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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年段学生有效的课外阅读策略 
◆高  红  兰  彬 

（云南省保山市永昌小学） 

 
摘要：课外阅读能丰富语言积累，培养语感，发展思维，提高表达能力，

提高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达到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目标。为此，《语

文新课程标准》以全新的理念来阐述课外阅读，在“教学建议”中提出

要“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倡少做题，

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的书，鼓励学生自主选择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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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
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倡少做题，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
鼓励学生自主选择阅读材料。”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也曾
说过：“让学生变聪明的方法，不是补课，不是增加作业量，而
是阅读，阅读，再阅读。”   

一、低年级学生课外阅读的重要性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建议》一书中写道：

学生的智力发展取决于良好的阅读能力；要教育学生不仅要读
书，而且对某些书要反复地读；课外阅读，用形象的话来说，既
是思考的大船借以航行的帆，也是鼓帆前进的风。可见，课外阅
读对学生成长的重要性，而《语文课程标准》中也明确了其重要
性，它对小学生的课外阅读不仅规定了数量，还对学生的阅读方
向、阅读习惯和阅读方法作出了非常有指导性意义的规定。它非
常细致地对各学段学生在课外阅读方面都做了详细要求，对低年
级学生（小学 1—2 年级）的要求如下：学生喜欢阅读，能感受
阅读的乐趣，要养成爱护图书的习惯。要学习默读；学会借助读
物中的图画进行阅读；学会借助阅读去关心自然和生命。而对于
阅读量，要求学生有不低于 5 万字的阅读水平。 

二、低年级课外阅读的现状 
1、课外阅读没有达到要求的量 
《语文课标》在“总目标”中对课外阅读的总量有了具体而

明确的量化规定：九年里课外阅读总量应在 400 万字以上，并明
确规定：小学 1——6 年级阶段的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 150 万字。
对于相当一部分学生来说，如此庞大的阅读量根本是无法完成
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由于部分教师对课外阅读理解片面，认为“课外阅读”只是
学生“课外”的事情，因此对此不够重视，阅读内容上不推荐，
方法上不指导，活动上不到位，评价上跟不上，致使课外阅读处
于“放任自流”的境地，效果欠佳，若这样下去，很难完成新课
标规定的低年级学生 1—5 万字的阅读量，更不用说阅读的质量
了。 

2、对课外书籍的选择上比较随意 
《语文课标》指出：学会正确、自主地选择阅读材料，读好

书，读整本书，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提高文化品位。但是，我
们不难发现，城市中大小书摊多为传奇、武打、猎艳一类书刊，
即时是有一定规模的书店，青少年读物占出版物的比重也不足
20%。读物上的匮乏无疑是小学生在数目的选择上遇到困难。由
于小学生年龄上的特点，五花八门的读物往往使他们不能自拔，
目前这种状况不容我们忽视。 

3、欠缺良好的课外阅读习惯 
许多学生喜欢阅读课外书，也常读课外书，可是很多人只是

走马观花地看，不知道从书本中汲取养分。阅读的习惯包括默读
习惯、读书看报的习惯、课文仔仔细细读的习惯和圈点批注、积
累阅读材料的习惯。古人也常说：不动笔墨不看书，讲的就是读
书要讲究方式方法。而在平时观察中发现，大部分孩子在阅读时
不做笔记，即使有些孩子偶尔做了笔记，也仅限于好词好句的摘
录，而在理解、感悟方面的笔记习惯远远没有养成。 

三、低年级课外阅读的策略   
（一）结合学生的年龄特点，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兴趣是 好的老师”面对刚入学的新生，首先应该要让学

生体会到读书的乐趣，因为他们刚入学，认识的字也不多，如果
开始就给他们规定要读多少书，那样学生反而会失去兴趣，这样
老师就要用心地引导他们读一些感兴趣的书籍，采取形式多样的
阅读方式来激发孩子们的兴趣，同时了解学生感兴趣的是哪些读
物，做到心中有数，低年级的老师此时充当的角色便是站在孩子
的角度和孩子一起阅读，不但要“引领”而且要“激发”孩子内
心的感受，让他们尝到阅读的快乐，我采取了以下的方法：1、
故事引趣——感受书的神奇。2、留疑激趣——调动读书的欲望。
3、表演生趣——体会人物情感。 

（二）创设良好的读书环境，保证课外阅读的实施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日常教学中发动一切力量，应

利用低年级儿童强烈的从众心理，帮助他们尽快驶向读书的轨
道。我采取了以下的方法：1、办班级图书角让学生走近图书，
让图书靠近学生。2、建立读书兴趣小组。3、组织学生集体活动。
4、形成读书读报制度。5、结合教育教学开展读书活动。 6、开
展灵活多样的阅读交流活动。 

（三）加强对学生的阅读指导，让学生学会独立阅读 
1、教师恰当推荐书籍，指导学生学会选择 
目前，市场上各种小学生读物琳琅满目，但不是都适合小学

生去阅读，小学生受年龄、阅读能力和阅读兴趣的限制，缺乏正
确的审美观念，在选择课外读物上，有较大的盲目性。因此，选
择合适的书籍尤为重要。教师有责任向他们推荐一些好书，正确
引导学生进行有益的课外阅读。 

2、上好阅读指导课，教给学生阅读方法 
把一篇课文读懂不是目的，学会读懂一篇文章，逐步做到自

己能读书，不需老师讲才是目的。也就是说，不是要学生“读会”
而是要学生“会读”。那么要指导小学生会读程度适宜的课外读
物，必须教给他们科学的阅读方法，这样才能够把他们带上路。
“授人以鱼，仅供一饭之需；教人以渔，则终身受益。” 

3、老师和家长互相配合，促进良好阅读习惯的养成； 
（1）确定阅读目标，制定个人阅读计划 
自己确定阅读目标的 大好处是尊重学生个体差异，充分发

扬民主，调动每个学生的阅读潜能，使他们始终处于 佳的阅读
状态，教师也容易通过此种阅读了解学生的喜好，及时地予以指
导。 

（2）适当“强制”，达到“知行合一“。叶圣陶先生曾说：
“养成良好习惯必须实践。换句话说，那不仅是知识方面的事，
心里知道怎样怎样，未必就养成好习惯，必须怎样怎样去做，才
可以养成好习惯”。 

（3）严格要求，持之以恒。在小学生语文课外阅读指导中，
要养成学生良好的语文课外阅读习惯，不可能一蹴而就，要重视
抓好开端，由易到难，逐步养成。 

总之，要想让学生有大量的积累，必须让其广泛地阅读，不
能只满足于课内有限的阅读时间和阅读内容。而要让学生在课外
能广泛地阅读，教师在教学中必须加强对低年级学生语文课外阅
读的指导，使学生“得法于课内，受益于课外”，切实提高学生
课外阅读的实效性，真正让学生“读有所得，读有所乐”，激发
孩子的阅读兴趣，引导其养成良好的课外阅读的习惯，使课外阅
读成为学生内在的需求，成为儿童生活中的一种人生体验，一种
新的自觉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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