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科研 

浅谈小学语文教学中阅读能力的培养 
◆陈瑞带 

（广东省云浮市邓发小学  广东云浮  527300） 

 
摘要：阅读能力是学生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

应将阅读教学作为重点教学内容，对学生采取多种教学方式和模式，吸

引学生的阅读兴趣，不断加强引导学生提高阅读能力，积极培养小学生
良好的阅读习惯，为小学生更好地学习语文知识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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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是学好语文的前提和基础。教师要引
导学生广泛阅读，有阅读的期待，阅读反思和阅读总结等习惯，
不但能够拓展学生的阅读思维，提高写作和语言能力，还可以提
高整体的阅读质量。本文主要就如何提高小学生的阅读能力进行
讨论分析。 

一、激发兴趣，让学生爱上阅读。 
兴趣是学习最好的老师，阅读教学的关键在于激发学生兴

趣，帮助学生构建阅读知识体系。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曾说过：
“成功的真正秘诀是兴趣。”小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也不例外，
必须以培养兴趣为前提，使他们真正喜欢阅读。“兴趣”是他们
对课外读物最先的选择。知识如烟波浩渺的大海，书多如沙砾。
在此中间有一部分书需要精心研读，有一部分书要远离（内容不
健康的书）。因此，我们可推荐《童话大王》、《上下五千年》、《故
事会》、《科学家的故事》、《十万个为什么》等，当然也可推荐一
些有关音、体、美之类的书籍，总之要合学生的胃口。学生对阅
读有了兴趣才会产生动力，才能将教师的“要我读”转化为“我
要读”。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教师在课堂
上的妙语连珠旁征博引常常感染学生，激发学生的阅读的欲望。 

二、激发学生的情感因素，培养语感。 
在学生对阅读已有所爱好的基础上，课堂上要加强朗读的指

导和训练。朗读的形式应多样化，如范读、领读、个别读、分组
读、分角色读等多种形式。对于一篇文章也应采取多种形式朗读，
不应拘泥于一种方法，如果采用的形式过于单一，往往会抑制孩
子们的创造力、表现力。但是，也不是每篇文章朗读的形式越多
越好，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实际，善于选择学生感兴趣、易接受的
形式进行朗读教学，以提高学生在阅读中的朗读能力。在教学中，
还要注意培养学生丰富的思想情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审
美标准。作者的情感往往蕴含在作品之中，需要教师注重情感因
素的激发，挖掘语言的情感因素，从“情”入手。 

《小桥流水人家》是一篇优美的散文。作者的家乡如一幅色
彩清新的写意画，情调美丽而缠绵，描写了家乡人们恬淡、闲适
的生活情况。表达了作者对故乡绵绵不绝的怀恋和思念。我先以
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导入新课，让学生想象“小桥流水人
家”是怎样的情景，然后进入课文的学习。这样，充分利用学生
的阅读期待，激发学生读书的兴趣。学课文时，我放手让充分地
自读自悟，边读边思考“那段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那些美好
的印象，是哪些美好的印象？”引导学生通过多种方式声情并茂
地朗读课文，读中感受作者家乡的美好，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和
表达方式。在文中有作者对往事深情的回忆和直接的感情流露的
片段，我引导学生反复朗读体会。学生在学文过程中，读得有滋
有味，从中受到美的熏陶，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审美情趣。  

三、互相交流，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定期或不定期地检查学生读书计划落实

的情况,适当举办读书之类的活动，要求学生们踊跃把自己的读
书收获、读书体会互相交流，同时向其他同学推荐自己已读过的
认为是优秀的书籍，从而营造一个良好的读书氛围。如让同学向
大家介绍自己喜欢读的一本书或介绍书中喜欢的一个人物；有时
让学生朗诵一篇自己喜欢的文章…… 

四、授之以“渔 ”，培养学生阅读习惯。 
叶圣陶先生说过：“教科书上的知识是很有限的，所以从小

学一年级起就要鼓励孩子们自己学习，因为自学的本领是用之不
竭的能，储能就要储这样的能。”学会学习是通往知识经济时代

的个人护照，自学能力的强弱是能否成才的重要标志。因此，《义
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各个学段的阅读教学都要加强对
阅读方法的指导，让学生逐步学会阅读。” 

1、养成边读边想的习惯。 
朱熹曾说:“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也就是说在

采用形式多样的朗读时，还需要注意要求学生们做到心到、眼到、
口到，而不能有口无心地读，这就需要培养学生养成边读边想的
习惯。要培养学生边读边想的习惯，教师就要善于质疑，鼓励学
生探究，如果学生在学习中有疑问，就会引起学生的求知欲。设
置问题可以诱发学生的思维，把学生的思维活动和言语活动吸引
到问题情境中，使学生集中精神，思考问题。如教学《坐井观天》
这则寓言时，课文最后只讲到青蛙取笑小鸟，小鸟让青蛙跳出井
口看看外面的世界，而并没讲青蛙到底有没有跳出井口，于是我
针对这个问题，引导学生想象青蛙怎样跳出井口，它跳出井口看
到了什么，它还会回到井底吗?学生通过想象，既练习了说话，
又懂得了课文蕴含的道理。 

2、让学生学会写读书笔记。 
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在指导学生阅读时要求学

生做到“不动笔墨不读书”，阅读时做好读书笔记，增强读书效
果。同时交给学生写读书笔记的方法：（一）摘抄原文。阅读中
遇到好词佳句进行摘抄，以加强语言积累，丰富写作素材。(二)
纲要式摘录。要求学生写出所读文章的主要内容，各部分的大意
以培养学生总结、概括的能力。（三）写读后感。阅读时引导学
生抒发读书感受，评价文中的人物、事件、语言等，并记录下来，
久而久之，养成写读书笔记的好习惯，以达到提高学生的认识能
力、表达自己见解的能力和能及时抒发自己感情的能力。 

4、让学生学会精读和略读。 
阅读是一种与作者心灵沟通的过程，多阅读，可以丰富学生

的大脑，美化学生的心灵。阅读分为精读和略读，精读要读透读
懂，略读是粗略地读，为的是博采。元程端礼说：“每句先逐字
训之，然后通解一句之意，又通解一章之意，相接连作去，明理
演文，一举两得”这是传统的三步精读法。它是培养学生阅读能
力最主要最基本的手段。有的文章语言隽永，引经据典，情节生
动。教师可以利用这些作品为依据，指导学生精读，要求学生全
身心投入，调动多种感官，做到口到、眼到、心到、手到，边读、
边想、边批注，逐渐养成认真读书的好习惯。 

五、引导学生广泛阅读。 
鲁迅先生曾告诫少年朋友：“只看一个人的著作，结果是不

大好的：你就得不到多方面的优点。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
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了，枯燥
了。”他还说，“专看文学书，也不好的”，会变成连常识也没有
的糊涂虫，“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来也糊涂”。这
富有哲理的话，正是指导学生选择课外读物的“金口玉言”。我
们只有指导学生广泛地阅读文学、数学、理化、史地、生物等通
俗少儿读物，才能实现博览群书、厚积薄发的宗旨。 

六、结束语 
总之，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阅读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教

师要在授课过程中为学生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激发学生的阅读
兴趣,，并开展多种阅读活动，使学生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提
高学生的阅读能力。随着阅读量的提高，学生就会品尝到阅读带
来的成功与喜悦，就会自主阅读。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做到读书
与思考的同步，即读有所思，思有所悟，悟有所得。对学生来说，
有了良好的阅读习惯将会终身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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