受到很多原因的限制，导

致小学生的课堂学习状态容易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可以在课上，
有意识的引导学生，进行对教材相关内容的阅读，通过课外延伸，
完成对课堂学习内容的巩固。比如说，在学习完《绿色的竹楼》
后，老师就可以向学生提问：“课文里的竹楼是哪个地方的？是
什么民族的？你们还有没有读过关于西双版纳或是傣族书啊？
里面还写了哪些课文里没有的内容呢？”这样，学生就会针对教
材中的“西双版纳”、“竹楼”“傣族”等关键词，寻找阅读内容，
并且对于课程内容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对于小学生的课外阅
读，我们要及时和他们交流，谈谈自己的想法，了解一下孩子的
想法，用轻松的语言引导学生的思维，不要让他们一直处在迷惑
中，没有人交流，觉得乏味。 

（三）使用“读、问、论”结合的方法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要向学生提出“多读、多问、论一论”

的阅读方法，即对内容进行多次、重复的阅读，在读书的过程中，
带入自己的想法，多创造问题，比如：他写这部分内容是什么目
的？文章中某个人是不是多余的？等等，先提出这样或那样的问
题，之后带着问题和其他人交流辩论，“一千个人心里，有一千
个人心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的，对于一篇文章的理解，
也会出现不同的分析，在这种交流辩论中，很容易让学生脑洞大
开，充分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思维能力，在这个时候，
教师要注意适时的引导，也要注意尊重个人之间理解的差异性，
并且可以根据学生们的反馈，提出学生能够理解的，有价值的问

题，让他们共同研究。这样一来，不仅让学生可以带着问题阅读，
还能锻炼他们的口语能力、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借助新技术，帮助学生提高阅读兴趣 
在经济发展的浪潮中，科技也在不断进步，从纸质图书，到

电子图书，再到电子图文，以及现在的有声读物，应对与学生的
阅读方式，越来越丰富。我们在培养学生阅读创造力的时候，也
应该充分利用网络资源[2]，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而且，图文阅
读，在表现形式上，更为生动直观，可以不受纸张大小、排版、
印刷等因素的限制，并且能够进行相关联内容的推送，让阅读更
全面。教师在让学生尽心网络阅读之前，要明确阅读内容、阅读
计划和阅读时间，因为网络上有很多游戏连接，小学生自控能力
不强，如果不做规定，很容易“跑题。”而且小学生发育还不完
全，长时间使用电子设备，对他们的视力和颈椎等，都会造成相
应的损害。 

（五）创造阅读环境，让读书形成一种风尚 
当我们已经初步培养出学生的阅读兴趣之后，我们就要让他

发展为一项全班、全校、乃至校内校外共同的活动，因为小学生
的意志力较差，兴趣培养的快，但是放弃的也快[3]，所以，我们
要通过人人阅读的方式，为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阅读环境。让学
生作为宣传主体，宣传“读书使我进步”、“读书使我快乐”的思
想，让阅读，形成一种社会性的风尚，形成一种潮流。让学生主
动实施阅读计划，他们就是阅读学习中的主人，而老师只是他们
的帮助者，这样一来，小学生会有责任感，并且会把它当做自己
的一个追求，在完成目标的过程中，会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性，
带来不一样的收获。 

结束语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但是培养兴趣的过程，是曲折而漫长的，

需要我们拿出耐心来，在学生遇到困难的时候，帮助他们指引方
向；在学生想要放弃的时候，推动他们向前；在学生勇敢前行的
时候，做他们的后盾，让学生可以充分挖掘自己的潜力，不受条
条框框的限制，在阅读中成长，在阅读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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