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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素质教育的提出，加强了对小学生语文基础知识教育的要求。而
语文基础知识的获得除了需要教师课堂的引导外，还需要学生进行自主
的课外阅读来拓展知识面；这就需要小学语文教师不仅将精力放在小学
生的课堂语文课文教学中，更需要注重对小学生课外阅读量的拓展，帮
助小学生扩大元信息量，提高小学生的自主学习语文的能力，提高小学
生的语文素养。城市教育紧跟国家政策和课程改革标准的发展路线，然
而在较为偏远的农村，小学生的课外阅读教育全面临严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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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新课改的逐渐实施，新的小学语文课程教学要求
小学生课外总阅读量不得少于 145 万字，至少需要背诵优秀的诗
文片段 160 片。改革后的小学语文教材吸收了足够多的优秀课文
及古诗文等，但就信息量而言，整体课文在 300 多篇左右，无法
满足课程标准规定的小学生阅读要求。作为语文兴趣教学中重要
的兴趣拓展方式，课外阅读成为了小学教师在课堂上必须进行的
知识拓展活动。小学生课后阅读需要有一定的自我意识和家长的
陪同监护，帮助培养小学生课外阅读习惯需要全社会的大力支
持。 

一、农村小学生课外阅读问题分析 
十九大“教育强国”口号的提出，增加了对培养学生语文素

养的重视程度；语文学习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这就需要学生
在课堂上学习课文积累必要知识后，进行阅读量的扩展；教师需
要加强对学生阅读的引导，培养学生自主阅读的独立意识，让学
生在有兴趣的情况下，拓宽语文知识面。城市学校可以紧跟政策
步伐进行课外阅读的大量拓展，同时，他们也有足够的人力物力
进行课外的知识的获得；由于农村地处偏远，无法第一时间与政
策同步，部分地区的学校没有能力为学生提供良好的课外阅读环
境，无法让学生顺利进行课外阅读[1]。 

（一）知识资源匮乏和科技水平较落后 
农村学校不占有地理优势，甚至处于劣势，由于某些原因可

能无法为学生提供充足的数据资源，让学生可以随意的找到自己
想要阅读的书目；由于学校设备或科技并没有到位，无法为学生
提供足够的网络数据库，让学生享受免费的资源数据。 

（二）学生阅读选择面窄 
处于农村的小学生，大多以走出农村，获取更好的生活为目

标进行学习；这大大违背了自由学习、素质教育、个性发展的初
衷。部分农村学校没有自由教育理念，在学生阅读拓展启发方面，
没有提供有利的帮助[2]。 

由于学生以课业成绩为主要目标，学生的课外阅读量常常是
在作文书或课本对应的练习册中获得的；而这类练习册和作文
书，常常局限于几种固定的写作方式，知识层面较浅，无法为学
生提供丰富的阅读资源；由于背景和环境影响，小学生无法跳出
所学习的科目种类，无从知晓历史、地理、天文、物理、化学、
自然、哲学等方面的知识，在课外，可选择读物上十分受限。 

（三）环境局限阅读意识和想象力 
学校和家长在为学生进行教育投资方面，常常过于注重成

绩，教师没有很好的或者学生课外阅读量的意识。小学生受到大
人的影响，认为课外阅读只需要与成绩或未来相关，其他与考试
无关的书籍“没有用处”。浅薄的课外阅读意识，让小学生无法
自主的去阅读更多的课外读物；盲目强调课业成绩让小学生的负
担过重，使小学生无法分出多余的精力进行课外阅读。 

（四）实际与理想无法同步 
部分偏远的农村地区有足够高的思想教育领悟和足够先进

的教育理念，然而无法同步的实际情况与想象中的先进素质教育
产生了巨大的冲突。先进、理想的教育理念与农村学校实际落后
的经济水平之间的矛盾，让小学生课外阅读成为无法落实的改革
的表现。 

二、提高农村小学生课外阅读量的策略 
（一）建立自由、博学的阅读环境 
学校和教师应该提高对小学生课外阅读习惯培养的意识，并

为学生建立自由、轻松、博学、童趣的阅读环境，让学生在大环
境中可以意识到课外阅读的好处，让学生有意识的进行语文阅读
量的提高和对课外语文素养无意识的培养。教师应该在课上讲述
课文时进行课文外的有益拓展延伸，加强学生对阅读的兴趣，让

