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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语文阅读方法的指导探究 
◆马志秀 

（四川省苍溪县东青镇中心小学校  四川广元  628401） 

 
摘要：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过程中，为了培养和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离不开教师的教学指导，应该引导学生掌握良好的阅读方法，激发其学

习兴趣，促进学生深入理解和掌握。在实际的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指导的

过程中，教师要关注学生的自主意识，可以巧设思维情境，要注重培养

欣赏能力，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从而确保阅读教学的良好效果。本文

主要针对小学语文阅读方法的指导进行了探究，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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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语文新课标中明确指出，要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

阅读面，增加阅读量。但由于小学生年龄小，缺乏生活体验，阅
览书籍往往具有盲目性和随意性，严重影响阅读的质量。学生对
阅读产生极大兴趣，就会变被动为主动，产生强烈的欲望。杜甫
提倡“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因此我们不能不深思：应该
如何及早引导学生正确面对纷繁复杂而又丰富多彩的阅读世界，
博览群书，开拓视野，不断提升学生的整体素质？探索和实施更
为有效的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指导策略已经是非常关键的任务。 

1 关注学生的自主意识，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学习过程本应是学生主动求知的过程，教师要引导学生在互

动中体现、思索和发现，真正体现以学生为本位的思想，语文课
上要时刻关注学生的自主意识，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尤
其是小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较差，老师必须想方设法调动其主动
学习的意识，要提供给学生自主支配的时间和空间，让学生充分
地自读自悟，自主探究；搭建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互动交流的平
台，让学生充分交流自己体会、抒发情感；在朗读、理解、体验、
交流中使学生受到情感熏陶，获得启迪[1]。例如学习《看雪》这
一课，可以在讲课之前提一个问题：“文中的雪和现实生活中雪
有什么不一样？文中想表达什么中心思想？”然后让学生带着问
题读三遍文章，前两遍熟悉整篇文章， 后把问题带入文章中去
读，读完之后，对于问题会有一个更深的见解，并分别谈谈自己
对于文章中心思想的理解，回答出老师所提出的问题。这样有序
的指导学生阅读文章，不仅使学生能够明了文章中的内容，还可
以很好地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2 巧设思维情境，渗透学法指导 
让学生掌握阅读方法，形成阅读能力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

事。由于小学生的阅读经历有限，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
能直接将抽象的学习方法硬性塞给学生，要他们去背；更不能以
让学生学会读书为借口而放任自流，让其“暗中摸索”。我认为
教师应根据教材特点，抓住训练时机，巧设思维情境，渗透学法
指导，让学生主动而又生动活泼地学习，积极发挥其主体作用，
使“教材”变成学生的“学材”，在师生共同实践探索中使学生
领悟学习方法[2]。例如对于学习《乡下人家》一课，在理解“几
场春雨过后，到那里走走，常常会看见许多鲜嫩的笋，成群地从
土里探出头来”一句时，渗透联系上下文理解句子的方法。教师
引导学生思考：春天下雨后竹笋长得很快，这句话形象地呈现了
“雨后春笋”的美妙画面，尤其是一个“探”字，拟人化的手法
让人感到嫩笋迅速的长势，如同一个个淘气顽皮的娃娃和人捉迷
藏一样从土里探出头来，充分展示了春季勃勃的生机。从教师引
导学生展开思维理解这句话时，要多让学生读并谈谈自己的体
会，从而使自己感受到作者对乡村生活的向往，对生活的热爱之
情。所以，指导学生读书要翻前看后，读后想前，上下联系，整
体感知，使学生在理解课文的同时，逐步掌握一种重要的阅读方
法。 

3 深入体会作者思想感情，培养学生的欣赏能力 
学生有没有欣赏能力，这直接关系到对课文内容、思想、感

情、意境、情趣的理解、体会。作者写文章是通过语言文字来表
达思想感情的，如果我们没有一定的欣赏水平，那精彩的文章也
不会读出味道[3]。所以，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欣赏水平也是主

要的任务之一。我们如何培养学生的欣赏水平呢？第一，就是要
引导学生用心体会作品。联系创作背景，体会作者当时写这篇文
章的目的，要表达的思想情感，只有这样才能深刻理解作者的创
作动机；第二，要善于联系实际，许多知识都有着内在的联系，
如在阅读教学中，能巧妙地组织这些联系，从知识的联系中发展
学生的思维，对提高学生的认识水平会有很大的帮助；第三，培
养学生想象和联想能力。在阅读教学中，学生想象丰富，不仅可
以更充分、更深刻地领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寓情于景，而且还可
以启发学生进行艺术的再创造。小学课本中的许多文章属于形象
文章，形象文章要用形象方式来读。通过想象，把话变为画，让
学生头脑中浮现出优美的意境。这样，就能更好地拓宽思维空间。 

4 多读多写多思考，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 
阅读习惯的好坏对于学生阅读效果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好

的阅读习惯，那么阅读就是没有效果的[4]。一个好的阅读习惯的
养成，是从多个方面表现出来的：其一要养成专心的习惯，阅读
的过程中不能三心二意，边读边聊天，阅读要有计划、有安排；
其二要养成多读的习惯，俗话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多读
才能记忆深刻，经久不忘，广泛读书才能增长见识；其三阅读要
带有疑问，在阅读的过程中培养学生“不懂就问”的习惯，带着
疑问阅读文章并找出答案，加深对文本的理解；其四，还要培养
学生的动笔习惯，可以摘抄一些优美的词句、段落，日后勤翻阅，
有助于积累写作素材。小学是培养练好阅读习惯的 佳时期，好
的阅读习惯的养成使学生能够自主的进行阅读、拓展文学知识，
陶冶情操；能够增强语感，提高分析、鉴赏能力；还能够培养想
象力和创造力，奠定终身学习的基础。 

结语 
总之，为了培养学生想读书、爱读书、会读书、多读书，从

而达到读好书的目的，我们的语文教学不该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教教科书”的封闭教学，必须营造一个开放式的学习氛围，
扩大学生阅读量，让学生把阅读坚持养成为一种良好的习惯，乐
于沉浸于书香氛围之中，这样才能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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