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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阅读能力是学生学习过程中应该具备的主要能力之一，良好的语

文阅读能力不仅能够有效提升语文考试成绩，而且对于其他学科的学习

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小学是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的关键阶段，但是从

当前的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情况来看，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之下，阅读教学

过程中还存在较多的问题，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创

新阅读教学形式，将影响学生语文综合能力提升，使小学语文教学无法

适应素质教育发展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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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学语文阅读教学实践和创新应遵循的原则 
1、标准原则 
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实践中进行教学创新时，应该在充分遵

循教学大纲的基础上，对教学进行深入分析和研读，从而在课程
标准要求的范围内，对教学计划进行针对性的调整，实施学习能
力的培养，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创新措施方法的应有作用，
实现教学质量的整体提升。 

2、启发原则 
在新的教育发展趋势下，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老师在小

学语文阅读教学中进行创新的时候，应该注重教学的启发性。也
就是说，老师应该在讲解知识的过程中不断创造机会启发和引导
学生，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引导学生对问题进行主动思考，
及时提出自己的问题或者对问题的看法和意见，这样可以使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逐渐养成独立思考能力，摆脱对于教师的依赖，养
成独立自主的学习习惯，为以后的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二、小学语文阅读教学存在的问题 
1、教师教育观念转变困难 
尽管大部分教师开始认识到学生的主体地位，但受教育功利

性的影响，教师仍然在课堂中发挥主动作用，一节课 45 分钟的
时间内，教师的讲解和提问占用了大部分时间，学生忙于应对老
师提出的问题，没有自己思考的时间，更没有和同学互相交流的
时间。教师在备课的时候往往预先设定好问题和答案，课堂目标
就是“引导”学生按照设计好的思路得到预设的答案。看似绘声
绘色的一节课，实质还是教师的主动教学，没有真正的让学生主
动参与到课堂中，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阅读和思考能力。教师
教育观念的改变是新课改的要求，也是时代变革的要求，要将素
质教育真正的落实到教学中，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喊口号层面。 

2、错误引导方向 
素质化教育形式下，教学课堂的模式也改变了许多。新的课

堂倡导以学生为主体，老师起到一个引导、提示、监督的作用。
这样做的目的是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能力的同时，激发学生
积极性，培养综合素质。但部分教师在课堂上引导方式不当，让
学生快速阅读完一篇文章后不给出明确的讨论话题方向的引导
就匆匆让学生开始讨论。这样做让学生不知从何讨论起，不仅没
有取得目标效果，反而降低了上课效率，磨灭了学生学习的兴趣。 

3、忽略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缺乏有效交流沟通，沟

通内容仅局限于课堂提问。其中，教师在课堂中提出的问题过于
封闭，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学生只能回答是或否，这种
方式对学生想象力的培养是不利的[1]。此外，教师在课堂提问过
程中，希望学生的回答与实际答案相似，忽略学生创意性回答，
否定学生独特的想法。这种学习方式，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无法提高学习兴趣，学生思维能力无法得到提升。 

三、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实践和创新策略 
1、引导学生多维阅读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还应该引导学生多维阅读，从多个角度和

多个方面来思考问题，这样才能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例如，在学习“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这篇课文时，面对父亲和

母亲两种不同的态度，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围绕这两种不同的态度
来展开讨论，将全班同学分组，一组赞成母亲的做法，一组赞同
父亲的做法，引导学生来进行辩论，分别说一说为什么你认为这
种做法更好。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就会从两个角度来思考问题，
从而引导学生多维阅读，激发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2、读写结合，相互促进 
阅读与写作两者是互不分离的，通过写，能让学生切实体悟

某一写作技巧的在文章中的作用、某种情感的表达方式，提高学
生阅读能力。同时，教师还可通过学生“写”的内容，检验学生
阅读成果，督促学生更好地进行课外阅读。小学生知识底蕴有限，
仿造原文写一篇类似文章是不可能的，“写”是指仿写、随笔、
摘抄，让学生记录自己的阅读体会，是学生自己写给自己看的，
重质而不重量。例如在教学《少年闰土》一课时，我推荐《从百
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作为学生课外阅读文本，要求学生摘抄文
章中的精彩句子，模仿两篇文章写作风格，写一段有关描述自家
院子或附近公园的短文，比较平时自己写景方式的不同。通过这
种方式，既能保证学生仔细读、认真读，又能提高学生对阅读文
本的理解，发展学生阅读及写作能力。 

3、因材施教 
学生由于成长背景和家庭环境都各不相同，因此在接受新知

识的过程中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在统一的教学形式之下，可能
有些学生早已理解了所学知识，而另外一些学生还存在较多的问
题没有解决，长此以往，将会使学生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不利
于后续教学的顺利开展。所以，老师应该在教学实践中关注学生
的学习情况，对于基础水平较好，接受知识较快的学生，制定高
于一般水平的教学计划，并且适当的对知识进行拓展和延伸，拓
宽学生的知识面。而对于基础水平较差，接受新知识较慢的学生，
老师就应适当降低课程难度，多给学生讲解基础知识，帮助学生
打牢语文基础。 

4、让微课走进学生课堂 
微课针对教学重点、难点，以简短精要的教学视频为载体，

目的在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拓展学生
的学习资源。如人教版语文四年级下册《桂林山水》的教学中，
设计微课内容：文字介绍桂林的风土人情，短视频播放桂林山水
的美景，让学生通过视频更直观地看到奇特的桂林山峰，平静的
漓江湖面，在短时间内集中注意力，提高学习效率。目前微课教
学模式尚处在发展初期，仍存在诸多问题，但其发展势头不可小
觑，相信未来的微课教学将会更便捷、更成熟。 

5、采用分层教学模式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教学内容对学

生进行分层教学，以此提高学生学习效率。例如，学习《奇怪的
石头》，教师进行分层教学时，可根据学生基础能力进行分层。
首先，对于基础差的学生，教师应加强学生对基础知识的学习，
通过认识生词，流畅阅读文章，巩固学生的基础知识。其次，处
于中等阶段的学生，教师可以通过练习巩固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
握，引导学生进行更深层次的学习，掌握文章主旨，体会文章的
情感。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要关注学生的个性

差异，凸显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所以要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来制
定教学目标、开展教学活动，同时阅读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多角度
思考问题，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注重实践活动，通过实践活
动来深化学生对阅读内容的理解，从而取得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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