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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细节辨析，促学生阅读能力增长 
◆骆文桦 

（广东省博罗县福田山下小学） 

 
摘要：新一轮的课程改革中，注重“以生为本”，在语文教学的过程中，

要引导学生在阅读中感受到情感的变化，让学生注意到细节的同时能够

感悟细节的巧妙作用。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捕捉到细节，

并且利用各种探究方法对细节进行辨析，深层次的感受作者写作的心境，

促进学生提高阅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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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阅读能力是学生语文素养的全面形成和语文综合能
力提高的关键，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成为教师在平时的教学中必
须注重的一个问题。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应当在学生阅读的过
程中，充分捕捉到文本中的细节描述，将文本中的细节描写转化
为课堂上的教学资源进行教学，促进学生阅读能力的有效提高。 

一.在细节中发现亮点 
小学语文的学习内容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但是对于这些刚刚

开始接触学校的正式教育的学生来说是陌生的，也是充满好奇心
的。因此，要通过对学生进行细节教育来提高阅读能力时，首先
让学生意识到细节的描述，从而开展细节教学。比如说在小学语
文中的《小鹰学飞》这一课时，当小鹰第一次飞到大树上，第二
次飞到大山上空时，课文中只是简单的进行叙述，但是对于小鹰
的第三次飞翔，文中却用了“鼓起劲”“拼命”“急促的喘着气”
这些词来描述小鹰飞翔时的状态，表现出小鹰吃力却仍然坚持的
态度和决心。这一段就是对小鹰的细节描写。教师可以提问学生
为什么在第三段用“鼓起劲”“拼命”“急促的喘着气”，让学生
了解到对小鹰第三次起飞细节描述的意义，同时让学生意识到细
节的重要性使其在未来的阅读学习中注意到更多细节的描写，奠
定阅读理解能力的基础。 

学生在听课的过程中往往会被某一教学细节所吸引，这些教
学细节看似是非常随意，偶然生成的，其实是教师精心设计的。
在小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有很多的课文都有作者有意识的留
白，教师要努力的挖掘这些关键信息，根据这些留白让学生展开
无数的遐想。比如在学习《夹竹桃》这篇课文时，教师可以用语
言引导学生领略到四季中夹竹桃具有的不同风味的美艳，同桃
花、杏花等形成对比。通过留白艺术的应用加上语言的引导使得
学生在阅读这篇课文时脑海中自觉地浮现夹竹桃一朵凋谢后另
一朵悄然绽放继续在春日中、在夏雨中、在秋风中、在霜雪中展
示独属于自己的魅力。在阅读教学中我们教师针对教材中的情景
创设细节然后带领学生进行自主体悟，对于文中独有的意境进行
自主思考、探索，进一步的体悟文章中的语言美、意境美。在素
质教育已经成为当下教育大背景的今天，教学应该更加细化，阅
读是读者同作者感情的交流渠道，在小学阅读教学中创设细节，
让学生更多的体悟作者思想感情对于提升学生阅读能力具有十
分积极的意义。 

二.通过细节展示语文文字魅力，让学生爱上阅读 
小学生因为年龄心理的限制普遍存在对于阅读缺乏兴趣的

情况，究其原因不外乎就是对于文章中的美不能很好的体悟。针
对这种情况，我们小学语文教师应该注重引导学生注意文章中的
细节，带领学生对于文中的美妙之处进行赏析，让学生在阅读学
习过程中体悟中国语言文字美，继而产生对于阅读的高涨兴趣。
说到在阅读中对于语言文字美进行感悟，我认为最好的赏析文本
莫过于在中国文学中占有浓墨重彩的古诗词，其语言的精炼性以
及字词对于意境的准确表达是十分适合小学生进行感悟的。另
外，在提倡素质教育，发扬国学精神的今天，古诗词所独有的厚
重文化色彩能够让学生在感悟语言魅力的同时对于中国传统文
化进行继承。因此，对于古诗词教学对于学生阅读能力的提升，
我们教师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在细节中带领学生感悟意境，体
会其语言魅力。 

在小学阶段，由于学生缺乏便捷的接触外部知识的途径，因
此在对古诗词的教学中，我们不能仅仅只是带领学生朗读两遍古

诗词，然后要求学生会背全文以及老师已经写好的主题思想。单
纯的教导学生会对这首诗词进行背诵、默写以及知道其中表达了
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而没有让学生深入阅读体会作者的思想感
情，不仅不能加强学生的阅读兴趣，而且长此以往是对学生赏析
能力的一种扼杀。我们教师应在教学开始之前利用多媒体等设备
对作者的生平简介以及这首诗词的创作背景对学生进行简单的
介绍，然后通过教学细节如通过对其进行有感情抑扬顿挫的朗读
将学生代入诗中的意境中去，让学生对其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有
着自我的体悟。 

在分析诗中的语言时，我们教师更应该注重细节，哪怕是简
单的诗文也要逐字逐句的带领学生进行赏析，使得学生产生这样
的疑问“为什么本来毫无关联的几个字经过作者这样的组合排列
其中就蕴含着强烈的思想感情或者是栩栩如生的情景呢？”以此
来使得学生更好的了解汉字的语言魅力，从而产生强烈的自己对
于文章独立阅读赏析的欲望。例如在教导学生学习诗仙李白的
《独坐敬亭山》时，我在带领学生对全诗进行感情朗读之后，在
对本诗细节分析中我问学生在第一句中的“尽”、第二句中的“孤
云”、第三句中的“两不厌”能否换为“完”“片云”“两相欢”？
学生们在热烈讨论后纷纷摇头说不可以，我又问为什么？学生们
表示感觉换了之后感觉没有了韵味，仿佛白话文掺杂在古诗词中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别扭，感情表达不如之前之外语言也不够生动
了。我于是在黑板上将原诗与改过的都写在黑板上，将改动的字
用粉笔画圈，带领学生未改动与改动后的十八个字进行情感分
析，说明为什么换了一个字之后情感表达就变得没有原来那么强
烈了，以此来让学生们进一步感受古诗词中汉字的语言魅力，在
提升他们对于古诗词鉴赏能力的同时培养他们对于语文学习的
兴趣以及阅读的热情。 

三.总结 
在素质教育大背景的今天，小学语文教育中阅读教育变得越

来越重要，我们教师应该注重阅读细节引导学生去深入发现文章
中所独有的魅力，深层次的同作者进行感情的交融的同时产生强
烈的继续阅读的愿望，让学生爱上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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