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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如何将创新阅读植入小学语文教学中 
◆陈顺芝 

（昆明市官渡区晓东小学） 

 
摘要：当前阶段，素质教育改革在不同教育阶段的深入影响，使得基础

教学时期的教育目标发生了转变，以想象力、创造力为基础的创新意识，

成为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关键。在小学阶段，帮助学生树立起创新意识，

并通过教学实践提升学生自主能力与创新能力，不仅是语文课堂的核心

教育任务，同时，也是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的素质基础。在此基础之上，

通过创新阅读模式来拓展学生想象的空间，鼓励学生带着质疑进行阅读，

是当前阶段语文教师增强整体课堂质量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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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是将现实作为思维创新的基础，通过认识的飞跃，在思
维中形成新的观念、理解，将认识具象化，产生创新思维。在基
础教育时期，加强学生创新能力的针对性培养，可以更好地实现
学生想象能力的拓展，并以此为基础，鼓励学生将新的理解、认
识表达出来，从而培养学生自主创新的学习习惯。 

一、树立辩证学习观念，鼓励学生发展求异思维 
新时期，教育形式的深化改革与人才培养的多元化教学理念

影响，使得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成为小学阶段语文课程教育的重
要目标。对于处于快速成长阶段的学生来说，通过创新教育，可
以在进行原有的语文基础教学，提升学生自身认识水平的基础
上，拓展学生的思维意识，使学生勇于提出问题，发表自己的见
解，从过去的知识被动接受的角色转化为主动认识世界的探索
者。与此同时，树立起辩证性的语文学习观念，还可以增强学生
语文写作、理解能力、阅读能力以及表达水平等综合素质。在基
础阶段的语文教学中，文章的故事性较强，针对学生的年龄、成
长、性格特点，利用文学故事提升学生的课堂注意力，能够有效
的发挥语文学科的思想教育与文学引导的功能。 

为此，教师在课堂实践中，不仅要注重学生基础语言运用能
力，还应该采用合理的教育引导手段，选择设问法、情景模拟法
等方式，鼓励学生大胆的提出假设。以《曹冲称象》为例，教师
可以在详细讲解课文之前，对学生进行设问，“这种称象的方式
是否科学？有什么相似的例子？同学们还能想到什么称象的方
法吗？”等，引导学生的思维发散，让学生分小组进行讨论，多
角度的看待问题。部分学生认为“曹冲称象的方法并不科学，需
要找很多石头，费时费力。石头搬上与搬下，来回反复，称量程
序非常繁琐。不如让随行的人上船，直至刻线位置，然后称量人
的重量，更符合科学，也节省了称量的时间”。这是一种可贵的
创新精神，学生不只是理解了文章的内容，还进行了深度的思考，
开阔了思维视野。树立辩证学习的观念，让学生在阅读文章的过
程中，不断进行认识创新，不仅可以为学生提供发表个人意见的
平台，还能更好的提升学生以创新能力为核心的综合素质。 

二、以阅读课程为基础，拓展学生的想象空间 
语文小学阶段的教材中，有许多以人为主角的故事，含有丰

富的哲理，文章的结尾令人深思，还有部分留白，给予学生想象
的空间。学习这种留有悬念的文章时，教师可以通过教学设计引
导，让学生想象文章的后续，创新思维，打破固有的知识框架，
发挥思想的主动性。以《穷人》为例，文章的结局停留在桑娜拉
开帐子的时候，没有后续的故事情节，给读者留下更多的想象空
间。通过不断的思维引导，让学生基于自已的意识产生了独立思
考的欲望。在此基础之上，教师利用科学的激励手段，对学生的
独特思维进行赞扬，可以充分发挥创新意识在语文课程中的引导
功能。 

如，《狼和小羊》课文中，文章最后描写到凶横狡诈的狼扑
向小羊，之后会发生什么？羊可能被狼扑倒，吃掉；也可能利用
自己的智慧逃脱；还有可能因为其他动物的帮助获救等等。让同
学们进行拓展性思考，不仅可以渗透创新理念，还能够引导学生
对结局进行假设，并分析这种结局出现的原因。通过预留悬念的
文章结尾，教师可以充分的结合教材内容进行课程设计，帮助学
生系统的认识世界，给学生想象的空间，从根本上提升语文课程

的课堂质量。 
除此之外，教师还应结合教学实际，开展多元化的教学活动，

使学生真正的参与到课程教学中。如《凡卡》中的小主角将信寄
给爷爷后，对方有没有收到？爷爷有可能收到了信，尽管信上没
有标明地址，但邮递员可能恰好与爷爷是一个村子的，而且认识
爷爷，这就可能会改变凡卡的生活。教师可以创设情景，模拟之
后可能发生的情况，让学生踊跃表达自己的想法，创新认识。 

三、创新课程教育形式，通过细节品读启发创新思维 
受学生年龄条件的限制，教师在进行语文课堂教学过程中，

不能只进行机械式的说教，应该结合学生的具体情况，创新语文
教学形式，鼓励学生大胆质疑，带着疑问进行深度阅读，为创新
思维的培养提供充足的养分。老师要改变教学方法，让学生在阅
读的基础上进行思考，发挥学生想象力，开拓学生创新精神。只
有充满疑问，才能更加积极思考，才能在思考中不断解惑，不断
产生新的疑问。因此，在小学阅读中，要让学生不断产生疑问，
让他们去思考，使他们想象的空间更加广阔，创新的余地更加宽
阔。 

第一，在文章简明之处，老师要引导学生对其进行挖掘，发
挥他们的想象力，积极思考。比如，《赤壁之战》中，老师可以
引导学生去思考黄盖给曹操写的诈降的信，想象里面的内容是什
么，从而发散学生思维；第二，在文章省略的地方，可以引导学
生去挖掘省略的内容，拓展学生的想象空间。如《赤壁之战》中，
可以让学生去想象周瑜和曹操是如何鼓动士兵的。在战斗结束之
后，二人又做怎样的总结。这样，就使学生的阅读得到创新；第
三，在课文中，有的地方虽然看着非常平淡，但是如果细细去品
味，会体味到深远意义。在这样的地方，老师要加大引导力度，
让学生在平淡处体味更深的含义。 

结语：阅读教学作为基础阶段学生语文课程的重要途径，是
影响学生思维认识的关键教学内容。为更好地落实素质教育的改
革目标，教师应该鼓励学生辩证的进行阅读，大胆假设，在细节
中验证自己的思维认识。为此，教师应该结合语文教学的基础目
标，针对学生个体的不同发展特征，进行合理课堂创新阅读教学，
为学生想象力、创新能力、思维能力的综合培养提供有力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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