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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信息提取能力培养的策略研究 
◆段  莉 

（重庆市铜梁区永嘉小学  重庆铜梁  402569） 

 
摘要：小学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提取信息的能力，是培养学生阅读能力

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 年 4 月，第八届小学语文教师素养大赛在江苏省

南京市举办，吴忠豪教授在大赛上发言，明确提到阅读策略中培养学生

提取信息能力的重要性。本文将结合相关理论，以统编小学语文教材为

参考，训练学生完整地提取信息、分析信息、概括信息的能力，培养学

生正确的阅读方法，从而不断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激发学生学习语文

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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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版）》在总目标中提出，学

生要具备一定的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在阅读的实施建议部分
更是明确了“阅读是运用语言文字获取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
维、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途径”。]词语是文本的基础，是小学语
文阅读教学中文本分析最直观的表现形式。对词语的正确把握，
决定了读者对课文理解程度。阅读教学中，学生提取词语信息的
能力，就是培养学生在文本阅读中提取、整合、分析、概括信息
的能力，掌握正确阅读方法，从而达到对文本阅读的透彻理解的
过程。 

小学是培养语文素养的关键阶段，小学阅读教学不在于教课
文，而在于教语文。“授之以渔”，教授阅读技法才是语文阅读教
学的根本。教师通过指导小学生对文中词语的有效提取和运用，
不但可以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还可以丰富学生词汇积累，提升
学生的语感。 

罗大同将阅读定义为“通过视觉转向大脑接收书面语言信息
的学习实践活动。”朱绍禹认为“阅读是读者靠目视或口诵，从
书面文字符号中理解和提取意义的一种学习活动。”彭聃龄提出：
“阅读是指从文字系统（包括具有一定意义的其他符号、图表等）
中提取信息的过程。” 

国际阅读素养进展研究项目（PIRLS2001）将将阅读理解分
为四个层次：获取信息、直接推断、综合并解释篇章、评价篇章
内容和表达方式。统编小学语文教材在编排上，就符合项目的第
一和第二层级的要求，即“获取信息”和“直接推断”。 

二、在阅读教学中对学生信息提取能力培养的现状分析 
（一）教师忽视信息提取能力培养的重要性 
大多数教师都能按照三维目标进行阅读教学，注重过程与方

法的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阅读能力。但是也有教师忽略了小学
生的心理发展，忽视了学生发散性思维的培养。在《草船借箭》
一课中，有的老师将“诸葛亮的神机妙算”概括为四点，并引导
学生找出预设的这四点，然而在课堂观摩中，笔者发现在学生自
主提取信息后，找出的“神机妙算”远多于四点。这说明，教师
忽视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缺少了对学生提取信息能力的培养。 

（二）学生缺少信息提取的言语实践 
学生对文本的信息提取包括了直接提取、归纳、分析、总结

等过程。一堂阅读课，主要由词语教学和朗读指导构成。其中，
字、词、句的教学在整个小学语文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学生在
阅读中对文本信息的提取，归根到底是对语句的提炼。但是，词
语教学中，学生虽掌握信息提取的基本方法，却缺少了提取信息
的实践机会。如何将信息提取的训练与语文教学相结合、与言语
环境相结合，将信息提取方法实践于语文教学，是目前小学语文
阅读教学亟待研究的问题。 

三、培养学生信息提取能力的教学策略 
教师要重视培养学生对阅读方法的正确掌握。最基础且最重

要的就是从文章中提取信息的能力。对文本的信息提取包括：（1）
直观的提取信息；（2）经过整合、推断的间接的提取信息。 

（一）主题阅读，整体感知 
增加同一主题的短文，训练学生筛选、甄别、分析能力。学

生阅读相同主题的文本越多，学生头脑中储存着有关信息就越

多。当学生再次阅读到他所熟悉的同一主题文章时，就能更好地
获取信息、理解文章，反之，如果学生阅读到的文章是他们大脑
中完全没有储存的知识，就很难理解文章内容。 

教师在指导学生提取信息进行整体感知的过程中，一方面要
寻找文中的相关依据，二是要引导学生联系己有图式，个性化地
解读文本，输出新的信息。这将使新知识更好地融入学生的知识
结构。 

例如，统编教材一年级下册的第 17 课《动物王国开大会》，
教师在教学时，让学生圈划四次通知的内容，对四次信息进行比
较分析，发现四次通知的信息一次比一次完整，让学生明白发布
通知邀请需要时间、地点等诸多要素，缺一不可。为巩固能力，
增加同一主题的短文，训练学生筛选、甄别、分析能力。学生通
过对“通知”这一主题的广泛阅读，形成新的知识存储记忆，而
后实践于今后的相同的应用文主题之中，达到理论与实践结合的
目的。 

（二）版块结合，提升素养 
阅读教学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要结合习作训练、口语训

练。教师通过多版块的语文综合教学，可以培养学生通过多样化
的方法获取信息，然后分析处理信息的能力，全面提高学生的语
文素质。因此，各版块相结合的学习，重视培养学生提取信息、
处理信息的能力。阅读教学中学生提取信息的能力，最终目的是
帮助学生学会运用语言文字。 

结语 
阅读教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学生提取信

息的能力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策略中是必不可少的。教师需要根
据不同年段学生的心理发展和能力变化，展开适合的、多版块结
合的提取信息的阅读教学，不断促进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提升
学生的语文阅读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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