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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策略 
◆闫丽丽 

（河南汤阴县菜园镇北街学校  456162） 

 
摘要：新课程标准要求加强对学生语文阅读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语

文素养。阅读是人获得知识的一种 基本、 重要的途径。为此，本次

研究在参考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提供了几点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优

化策略，以供广大教育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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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育是人生之旅的奠基工程。是语文阅读教学的真正启
蒙之时，我们应秉持“个性化阅读”理念，高度重视并认真对待
这项工作，让个性化阅读之花逐步绽放在学生心空。与传统阅读
教学相比，现代教育理念下语文阅读教学的 根本区别就在于倡
导“个性化”。新课标强调指出：阅读是一种个性化的创造性活
动。它不应以教师的讲解分析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而是要引导
学生自读自悟，并通过阅读与思考、选择与质疑、积累与表达等，
让学生在阅读教学中得以培养和张扬。正如卢梭所说：“儿童有
他特有的看法、想法和感情。如果用我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去
代替他们，那是 愚蠢的。”“教儿婴孩，教妇初来。”小学是语
文阅读活动的真正开始，阅读培养需要切实地重视起来。 

一、要切实尊重学生在阅读教学中的主体地位 
由于心智发育的规律性，小学生形 各异、个性鲜明，而且

存在“求新、求异、求趣”的活泼心 。语文教师要坚持并面对
这一客观现状，认真迎合并充分利用这一基本特点，积极有效地
开展阅读教学活动，从而在潜移默化中攫取令人期待的良好效
益。以《北大荒的秋天》教学为例，这篇课文主要从“天空”“小
河”“原野”等三个方面描写了金秋时节的北大荒美景，不仅语
言优美、结构清晰，而且文中有画、活泼丰富。实际教学中我让
学生自主选择其中的任一部分来阅读学习，把一篇较长的课文内
容分为片段，变相地减轻学习负担，有利于小学生在自主灵活中
更好地开展阅读与理解活动。在这种情形下，有学生“看”到了
“一碧如洗”和“五彩斑斓”，有学生“看”到了“清澈见底”
和“游鱼波纹”，有学生“看”到了“热闹非凡”和“黑红团火”，
还有学生“看”到了“沉甸甸的宝物”。或者可以根据课文特点，
让学生自由选择伙伴，在朗读、辩讨和表演中相互合作、探讨交
流。 

二、做好对话，加深理解 
对话可从教师与文本、学生与文本两个层面开展。教师首先

需要加强与文本之间的对话，即明确应该教什么，进而更好地辅
助学生理解。如在《司马光》的备课过程中，司马光的聪明机智
是一句话就可阐述清楚的，所以将其作为教学核心是不恰当的，
可将教学内容设定为司马光面对危险临危不乱等特征，以挖掘出
其中的深层次含义，也可将其拓展为危机意识，让学生发现司马
光身上的闪光点。在学生与文本的对话上，除了需要其理解文章
大意，还需要让学生进行感想交流，也可进行课本剧编演，引导
学生建立起对课文内容的独特理解，激活学生思维，使其能够利
用已掌握知识，潜心会文。在对话的过程中，也可采用微型写作
的方式。如可要求学生按照自己的理解写出文章导入语，或仿写、
补充等，也可让学生写出自己的感悟。教师要充分协调好阅读输
入与写作输出两个环节，发挥出两者的协同作用，促使学生实现
与课文的深入交流。如在学习《富饶的西沙群岛》时，教师要从
文章中的语言为教学切入点，引导学生在阅读中加深对语言的理
解和感悟，在完成自主阅读后，要求学生说出作者的写作意图和
文章的中心思想。在学生获得深切的情感理解后，教师可以组织
学生结合这篇文章的写作手法，创作一篇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的文
章，让语文课堂变得有滋有味。 

三、要积极营造个性化阅读活动的良好氛围 
诗人舒婷说过：“诗歌只是一粒种子，花朵是你自己培育出

来的。”意在强调—真正的作品是属于读者的，阅读活动的整个
过程也是读者的。对于语文阅读教学来说，教师如果让学生“戴
着镣铐跳舞”，个性化意识和能力非但不能培养，未待萌发就已

惨遭扼杀，“张扬”更是无从谈起！因此在阅读教学之初，教师
要善于创设有利于主体情绪化的阅读氛围，“激励、唤醒、鼓舞”
学生积极主动地读，兴致勃勃地读，让他们对感兴趣的段落和文
篇在反复阅读中攫取独特体验和个性化感受。以《小稻秧脱险记》
教学为例，我首先选择动画课件演绎文本故事，让孩子们在“视
听盛宴”享受中初步了解主要内容，如此而为，激发了他们“欲
罢不能”的阅读期待心理。然后，引导大家阅读文本语言，进一
步了解课文内容情节。接着在此基础上，让学生以多人学习小组
为单元，通过相互合作自“演”课本剧，以更好地理解和体会课
文内容和思想。由此让小学生各具色彩，激发了个性化智慧。 

四、要始终坚持开放性阅读教学的根本原则 
“语文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作为学科活动体系中的

“半壁江山”，语文阅读活动同样如此，始终无法摆脱或远离社
会生活元素的丰富涵养和有效滋润。它主要分为“课内阅读”和
“课外阅读”两大类。在阅读教学之初，语文教师应当而且必须
本着“开放性”指导原则，善于把课本阅读和生活阅读有机地融
合起来，把课内外阅读结合起来。如此而为，既有利于促进学生
更好地学用结合，又有利于他们更好地体会“语文与生活”之间
的价值和意义，更加有利于从中体现“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
的综合性教育功能。比如：教学《雪儿》《翻越远方的大山》《一
个小村庄的故事》等课文时，教师要善于创设相应的生活化情境，
引导小学生在历经与实践、感悟与体验中逐步地学会宣泄情感、
深化认识，以有利于他们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地积累与积淀，从而
为促进他们的可持续发展和个性化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活力。 

总结： 
综上所述，小学是基础教育的萌芽阶段，在该时期开展对学

生语文阅读能力的培养是非常有必要的，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语文
素养。为此，教育者应该在充分了解学生兴趣及其认知规律的基
础上，总结阅读教学经验，优化教学过程，并进行适当拓展延伸，
加强阅读与写作之间的联系，以写促读，全面提高阅读教学质量，
为学生后期阅读能力的提升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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