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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内外兼修、有效融和，让阅读教学风景无限 
◆徐家兰 

（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年陡中心学校  安徽马鞍山  243194） 

 
摘要：阅读教学是语文教学中的半壁河山，阅读对学生语文素养的提高

有极大的帮助。阅读又分课内阅读和课外阅读，课内阅读是基础，课外

阅读为拓展。只有课内外兼顾，才能让学生在知识的海洋中游刃有余。

小学生的阅读习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养成的，这需要多方因素的共同努

力。教师在这一目标实现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课前的兴趣激

发、课内的正确引导、课外的合理巩固无不和教师息息相关，本文旨在

介绍课内外阅读融合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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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阅读教学是语文的半壁河山，培养阅读能力是语文教学的重

要目标。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要学好语文就要广泛读书，只读几
本薄薄的语文书是远远不够的，要通过大量的课外阅读开阔他们
的视野，活跃他们的思维、陶冶他们的情操。 

阅读教学必须牢牢树立拓展性阅读教学观，立足课本但又不
囿于教材，决不割裂课内与课外的内在联系。杜绝课内外阅读各
自为政的局面，努力做到以课内阅读教学为桥梁，以课本为中心，
向课外辐射，以一篇带多篇甚至多本，以课内带课外，以精读带
广读，进而加深对教材的理解，不断开阔学生视野，迅速有效地
扩大学生的阅读量。课内自然渗透与之相关的课外阅读，以引起
学生对更深更广领域的兴趣，同时相关课外阅读又成为课内阅读
的有机补充，这样内外兼修、相互融合，阅读才能持久。 

具体可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教师的书香滋养 
在新课程背景下，教师的含义远非传道、授业、解惑所能涵

盖的。过去要求教师“给学生一滴水，自己要有一桶水”，而如
今的信息时代则要求教师成为“自来水”了。在这样的教育背景
下，阅读教学中，教师必须首先是读者，只有自己多读，比学生
读得更多更广，才能引导学生、组织学生进行深入阅读。 

1、发挥榜样的作用。榜样的作用是无穷的，教师是学习活
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陶行知先生说：“想有好学的学生，须有
好学的先生”。要想让学生对阅读感兴趣，教师自己首先要有兴
趣。当学生发现老师喜欢阅读时，往往会对老师所读的书产生好
奇心理。老师要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及时推荐文章给学生，使
学生对作品产生兴趣。  

2、师生共同阅读。老师若能与学生一起看书，而且看同样
一本书，并能一起讨论故事情节，评论故事中的人物，就能激起
学生的阅读欲望。有段时间，班上学生掀起“寓言热”，我也找
来一些寓言作品，读后与学生交流，学生觉得与老师之间有共同
话题，讨论很热烈。既增强了班级阅读气氛，又增进了师生情谊。  

教师腹中有了丰厚的专业底气，才能游刃有余，挥洒自如，
课内外阅读教学的有效融合才有可能。 

二、课前激发兴趣，鼓励阅读 
小学语文课本中的课文文质兼美，不乏名家名篇。为了让学

生更好地走近作者，亲近名人，更准确地解读文本，课前，我总
是会布置预习作业，引导学生搜集、阅读与课文、作者或文本主
人翁相关的阅读材料，让名家、名作在孩子们的脑海中扎根，调
动学生课外阅读的兴趣。 

如教学《两小儿辩日》前，我鼓励学生搜集孔子的相关资料，
走进这位远古伟人的世界。一幅幅孔子的画像、书签、简介、传
记等成为学生搜集的对象。一位知识渊博、博学多才、影响深远
的孔子形象映入眼帘，握于手间，同时也印在心上。上课伊始学
生充分交流各自的材料，孔子的各方面资料以各种形式纷纷呈现
于课堂。交流中，既相互补充了资源，丰富了人物形象，又激发
了学生进一步阅读的欲望与兴趣。 

三、课内多元引领，激励阅读 
1、课内教方法，课外用方法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课堂上，教师应注重读书方
法的指导，给学生更多的读和思考的时间，努力使他们做到口动、
耳动、眼动、手动、心动，以达到多读多积累的目的。 

教学《草船借箭》时，我让学生抓住文中人物的外貌、神态、
语言、动作和心理活动体会着读。言为心声，行露思想。一个人
的言行举止会反映他的内心思想，展示他的精神风貌。学生按照
我的要求去读这篇课文时，通过诸葛亮和周瑜的言行，就能感受
到这两个人物的内心活动了。教给学生正确的阅读方法，让学生
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课外阅读中加以运用，对有些作品的理解，
学生就可以无师自通，也能很好地感受人物之美、作品之美。 

2、课内抓难点，课外深入阅读 
现代教育理论认为，文字是一种符号。文字的背后蕴含着丰

富的内容和情感，包含着许多“不确定”、“空白”和“难点”。
那么，教者就应充分发挥引导作用，在教学过程中抓住这些“不
确定”和“空白”去拓展阅读；紧扣那些“难点”，去引领学生
到广阔的课外阅读中遨游。就拿《两小儿辨日》这篇课文来说，
教学时，我引导学生结合注释读悟文本后，立刻抛出问题：作为
远古时代的孔子不能解决的问题，而作为二十一世纪的你们能裁
决吗？即刻打破了学生头脑中的平静，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学生
激烈争论之后，我并没有给予他们过多解释，而是引导学生去寻
找有关太阳的知识或书籍去阅读。学生心中顷刻孕育出强烈的读
书欲望，激发起浓厚的阅读兴趣，自觉主动去阅读，在阅读中解
惑，明理，形成共识。 

三、课后交流讨论，延伸阅读 
莎士比亚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

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中没有书籍，就好像是鸟儿没有了翅膀。”
一节课的结束，并不意味着阅读的结束。在课内阅读的基础上开
展丰富多彩的课外阅读活动，让学生的兴趣能够持续，并且在活
动中体验成功的快乐。 

1、推荐与课文内容有密切联系的课外阅读材料 
课内阅读与课外阅读相结合，既能使学生在课内掌握的知识

得到巩固，在课内培养的能力得到锻炼，也有利于教师在教学中
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如学完《争吵》后，推荐学生阅读《爱的教
育》这些情感教育书籍；教学《一个小村庄的故事》后，推荐学
生阅读与环保有关的课外资料，进行环保教育实践活动；教学《月
光曲》时，可推荐学生阅读大音乐家贝多芬的生平、艺术成就、
品格精神等资料。让学生的阅读体验不只是局限在语文课本与课
堂之中，不只是沉浸在丰富多彩的有价值的现代语文资源之中，
还应鼓励学生在世界优秀文学长河中徜徉、陶醉。 

2、开展形式多样的语文活动加以巩固 
班级中可开展与课外阅读有关的活动，让学生在丰富多彩的

活动中体会课外阅读的乐趣。活动的方式也可以多种多样，如摘
抄展览会就是一个不错的活动。定期开展摘抄展览会，是巩固课
外阅读成果的一项有效措施，是让学生体会阅读美好感觉的重要
方法。诸如此类的活动还有“好书推介会”“演讲比赛”“故事大
王赛”等主题活动，为学生创设展示自我的舞台，让学生在活动
中体会读书的快乐，从而达到学生课内外阅读有效结合。 

总之，课内阅读要教师组织引导，课外阅读同样需要教师有
所作为：教师自身的影响，课前的激发兴趣，课内的正确引领，
课外的合理巩固。只有课内课外有效融合，长此以往，学生才能
快乐地在丰富而又多彩的精神世界里遨游，我们的阅读教学才会
风景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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