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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阅读习惯的养成 
◆惠庆根 

（四川省宜宾市高县文江镇籁棚小学校  645150） 

 
摘要：语文阅读能力是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重要基础与核心，加之

小学高段是学生语文阅读能力发展的黄金期，因此有效提高学生语文阅

读能力是教师教学重难点之一。小学高段语文阅读结合了广义阅读特征

与语文学科特点，其能力构成和培养上需要从阅读的共性和语文学科的

独特性两方面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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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重要性 
语文阅读离不开阅读的范畴，拥有阅读的共性，可以定义为

一个心理过程，同时其特殊性要求读者思维更加严谨，参与意识
更强，需要相应的基础能力作为铺垫才能完成阅读。结合上述观
点，本文认为语文阅读是读者阅读语文材料与认知结构相互作用
的主动心理过程，是读者利用已有知识对语文材料的感知和认
读，从中获取有用的信息与知识，以此达到开阔语文视野、掌握
语文方法、 终解决语文问题的目的。小学高年级正处该年龄段
之间，在此阶段以前，儿童一般是通过听和看获得新知识。在这
个阶段，学生将掌握通过阅读获得新知识的技能，在第三阶段末
期，学生在阅读渠道上获得信息的效率将大大超过其他获取知识
的途径。因此第三阶段过程中需要注重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这
对学生今后的阅读能力和阅读习惯有着极大的影响。 

2 提升小学语文阅读教学实效的策略 
2.1 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 
在提高学生阅读能力的基础上，要大力培养学生的阅读兴

趣。只有培养出阅读兴趣后才能让学生独立展开阅读，才可以促
进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提高[2]。小学生对所有事物都感到十分好奇，
但是主动性和自我控制能力不足。对学生的阅读兴趣进行培养，
教师应和实际相结合，立足于实际，让学生置身于良好的环境中
学习，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荷花》一课为例，教师在
教学中可以鼓励学生观察实际生活中的荷花，然后再阅读文章，
借助观察，学生就会充分认识到荷花，然后更好地理解文章。因
为利用现实的观察可以使课堂变得更加有趣，吸引学生的眼球，
这种教学自然而然地就会让学生对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同时，
教师也可以借助创设情境为学生构建一个宽松、愉悦的学习环
境，让学生在实际情境中更好地理解文章。 

2.2 明确课堂教学目标 
教学不是简单地对课文内容进行学习，而是要把课文中的关

键点抓住，给予学生引导，让其更好地理解感悟课文。在教学中，
学生学可以掌握学习语文的方法、获得语文知识，进而实现语文
能力的提高。以《嫦娥奔月》一课为例，教师立足于教学的本质
对教学进行设计，把知识和技能当作目标，并借助知识和技能使
情感 度和价值观的目标顺利实现。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引导学
生说、读、想象，理解和感悟神话的神奇，并进行延伸，充分展
现出神话的神奇，使学生的想象力得到培养，让学生对神话产生
浓厚的兴趣。比如教师在教学中首先借助课件导入将学生带进课
文，促进学生深入学习，然后对文中是怎样描述“嫦娥奔月”的
进行详细分析，这样的句子加深学生对神话神奇的感受，同时也
积累了丰富的语言素材[3]。 

2.3 合理地选择阅读内容 
对于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和名篇名著，需要仔细阅读、精读，

一些好文章要反复阅读，甚至做到能够背诵，从而感受立意构思，
对布局谋篇进行揣摩，欣赏好词好句，如吃东西一般，通过细嚼
慢咽，才可以将书中的精华内化成自己的知识。例如，在阅读《望
庐山瀑布》的时候便要进行精读。本首诗是一首七言绝句，是诗
人李白在观看庐山香炉峰瀑布的时候所创作的，诗人把庐山瀑布
描绘得气势磅礴，雄伟壮丽，借助反复诵读，可以领悟诗中表现
的优美意境和宏伟壮观的景象，可以加深对其中意蕴的感悟，可
以想象：在阳光的照耀下，香炉峰升起一团一团的滋生云霞，一
匹又长又大的银色瀑布飞流直下，十分壮观。 

2.4 积极改进教学方法 
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可以立足于各个方面对教学方法进行改

进。首先，进行学法指导。以《我们爱你啊，中国》一课为例，
全文的构段结构相同，因此教师可以着重指导学生对一段进行分
析，之后再对这段的学习方法进行归纳，再用这个段比较其他段，
让学生自主学习其他段落，由扶到放，将学法指导充分体现出来。
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可以增加学生阅读自主性，语文阅读与普通
阅读一致，需要一定的阅读量，因此自主性的提高会有效增加阅
读时间，对阅读能力的提高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阅读习惯培养
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预习，预习是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的方
式之一，让学生结合已学知识尝试阅读课本重点，尝试说题，尝
试讲解重点，达到理解新知识的效果。二是推荐阅读书目作为学
生的课外阅读材料，相对于教材，课外读物的范围更加广泛，其
内容不仅局限于课堂上的知识。通过趣味性更强的课外语文读物
提升学生阅读兴趣，形成良好的阅读自主性，有效增加语文阅读
时间。教师可以每周定期组织语文读物交流日，让学生交流语文
的课外读物和读书心得。三是静下心来阅读。对于语文材料阅读，
应告诫学生做好迎难而上的心理准备，克服心浮气躁的情绪，静
下心来认真阅读，解决材料中难以理解的部分，也是语文阅读的
乐趣所在。 

2.5 进一步强化课文实践 
有益的课外阅读既是课内知识的整合以及课外知识的延伸，

同时也是调动学生动力、促进思维、激发学生积极性的重中之重。
语文是听说读写不断深入的过程，阅读可以使学生的阅读兴趣得
到有效激发，丰富思想和陶冶情操[5]。教师应立足于阅读教学，
给予学生鼓励，让其采用多样化的阅读方式和阅读材料。 

3 结语 
小学语文教师应尽全力将阅读和写作、人的个人素养、言语

发展充分融合在一起，这样才可以将读的训练拓展到写和说的延
伸，以使阅读效果得到巩固。只有贯彻落实阅读中的“读”，才
能促进阅读教学实效的提高，使学生的阅读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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