学生开始对阅读产生自身从内心的渴望[3]。有秩序、轻松、良好
的读书环境和师生关于阅读的日常交流可以提高学生和老师的
读书欲望。农村学校可以进行建立读书角、小型图书馆等书籍资
料的工作，让学生和学校进行书籍共享，让学生写下读后感悟等
一起存入书籍处，丰富学生校园文化生活。 

（二）读书兴趣和日常鼓励 
兴趣可以引导学生自主的进行阅读，教师应教书育人、以身

作则，进行课文外文章的阅读和分享，让学生产生对课文外文章
的兴趣；教师可以借用这样的机会，选择具有一定趣味性的文章，
在和学生分享的同时加强情感深度的引导，让学生身临其境体会
到文章中丰富的情感，感受语文的魅力，从而自身引发对语文学
习的兴趣，对阅读的欲望。引起学生的阅读兴趣后，教师可以与
学生进行一定的成果分享，并依据小学生们读书的各种总结，感
悟进行适当的鼓励和奖励，进一步加强学生对阅读的积极性，成
倍的对语文阅读产生兴趣。 

（三）选好书后好读书 
处于农村的孩子们，平时收到的信息较为闭塞，很少有机会

接触生活环境以外的世界，农村的书店也较为稀少，部分的孩子
家长不清楚如何为孩子选择适合孩子阅读的书籍[4]。因此，教师
在提高学生兴趣时，应有选择性对学生课外读物进行适合、针对
性的建议，推荐学生阅读一些以他们的年纪可以理解的书籍，可
以将学生有分类的依据，男生女生或个性的不同，为他们进行个
性化的书目推荐；在理解能力允许的情况下，适当的为学生进行
有梯度的书籍的统计选择，让学生可以更高效率的进行课外阅
读，让学生在课外阅读中逐渐提高对语文的兴趣。 

（四）有情感的阅读方法 
教师应在语文课文的教学中，适当的加入对阅读方法的讲

述，教学生会读书。教师可以在课文讲授时进行示范阅读，由浅
入深，由大框到细节，让学生可以看懂并进行写作手法的总结和
模仿，引学生入课文和作者情境，让学生不至于囫囵吞枣、乱读
一气。教师应培养学生的读书思维，例如在引领六年级学生阅读
《聂将军与日本小姑娘》时，让学生通过感官感受文章，教会学
生进行选读、精读和略读，筛选文章中重要精彩的段落进行深思
熟虑，找到文章的中心内容，体会美惠子当时的心情和聂将军当
时的思考，找到聂将军将日本女孩儿送回的最后的结果和最初的
战争之间的对比，简化掉文章中不是十分重要的部分进行一次理
解，在文章一遍阅读后，重新进行感情的体会。 

（五）适度原则的有效控制 
教师应适当的进行课文外的拓展阅读推荐和教学，让学生可

以更好的适应课外和课内阅读的不同速度。同时，教师应控制课
外阅读的量，不让学生过度的进行课外的阅读而忽略了课本知识
的记忆，有意识的平衡学生对成绩的态度但不使过度偏向课外休
闲活动而忽略成绩的重要性。例如，教师在教授六年级学生《负
荆请罪》时，可以适当的为学生介绍《廉颇蔺相如传》，同时为
学生引出司马迁的《史记》，进行书籍的简要介绍和背景介绍，
让学生在课后进行阅读。 

（六）多样的阅读展现形式 
教师应适当地进行阅读的感悟交流会，让学生在互相交流和

互相倾听当中获取阅读量、了解不同人对不同事物的观点；教师
可以适当的拓展阅读的形式，可以以儿童剧、部分角色扮演或阅
读周边的小故事续写等方式让学生对阅读更感兴趣，自主的进行
阅读量的拓展。例如，教师在为三年级学生讲述《狼和鹿》的故
事时，可以让学生发挥想象力，让学生进行狼鹿和人的扮演，组
织、协助学生进行儿童剧的排练，让学生产生对阅读的兴趣，提
高学生的想象力。 

结束语：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语文素养、继承语文的优秀传
统、可以合理灵活运用语文知识，小学语文教师应该注重学生基
础的语文兴趣的培养，是学生有广泛的阅读量，培养学生的阅读
兴趣，扩大学生的阅读面，让学生可以在兴趣中主动进行阅读，
多读书、多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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