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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阅读兴趣提高语文修养
曹丽华

辽宁省东港市孤山镇中心小学　辽宁　东港　118313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语文课程的功能，这就是语

文课程应能致力于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因此，阅读课程

教学中要以学生为主体，突出感悟、质疑和运用能力的培养。

根据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应注

重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让学生在主动积极地活动中，重点

培养感受、理解、欣赏、评价和运用能力。

所以，在语文阅读教学的实践中，我根据学生的心理特

点，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以提高学生

的语文素养。

一、变学生的消极心理因素为积极的心理因素，激起
学生的阅读兴趣。

在教学的实践中，我发现多数学生对阅读毫无热情。称

“阅读”为“苦差事”，对待这类学生，我认真思考他们的心

理状态，然后从理论上对他们阐明阅读的作用和重要性。在

一些好的文章中，如《美丽的小兴安岭》、《荷花》、《鸟的天

堂》等课文中可以陶冶情操、愉悦身心。如《养花》《林海》

等课文可以使学生认识生活。另外，每一篇阅读文章，都有

自己独特的写作特点。掌握了每篇文章的特色，就可以促进

写作能力的提高。然后从情感上变换多种教学方法，运用

“情”的力量去激励感化学生。

最后，通过多次强化练习，让学生体验收获的快乐，品

尝进步的喜悦。教师要尽可能地给予学生成功的机会，使他

切身体会到成功的喜悦而增强自信，主动地阅读。

二、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引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阅读训练中，教师要善于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根据学

生学习的客观规律，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如教学《落花生》

一文，学生初步了解课文内容后，一学生就向我质疑：“老

师，花生有什么好处？我更喜欢桃子、石榴、苹果。”我一

愣，刚想问为什么。他又说：“老师，您让我们分正、反方辩

论吧。”我欣然同意。辩论中反方同学不断地摆观点、找依

据；正方认为花生外表虽不好看，却有丰富的内涵。反方则

提出相反的观点：“现代社会需要展示自我，如果你有满腹才

华而不能表现出来，可能连一份工作都找不到呢！”在辩论

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获得的体验是深刻的。下课了，他

们仍意犹未尽。

三、导语引人入胜，结尾余味无穷，促进学生的阅读
兴趣

在语文阅读教学中，精心的设计，巧妙悬念，能激发起

学生的阅读兴趣，使学生在乐中学。

在语文阅读教学中，设计一些引人入胜、悬念式的导

语，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一下子抓住学生的“心”。如我在

教《白鹅》一课时，刚开始上课，让学生猜谜语。“头戴一顶

红帽子，身披一件白袍子，脚穿一双红靴子，唱着歌儿伸脖

子。”谜语一出，学生感到新鲜有趣又容易猜出。课堂气氛活

跃，促进学生阅读课文的兴趣。其次，“韵味无穷”的结束语

设计妙不可言。如在教学《冬眠》、《养花》等课文结束时，

要求学生自己动手试养一种或几种动植物。有计划、有记载

地进行观察。这样既培养了学生的观察能力，又陶冶了情操，

进一步培养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其求知欲望。

四、创设情境、自读自悟，增强阅读兴趣

在阅读课开始时，教师通过生动的语言、图画或多媒体

课件再现与课文有关的情境，使学生再现表象或形成新表象，

产生各种不同的情感体验，产生强烈的愿望去阅读课文，了

解课文的大意，初步感悟课文的思想感情。前苏联教育家赞

可夫说：“艺术作品要激发儿童的思想感情，其余的工作都应

当是这些思想感情的自然的后果。”《鸟的天堂》这篇课文语

言质朴、意境优美、感情真挚，很适合学生自己去体会，去

感悟。我引导学生这样学习：

1. 抓段落，说感悟。在学生整体感知课文的基础上，鼓

励学生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说说喜欢哪一次去鸟的天堂，

并陈述自己喜欢的原因。

2. 抓句子，谈感悟。在学生畅谈喜欢哪个段落的基础上，

先引导学生找出自己喜欢的句子，反复阅读，细细品味，从

文章的字里行间里去寻找美。再组织学生讨论，来谈感受、

说见解。在交流中，再现生机勃勃的大榕树，再现鸟儿在枝

头高唱，去感受美的图画、美的韵律、美的语言、美的生命、

美的情感 ......
3. 抓品读，促感悟。这是一篇训练学生朗读的好课文。

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品读”，让学生自己选择喜欢的段落，

自己朗读，自己感受是否读出了作者所表达的情感。在这个

过程中自读自悟，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主动参与到阅读活

动中来，增强了阅读兴趣。

五、运用现代化电教媒体及其他直观手段吸引学生的
兴趣

随着科技的发展，直观教学手段已趋于现代化，教师应

勤于备课，设计有趣的教学环节与过程。例如在《第一场雪》

的教学中，我利用多媒体采用配乐的形式朗读，给学生提供

一个和谐美好的意境和氛围，使学生的情感融入其中，在朗

读的同时，我在黑板上用粉笔勾勒出一幅雪后的美景的简笔

画。学生视听结合，仿佛真正融入雪后的美景之中。这样深

深地吸引着学生，促使学生把情感积极地投入到阅读中。

总之，在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应综合运用调动学生学

习兴趣的方法，努力探索激发与培养学生阅读兴趣的新途径。

以此为出发点，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的语言文字的思想感情，

引导学生体验饱蘸传承作者感情的语言文字中的喜怒哀乐。

唯有如此，才能唤起学生学习语言的情感，积极地投入学习、

品味、感悟语言之中。主动地探索未知领域，全面提高语文

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