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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法于课内获益于课外——小学语文课内外阅读衔接策略 
◆李伟忠 

（广东省普宁市南径镇新厝小学） 

 
摘要：众所周知的是语文阅读对学生在学习语文这个过程中时所来的深

远影响，而语文阅读又可以被分为课内阅读和课外阅读，这两种阅读可

以说是对语文阅读教学的最笼统的概括方式。然而我们很多的老师却是

把目光集中在一方面的阅读教学中而忽视了另外一方面的阅读教学。因

此，针对如何把小学语文课内外阅读衔接起来这一问题，笔者在此提供

一些策略提供大家一起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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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阅读时不能只注重于课本上所选的那些文章，因为这
样很容易使他们的阅读层面局限在一些“小儿科”的阅读上；而
从另外一种角度来看，学生也不能完全的忽略课内阅读而只专注
于课外阅读，因为被语文课本所选中的那些文章都是有一定的道
理的：或许是让学生从这篇课文中学习一些写作的手法，也可能
是让学生学习文章中某个人的品质。 

一、目前有关小学生阅读的现状 
1、教师在阅读教学时对学生的引导力度不够 
对于那些刚刚开始接触学校生活的学生们来说，小学时代遇

到的好的语文老师在他们整个学习生涯中的地位可以说是举重
若轻的。因为这些老师会在学生学习时起到一个很好的引导作
用。然而，就目前的语文阅读教学水平来看，不同学校中的一些
老师总是会受过去教学方法的影响，从而使他们未能根据自己所
教班级的学生的学习现状形成一套自己的适合这些学生的教学
方法。就如阅读教学而言，很多老师受过去“不先进”的教学思
想影响，使得他们在授课时也是站在讲台上不停的向学生灌输一
些对学生来说不处在他们的接受范围内的知识。导致学生自己在
阅读时也只是泛泛的略读一遍这篇课文，而不会深入地去分析这
篇文章的具体内容。 

2、学生所选的阅读材料与他们的学习能力不相符合 
每当在假期返校的第一节语文课上询问学生关于在假期的

阅读情况时，我们总是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书籍名称。然而，在
学生们回答的书籍名称中，可以发现一些与他们这个年龄不相符
的阅读书籍，而当进一步问该学生有关这篇文章的观后感时，很
多的学生其实是很难回答出来的。因此，让小学生们频繁的去阅
读一些与他们接受能力不相符的文章这一做法其实是不可取的。 

二、小学语文课内外阅读衔接的有效策略 
1、从课内阅读促进课外阅读 
很多人都认为阅读是不需要任何的技巧以及方法就可以开

始阅读的。其实不然，学生在阅读时也是需要一定的技巧来帮助
自己更好地完成阅读的。学生若是毫无目的的开始阅读，不仅仅
是在浪费时间，同样对自己的学习也不会产生太大的作用。因此，
我们在阅读教学时，就可以把课本的内容作为教学基础，从而衍
生出各种课外阅读。 

例如，在学习人教版五年级上册的“圆明园的毁灭”这一课
时，与学生们一起学习这门课程的主要目标是让学生可以清晰的
了解到圆明园辉煌的过去以及被他人所毁灭的过程，培养学生对
国家历史文物单位爱惜之情。因此，在讲完这篇文章后，我会让
学生去阅读一些关于历史的书籍，比如说是《半小时中国漫画
史》，它是以漫画的形式来讲解相关的历史，相比于那些全篇都
是文字的书籍，这种半是漫画半是文字的书更容易吸引小学生们
的注意力。又如，在学习人教版小学语文二年级下册的“丑小鸭”
这一课文时，我会让那些看过与童话相关联的书籍的学生们先介
绍让他们印象最深刻的一篇童话并把自己的观后感分享给其他
学生们听。通过这种以一化十的方法，提供学生由课内阅读走向
课外阅读的渠道，由此来拓宽学生的阅读面从而增长他们的知识
面。其次，老师在阅读的课堂教学中应该要让学生学习到有关阅
读的阅读方法，何时该略读，何时又该精读，这都是需要教师讲
解学生领会的知识。从而让学生能够准确的运用到他们自己的课
后阅读当中去。同时，老师在课堂教学时可以把课本中的内容与

我们平常生活中的某些事件相联系，让他们可以把课内学到的知
识直接的或间接地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让他们能够做到自主阅
读的好习惯。 

2、在课堂活动中与课外阅读相衔接 
课堂活动是小学语文教学中不能少的一种教学方法，而课堂

活动同样适合于在课内阅读与课后阅读的衔接教学中。我们可以
提供给学生们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让他们在这个平台上可以相
互学习，了解更多自己一无所知的知识，从而去激发一些学生的
阅读兴趣。 

例如，我会进行一个“课前十分钟—阅读之我见”的交流活
动。利用每个星期固定的某节语文课之前十分钟的时间，让学生
们在讲台上分享一本自己阅读过的书籍，可以是一本散文书籍，
也可以是某本漫画书，亦或是某首诗，都可以当做分享的材料。
而学生们在分享书籍时需要先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并且说一
说分享这本书的理由。然后在每个月的最后一节语文课上让学生
们自己评选出这个月的“阅读之王”，以此来激发隐藏在学生心
中的“胜负欲”。其次，可以在班级里面设置一个既对阅读有帮
助又深受学生喜爱的“阅读角”，让学生把他们已经看过的书籍
带到班级中来分享给其他学生一起看，并且学生们可以根据看的
同一本书来开展讨论。 

又如，对于小学高年级的学生来说我会设置一些适合他们的
并且与阅读相关的“小小辩论赛”。比如说以“阅读对学生产生
的影响”为主题的辩论赛，让学生们根据这个主题去寻找一些相
关的资料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既让学生在寻找“答案”的过程增
加了自己的阅读量，又让那些不愿意阅读的学生可以在听完这个
“小小辩论赛”后可以慢慢的喜欢上阅读这一过程。 

三、总结 
总而言之，正如笔者所写题目中提到的“得法于课内得益于

课外”，课内与课外的阅读就像是一对“双胞胎”，它们两者不论
是谁离开了，都会让双胞胎中的另外一位感到孤独与难受。课内
阅读是小学生们阅读课的基础，而课外阅读是对他的延伸。因此，
老师在教学中不能把这两者的重要性给颠倒了。而只有将课内阅
读与课外阅读知识的相衔接，才能使得学生学会有效的阅读，才
可以让他们在阅读的海洋中“放飞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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