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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小学语文课外阅读现状的调查研究》研究报告 
◆郭  吉  吴丹丹 

（黑龙江省大庆市肇源县民意乡中心校  黑龙江大庆  166515） 

 
摘要：农村小学的学生不善于开展课外阅读活动。而课外阅读是课堂讲
读的一种辅助手段。本课题的研究，主要是促进农村小学如何开展课外
阅读活动，如何促进学生阅读兴趣，通过课外阅读来提高学生的识字量，
积累词汇，为写作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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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题研究的背景 
农村小学生不爱看书，家长不督促孩子读书。这和《课标》

中规定的“小学生的课外阅读总量不可少于 145 万字，背诵优秀
诗文 160 篇”的要求相距甚远。课外阅读量不提高，那只能是一
纸空文。为什么农村小学的阅读量这样差呢？原因有如下几个方
面： 

一是受“应试教育”影响，一直以来传统教育左右了教师的
手脚，不提倡孩子课外阅读，认为那是浪费时间，课本上的东西
还没学会，哪有闲心看课外书籍？ 

二是农村学生家庭条件的影响，根本就不给学生买课外读
物，孩子看不看书根本无人理睬。 

三是学生不爱看课外书籍，没有养成良好习惯。现在的孩子
多数闲暇时间更多关注的是电视、网络、游戏等，而提高学生识
字能力、识字兴趣、阅读能力，乃至促进学生综合素养，快速提
升的阅读能力等无从谈起。 

四是学校无图书，即使有也不开放，图书来之高阁，学校不
号召读，即使号召读也不督促，不检查。 

不进行课外阅读，就达不到课标中要求的阅读篇数和字数，
一个小学生，从一年级到小学毕业，也只能阅读课文中的三、四
百篇文字，达到了几十万字的阅读量。这怎么能快速提高学生的
识字水平和识字能力，也达不到课程标准要求达到的识字量和阅
读量。这就告诉我们教师：读书多么重要啊。而课外阅读是加大
阅读量的必由之路。本课题的开展就是要如何加强提高小学宇文
的课外阅读量，构建课外阅读模式，促进每一个小学生都积极自
觉地投入到课外阅读之中，形成模式化，形成风气，使学生乐此
不疲，从而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二、理论依据 
1、《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培养学生广泛地阅读兴趣，扩

大阅读面，提倡学生要多读书，读有益书籍。而生活在农村的小
学生离此要求相距甚远，这就是急需解决问题的原因所在。 

2、科学发展观。从实际出发，农村小学不开展课外阅读这
是众所周知不可否认的事实，完善农村小学课外阅读，是教育发
展的需要。 

3、促进儿童语言的发展。通过开展大量的课外阅读，促使
儿童把书面语言转换成自己的口语。也就是通过多读、多记，在
理解原文的基础上，用自己的话把原文的思想说出来，从而促进
语言能力的发展和阅读量的提升。 

三、概念的界定 
课外阅读非常广泛，除了文言文之外，凡是适合儿童心理健

康的文学作品都可推荐给学生读，还可以阅读一些报刊、杂志等，
从而提高阅读能力和水平。 

四、研究的主要方法 
1、调查研究法，为了弄清学生的现有的课外阅读水平和能

力，及时地制定好各阶段的计划，并在研究过程中不断的完善。
2、行动研究法。为了促进学生的阅读，要给学生提供阅读的机
会，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不断地改进读书方法，对实
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情况加以改进和完善。3、经验总结法，
及时、认真对课题研究的情况进行调查，做好每个研究阶段的总
结工作，由实验教师写出教学案例，也可以写出阶段性的论文。
4、实验研究法，及时对实验班前后阅读效果进行调查比较，了
解和把握实验的效果。 

