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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情境创设提高小学语文阅读能力 
◆张兴娅 

（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第一小学  554400） 

 
摘要：阅读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难点。

学会阅读，掌握阅读技巧才能提高赏析能力和写作能力。教师通过创设

情境教学可以提高学生阅读的兴趣，让学生爱上阅读，在兴趣逐渐提高

阅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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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对于语文的学习来讲是不可缺少的，在全社会都提倡阅
读的同时，要重视小学对提高语文阅读的重要性。阅读教学的目
的是让学生从书中获取知识，开阔眼界，感知世界，而 终目标
是去纯净内心，完善人格。但在语文阅读教学中往往存在着很多
的问题，如学生的阅读兴致不高，无法集中注意力，学校老师对
阅读不够重视等。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文学素质，教师可以适
当创设情境教学，让学生更快的融入阅读教学当中。 

一、拓展阅读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 
在日常教学中，课本的知识往往很难满足学生的知识需求，

这就需要教师引进外来知识。通过阅读便可以补充课外的知识。
按照教育部的要求，教师要着力加强对小学生阅读的培养，使学
生养成优良的阅读习惯，因此，拓展阅读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提高阅读能力，奠定语文基础 
小学三年级是培养阅读的重要阶段，可以从预习入手开始阅

读习惯。在小学时，学生认识的字往往是很少的，熟练的阅读课
文能帮助提高学生阅读能力。教师可以在预习作业里增加一项反
复熟练的阅读课文，要求学生至少达到流利、正确地朗读。在预
习阅读的过程中可以学习到大量的字词。在阅读中学习字词是一
种快捷而又有效的学习方法。在拓展阅读教学中，教师可以教他
们使用字典，了解领会陌生字词的含义用法。通过拓展阅读，学
生们可以加强对句子结构理解，对辞手法和写作技巧的了解。拓
展阅读，不仅让学生们开阔了知识视野，还能培养学生的自我学
习意识，为以后的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培养语感，提高写作能力 
在写作方面，仅仅依靠课内知识是远远不够的。提高写作能

力的途径不是死记硬背好词好句，这样只会使作文缺乏新意。而
大量的阅读会使素材印在脑海中，有利于语感的形成。同时阅读
会增加学生写作的资料，灵感也就随之而来，对于写作的提高有
莫大的帮助。因此教师可以创设一些实践活动来提高学生阅读的
积极性。例如，每节语文课之前利用十分钟来进行“我是小小朗
读家”的活动，学生自己选一段自己阅读过的， 喜爱的文章来
进行有感情的朗读，朗读之后跟全班同学分享文章写得好的地
方，分享自己喜欢的原因。对积极参与的学生教师应给与适当的
奖励，以激励更多的学生参与到朗读分享活动中。 

二、拓展阅读的途径 
（一）以学生兴趣为导向教学 
俗话说：“兴趣是 好的老师。”所以，首先要培养学生的阅

读兴趣。在日常的课堂上，要根据学生的兴趣来讲课。相对于小
学生来讲，很多课文是晦涩难懂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教师要将
阅读教学内容融入到学生的兴趣中去。比如，在讲《秋天的雨》
这一课时，为了让学生了解文章的主旨，就要从开始就积极引导。
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创设教学情境，将跟秋雨有关的视频或者微
课播放给学生看。让学生提前融入到秋雨的美景当中。这种身临
其境的感受比文字更生动形象。学生还可以结合现实生活中的情
境来展开想象，对比视频中的秋雨，现实生活中的秋雨又是怎样
的一种美。通过情景创造，引人入境进而更深的引导下去，以达
到教学目的。生涩的语言往往很难抓住学生的注意力，而动画视
频等往往会起到提升学生兴趣的作用。同时，情景再现可以在学
生的脑海中形成画面感。在以后的自主阅读中有利于学生对文字
的想象，加深对其理解。所以在阅读课堂教育中，教师要积极引
导学生的兴趣。 

（二）加大阅读空间的拓展 

为了提高语文拓展教育的效果，要将课外阅读加入到教学计
划中，加大阅读课的开设。在很多学校，课外阅读课只是空有虚
名，或者只是应付上级检查，而没有真正的实施到教学计划当中。
针对这种情况，一要加大对学校的管理，不能任其对课外阅读课
随意占有，加大学校对阅读的重视。二要求教师根据实际情况，
充分利用教学资源以多种渠道加大学生的阅读量。教师可以创设
一些情境教学，比如，定期开展读书笔记的分享活动。在读书笔
记分享活动上学生将阅读文章中的好词、好句提炼出来，再把文
章的精彩部分和重难点部分进行分享。对于分享的好学生教师可
以采取一些奖励措施，提高学生分享的积极性，同时也可以促进
养成记读书笔记的好习惯，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教师还可以定
期举行一些好书推荐活动，学生将自己读过的好书给大家进行推
荐，分享自己的推荐理由，吸引更多的学生课后进行该书的阅读。
也可每周开设一次读书活动，让学生积极分享近期所读的有趣的
故事，交流阅读心得，这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还能加
大学生的自主阅读，增强他们阅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教授阅读技巧及方法 
习惯往往能伴随人的一生，而很多习惯的培养都在小学阶

段，就如阅读习惯的培养。这就要求教师教授学生正确合理的阅
读方式和技巧。比如，在阅读中对好词好句要进行及时的整理，
对不认识的字词要及时查字典。同时，不能让学生在阅读养成不
好的习惯，如在读书过程中用手一个个指着字，这是小学生的一
个通病，教师应严加注意。它严重影响了学生的阅读速度分散了
学生的注意力。在以后的阅读中往往很难改掉。教师可以在阅读
课上创设听故事的情境教学让学生从听故事到主动阅读。类似于
这样的坏习惯还有很多，教师应及时的指出并积极引导，使学生
养成一个终身受益的良好习惯，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阅读课上，
教师可借助多媒体将一些优秀的文章“读”给学生听，只有全神
贯注集中注意力，学生才能听到文章的精髓，这是也锻炼学生注
意力的重要手段。通过听文章或者故事的片段吸引学生想要阅读
更多相关文章的兴趣，同时也锻炼学生听的能力。 

总之，利用各种情境教学可以有效的提高学生阅读的兴趣，
培养学生独立阅读的能力，从而提高赏析能力和写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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