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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提高小学生语文阅读能力的策略 
◆梁莎莎 

（湖南省泸溪县白羊溪乡中心完全小学  湖南泸溪  416111） 

 
摘要：阅读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的基本环节，它是听、说、读、写的综

合体，无论是识字训练还是写作练习，阅读教学都是学生能力提高的重

要途径，而且蕴藏着丰富文化内涵的阅读教学也是提高学生人文素养的

载体。只有抓住阅读教学这一重要环节，才能实现新课标下小学语文教

学的教学任务。本文在分析新课标中阅读教学的课程目标的基础上立足

于文本解读提出课堂阅读教学自主学习教学、情境教学、合作教学三种

行之有效的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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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是搜索处理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验
的重要途径。它可以使学生形成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如何提高小学生阅读的兴趣，使学生尽快进入阅读的角色中，掌
握阅读的方法，提高阅读的质量，是新世纪语文教学中的一个热
点问题。《课程标准》要求：“语文课程应培养学生热爱祖国语文
的思想感情，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丰富语言的积
累培养语感，发展思维，使他们具有适应实际需要的识字写字能
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口语交际能力。”我认为新世纪阅读
教学应该以读为本，以悟为主，以练为基，实施“读、悟”融为
一体的教学策略。 

新课标强调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
因此，教师必须牢固树立学生是阅读教学主体的思想，充分尊重
学生的体悟与感受，鼓励学生充分、自主、个性化的阅读。教师
要为学生服务，成为学生学习的朋友，在与学生共同学习中进行
指导、辅导、引导，乐于倾听学生的观点，使学生在课堂上敢说、
爱说，甚至提出标新立异的看法，在这种课堂氛围中学生才能积
极地参与，进而提高阅读能力，实现阅读教学目标。 

教师在研读了新课标对阅读教学的要求，准确把握了文本的
内容，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使用什么样的教学策略能够将教学内容
完美呈现在学生面前并且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优秀的阅读教学
课堂其教师一定怀有先进的阅读教学理念，因为再好的策略只有
在先进理念的指导下才会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与价值，没有先进教
学理念指导的阅读教学策略就好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再关
阔的河流没有源头也会有干涸的一天，再茁壮的树木根扎的不深
也成就不了一片遮天蔽日的绿。下面笔者谈谈提高小学生阅读能
力的策略 

一、教师是学生知识的传播者，心灵的培育者。 
教师首先定位自己是几年级语文教师，研读所教年级的教

材，做到眼中有学生，心中有教法。例如，课文中那些是学生自
学，那些是教师稍作引导学生就会的，哪些是学生自己怎么学都
不会的，对于那些生疏的内容教师怎么搭梯子学生才会迈上台
阶。这些，教师在上课之前应该非常清楚，传播起知识来才会有
的放矢。语文教学的核心是一定要让学生知道，更要有体会，这
里的体会就是指学生在心灵上的丰富、成长。教师使用各种方法
生发学生的情感体验。引起学生的体验之后要通过读课文、训练
说话等方式巩固感受。 

二、改变静态的分析课文的方法，鼓励学生在阅读中提出自
己的看法。 

古人日：“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学生多读文
本，用心去读，边读边思，读进去，读明白，才谈得有自己独特
的感受和体会。首先，教师引导学生读课文读出层次。比如按照
“初读——研读——品读——再读”的方式分层读课文。其次，
教师应尽可能的使学生保持阅读期待。教师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
制造矛盾使学生的阅读成为矛盾不断产生向前推进的运动过程。
著名特级教师李吉林在教学《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时,设计了
这样一个环节：介绍指南针。但李老师并没有直接问学生“指南
针有什么作用”。因为她很清楚,这样问,学生只需回答“指南针能
指明方向”一句话就完了。而是问学生“你们知道什么人、在哪
儿要用指南针吗?”这样一问,学生的阅读兴趣被大大的调动起

来。最后，在语言环境中理解词句。精彩语言就是在整个课文中
的精彩，单拿出来并不精彩。精彩语言就应该在相应的语言环境
中展开教学，重在学生理解和感受的过程。学生有感受和想法后
再让他们说出来，谈一谈，将感受和体会具体化。 

三、学生是阅读的主体，一切手段用来促进学生与文本的对
话。 

教师与学生的对话包含以下三个要素：第一，平等沟通。学
生与教师的不同是教师“术业”在前，比学生年长几岁，但在人
格与尊严上师生是平等的。有这样一个教学片断：教师幻灯片出
示了一张壁虎图片。教师说：“老师画的壁虎怎么样呀？”生 1：
“好玩！”生 2：“尾巴好粗呀！”生 3：“壁虎不是红的。”教师“揣
着明白装糊涂”，让学生捕捉老师的错误，通过修改老师图中的
错误，让学生明白壁虎的特点，而且，学生感到老师和自己一样
也有出错的时候，增强了学生被重视的感觉同时拉近了师生间的
距离。第二，双向互动。师生的交流互动，有组织的融合，有情
感的共振，有智慧的碰撞，有理性的探讨。再此过程中，教师应
寻找合适的对话切入点，勇敢地退，适时地进。比如,在学习《鸟
的天堂》一课时,有学生提出问题:“鸟的习性是晨出暮归,天亮就
离巢觅食,巴金爷爷第二次经过‘鸟的天堂’是在早晨”,怎能看
到课文中所描绘的众鸟纷飞的情景呢?”老师没有直接告诉学生
为什么,而是组织学生在合作探究的基础上,进行互动交流、各抒
己见。生 1：鸟的习性是晨出暮归,这是在树木较稀少的地方出现
的情景,但像这棵“独木成林”的大榕树上,很多鸟儿整天栖息在
一块,而且上面本身有虫子、果子嫩叶等丰富的食物,鸟儿当然不
愿远行了。生 2：鸟儿晨出暮归,这是自然规律,这儿之所以一大
早就会出现众鸟纷飞的情景,是因为其他地方的鸟儿看到这里环
境优美……正是教师适时地退出去起到了“一言堂”变为“群言
堂”的教学效果。第三，相互尊重。无论是什么样的孩子在课堂
上都应该给予尊重。在一节一年级的公开课上，教师要求小组派
代表上讲台给字贴拼音。一个好动的学生连蹦带跳地上了讲台，
有意无意地将字掉到了地上，就在他蹲下来捡字时教师说：“‘来’
字真淘气！”那个学生原本红的脸上露出了笑意，台下的评委也
会心一笑，教师对学生的尊重让台下所有人都记住了这堂原本平
凡的课。 

总之，课堂上，教师应把爱心、微笑、激励感受给学生，营
造一种配合、民主、愉悦的氛围，变苦学为乐学、趣学。让学生
感受到平等民主的和睦气氛，和谐学习。阅读教学应该成为学生
了解社会、体验生活、感受幸福、表达自我、沟通学生与世界交
流的过程，让学生的能力在感受、体验、交流中，在实现情感、
态度和价值观的构建过程中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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