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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阅读成为孩子的一种生活方式
蔡丽娟

江西省鄱阳县饶埠镇蔡家小学　江西　鄱阳　333100

得法于课内，发展于课外。课外阅读是提高学生阅读和

写作能力行之有效的途径。通过课外阅读教学的开展，不仅

能丰富学生的知识，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并且对于作文水

平的提高会有明显的改善，课堂教学的效率也有很大的提高。

21 世纪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是人才激烈竞争的时

代，同样也是一个智力角逐的时代，它对人才的知识、技能

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人才来自知识，而知识的获得跟大量的

阅读积累是分不开的。古人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之说。朱

熹也曾经指出，“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杜甫所提倡的“读

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等都一一强调了多读书的好处。没

错，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因此，当新世纪拉开帷幕的时

候，作为老师，我们不能不深思：如何及早引导学生去正确

面对繁杂而又丰富多彩的阅读世界，博览群书，开拓视野，

丰富学生的知识储备，不断提升学生的整体综合素质，从而

使学生身心得以健康的成长，潜能得以充分地发掘，以渊博

的知识去适应和面对未来社会的需要和挑战。

一、小学生课外阅读现状

一个人的语文素养要靠长期的大量的积累才能形成，在

这个过程中，课外阅读的重要性显得尤为重要。《语文课程

标准》明确规定：学生“九年课外阅读总量应在 400 万字以

上”，其中，小学阶段阅读总量应不少于 150 万字。其目的就

在于“积土成山，积水成渊”。吕叔湘先生曾说：“同志们可

以回忆自己的学习过程，得之于老师课堂上讲的占多少，得

之于课外阅读的占多少。我想大概是三七开吧，也就是说，

百分之七十得之于课外阅读。”如今，有人提出了“为生活和

命运而读”的口号，有人调查指出：人的综合素质的 70% 来

自课外阅读。那么学生的课外阅读现状是怎样的呢？据笔者

对某校六年级一个班的调查显示，全班 90% 的同学从未到过

市图书馆借书，许多同学甚至从未借过学校图书室的书。另

一项调查显示，小学生活中没有读过课外书的学生占 14.5%，

多数学生只偶尔看一点，占 71.2%，经常看的只占 14.3%。

少年儿童置身于浩瀚的书海中，却难以开卷，更谈何有益。

二、让阅读成为孩子的一种生活方式

对于一个学生来说，多读书既可以丰富头脑又可以锻炼

自己的思维敏捷程度，还有利于养成严谨认真的学习工作态

度和有条有理地处理问题的能力。阅读能力是一个人学习各

门课程、获得终身发展的最基本的学习能力。那么在平时的

教育教学时如何倡导学生多读课外书，如何指导孩子们进行

广泛的课外阅读，如何为孩子们导航，让孩子们在浩瀚的书

海中自由遨游。对此，我在这里谈谈几点看法。

1. 激发兴趣，促成阅读

兴趣是影响学习活动的最直接、最活跃、最现实的因素。

我国古代大教育家孔子也曾经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

之者不如乐之者。”可见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人们从事任何

活动的动力。同样的，学生有了阅读兴趣，才能从内心深处

对课外阅读产生渴求。

2. 推荐优秀的课外读物

新大纲强调：“要结合课文的阅读，逐步引导学生学会朗

读、默读和复述，学习精读、略读、浏览，学习利用阅览室、

图书馆、网络等到查阅资料，培养初步的收集和处理信息能

力。”现代社会是信息化、全方位开放的社会，很大一部分信

息的来源存在于课外书籍中，要引导学生自己的认知世界，

就必须借助于课外阅读，让学生涉猎多种科目。由于学生年

龄较小，阅历不深，原有的知识也不太多，所以课外书的选

择上有一定的盲目性，这样就要求教师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

和知识水平定期向学生推荐一些优秀的书刊，激发他们的阅

读兴趣和愿望，提高他们的阅读能力和认知水平，充分利用

课室内的图书角、校内的图书馆，鼓励学生积极借阅图书，

同学之间还可以进行相互推荐，交换阅读。

3. 传授技巧，指导阅读

虽说兴趣是人们从事任何活动的动力，但是学生光有课

外阅读的兴趣，只凭兴趣毫无目的、不讲求方法地在茫茫课

外读海中“潇洒走一回”其意义和收效也不得而知。如有的

学生凭着兴趣，凡有生动情节的内容就走马观花地读读；有

的则读了好文章，也不懂得积累知识，吸取技巧，用到写作

上。显然这样的读书方法是收效甚微的。因此，我们要进一

步引导他们不仅爱读，而且会读，要读得更好更有收效。

4. 创造条件，促进阅读

为了更好的促使学生自觉地进行课外阅读的学习，激发

他们课外阅读的兴趣与爱好，教师还应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

在班中建立课外阅读兴趣小组，充分利用第二课堂的时间作

为课外阅读的时间，并且定期与小组内的同学进行信息交流。

开展“讲故事”、“读书汇报会”、“展评优秀的读书笔记”、

“剪贴册”、“手抄报”、“知识竞赛”、“比赛查阅资料”、“诗歌

朗诵比赛”等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能有效地检

查阅读情况、巩固阅读成果，让学生享受阅读的乐趣，激发

学生的阅读兴趣、阅读热情，调动学生的阅读积极性，推动

课外阅读步步深入。

对于孩子们而言，课外阅读还没有成为一种需要，这就

需要给他们添加一定的动力，推波助澜，使他们尽快养成良

好的读书习惯。为此，可以组织学生开展手抄报评比、读书

笔记展示会，故事会、朗读会以及阅读竞赛等活动；可以不

学生的优秀习作投寄给校报、校广播台或其他报刊；还可以

把学生的作品汇编成册，在师生中传阅收藏。多给孩子们一

片蓝天、一块绿地，他们便如沐春风，如啜琼浆，阅读也就

自然地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份子，孩子们才能插上

成长的翅膀，在浩瀚的书海中自由的遨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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