五、研究的内容与步骤 
研究的内容： 
1、农村小学学生课外阅读兴趣现状、课外阅读面现状和课

外阅读量现状的调查。2、农村小学课外阅读的书源问题。3、向
学生推荐适合他们读的书籍。4.进行课后阅读教学的研究。5、
要提高教师的自身素质和语文素养。 

研究的步骤： 

（一）制定课题实施措施： 
1、加强教师的自学工作，努力提高教师的自我素养，采取

多种方式扩大教师的学习空间。2、研究制度合理规范。每学期
初，都要做好计划。每个月课题组要集中研讨一次。3、丰富多
彩的课题研讨形式。4、课题组老师制定详细的考题计划，包括
课外阅读计划，每学期读书量，要求学生一定要读书目，阅读的
措施、进度和效果等。 

（二）形成长效管理机制 
1、建立课外阅读领导小组。小组分工明确，责任到人。 
2、适当对学校的课节进行调整，保证学生有充裕的阅读时

间，将每周课外阅读课纳入学校课程表。落实课外阅读课型，教
师要指导到位。安排好早读和评读，充分利用好空闲时间。课外
阅读每天必须保证 1 小时以上。 

3、制定制度，激励学生阅读。 
（1）学校坚持组织人员到班级检查，查老师的计划，查学

生的读书笔记，日记等。（2）坚持问卷调查，以填空、选择和简
答的形式进行。（3）评比展示学生的课外阅读成果，如读卡、征
文、日记等。（4）对成绩进行等级评价。 

4、拓宽图书渠道，丰富图书内容，充实图书资源，确保学
生读到好书，读到新书，读到种类繁多的书。 

（三）进行有效的课题研究 
1、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教师首先要有积极性，要给学生

树立好样板，率先垂范。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阅读气氛，使学
生在良好的氛围中快乐读书，同时要确定好每日一读，即每天早
读。2、向学生推荐可读物。教师要精心选择书目，有计划地向
学生推荐一些适合的书籍，保证学生读好、读的健康有益。3、
注重阅读方法的指导。在学生喜爱阅读、主动阅读之时，教师要
侧重指导其阅读方法和技巧，使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和习作习
惯。 

4、要教给学生读书方法。 
（1）让学生做到学以致用，课内学方法，课外运用予以巩

固，达到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2）三读法 
A.浏览法，大概了解其阅读的主要内容即可。B.速读法，即

快速阅读，而且越读越快。C.精读法，即静心细读，慢慢体会。 
（3）要让学生做到边读书、边记忆，提高学生的识字量，

培养其识字能力。 
5、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如“读书笔记展评”、“读书英雄

会”、“经典诵读”、“读书手抄报展”、“读书笔记评选”等，来调
动学生的读书兴趣、写作热情。 

六、遵循的原则 
此课题的研究，主要是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借鉴与

创新相结合”和“课内课外相结合”、“读背读写相结合”的原则
进行。 

七、研究结果 
（一）成果归类 
1.完成课程标准制定的小学课后阅读的任务。2.各年级课外

阅读内容已经确定 3.教会了学生课外阅读的方法。4.让学生在活
动中学习语文。5.提升了语文教师的理论素养。6.注重学生的心
里意志品质的熏陶。7.实现了“课内”向“课外”的延伸。8.培
养了学生良好的读书习惯，学生爱上了读书。9.带动了亲子阅读
的开展。10.促进了学校图书资源的建设。 

（二）学生阅读量分析 
年级  阅读量 
一年级 古诗 20 首，文章 10 篇，成语 40 个 
二年级    古诗 15 首，成语 4 类、50 个左右、文章 20 篇 
三年级 古诗 34 首，文章 35 篇，成语三类，名言警句

30 句 
四年级 古诗 10 首，文章 10 篇，成语三类，歇后语 10

个 
五年级 古诗 20 首，文章 20 篇，成语六类，名言 30 句，

歇后语 20 句 
八、结论 
实验证明，此课题有研究方法科学、有效、实用性强。让学

校充满浓厚的读书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