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04　新时代教育·基础教育150

ISSN:2705-0963（Print）　　　ISBN:2705-0955（Online）

小学语文名著阅读教学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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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名著阅读指导的目标在于使学生感受古今中外语言文化遗产的魅力，促进其早日形成良好的

审美意趣及审美能力。无论是哪个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均十分关注古今中外文学名著的引介工作，在其中引入了多篇经典

名著的经典节选，使之成为学生了解文学的一个“窗口”。小学语文教师应当善于利用这个“窗口”，帮助学生冲破名著阅读

的障碍。具体应当如何操作呢？笔者认为，课内教学形式的丰富无疑是最佳的着眼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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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拥有悠久文化的国家，中华文化延绵不绝，
流淌至今。带给我们优秀的文化内涵数不胜数，所以来讲认
真了解学习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很重要而且是很有必要的。
我们小学教师作为传播传统文化的一线人员，教师要保证自
身团队的专业性，教师在提高自己学习能力与业务能力的同
时，为了使小学生感受古今中外语言文化遗产的魅力，文章
提出了小学语文名著阅读教学的策略，主要包括采用多种教
学方法阅读经典、咀嚼作品文化内涵、尝试名著通篇接触三
种教学策略。

一、名著阅读对于小学语文教学的意义
（一）提高学生文字运用能力
有位外国著名的哲学家说过对于数学题来讲，它的难度

不如文字题大。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文字题这针对于数学
题来说比较抽象，文字题是没有固定的数据的，文字题的复
杂逻辑让人左右理解都不通，文字的逻辑性比较复杂。现在
学生对于基础文字的用法能力很差，原因在于他们的传统文
化知识不牢固，语文上的学习单单是做题就像完成任务一样。
（二）提升学生的素质
小学语文学习在学生的小学阶段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阶

段的学生心智思想刚刚形成，如果拥有好的文学素养，对学
生拥有成熟的心智方面有很大帮助。我们的学生学习传统语
文文化可以让自己的眼界开阔，拥有正确的政治素养。

二、加深小学语文教学中名著阅读的策略
（一）采用多种教学方法阅读经典
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关于名著部分的引

导，当属一项重难点任务，如果教师的指导方法失当，那么
学生很可能因为文本的篇幅过长，人物、故事情节的相对复
杂，而对其发生误解和歧解。因此，小学语文教师可以利用
丰富化的教学方法，帮助学生深化理解课内选文，为学生对
名著的全面了解奠定基础。教师在实践操作中可供选择的方
法有很多，如多媒体鉴赏法、辩论法、故事法、演绎法等。
现以演绎法为例对此问题进行间要说明。选用的方法是出于
使学生理解故事情节、增加探究兴趣的考虑，教师事先安排
学生对能够被演绎的名著节选进行排练，让学生在此过程中
切身感受课文内容的发展脉络，无形中增强其阅读理解能力。
举例来说，当学生知道《草船借箭》这篇来源于《三国演义》
的选文时，笔者发现学生会对这个故事表现出较强的探索欲
望，当了解学生存在这样的心理之后，笔者便决定利用指导
演绎的形式，让学生一边准备演绎，一边完成阅读内容的深
度解析工作，笔者要求学生以六人为一个小组，共同基于课
文谋划剧本，并分别扮演其中的人物，领略其中人物内涵。
（二）咀嚼作品文化内涵
所谓名著，就是有着丰富内涵和高超艺术手法，并能经

得起一代又一代人反复阅读、咀嚼和探索的作品。为此，小
学语文教师可以基于教材的选文内容，从文化底蕴的视角给学
生提供深入的指导，让大家能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学习目标，
而真正有所突破。想要咀嚼作品的文化内涵，首先，学生要了
解其创作情况，深入体味作者的思想感情。其次，要认真咀嚼
作品的语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从品读基本语言含义到品味
艺术手法，步步深入欣赏作品，逐步领会作品的内涵，鉴赏作
品丰富的意象。最后，要让学生多质疑、多思考，把多种细节
有机地组合在一起，挖掘作品蕴涵的深刻哲理和意韵，更深层
次地读懂作品。优化整合教学素材在阅读教学当中，教师应充
分考虑小学生的写作特点在进行我们的课堂教学，其中最为重
要的就是教材的使用，教师使用教材要把编者，教师自己和学
生结合起来，三位一体的使用教材充分发挥教材的价值。绘本
的使用提高了语文课堂上写作的效率，教师应该开发优秀的写
作教材给学生们使用，在小学低年龄段的写作学习中学生的学
习思维还不够成熟，需要用这些绘本来进行引导例如，在关于
影子的写作话题方面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引导学生认真发
现自己的影子在早上，中午，下午分别有什么变化，让学生根
据相关内容进行写作阅读方面的创作。《可爱的鼠小弟》、《小
木偶奇遇记》、《亲近母语》等这些都是比较优秀的阅读写作的
读物，绘本的使用提高了学生写作的兴趣，让学生的写作素材
得到积累。写作的教学方法枯燥乏味，身为教师更应该注重
课堂氛围的引领，认真投入感情去授课。

三、结束语
素质教育的提倡，在语文教学中加深对阅读方面的教育

是其发展的必然要求，我们教师要提高自己的专业性，针对
阅读方面的教学多下功夫老师要注重学生实践性培养，充分
调动学生已有知识储备来感知语文、研读文本，切实体现全
员参与，在语文阅读教学中不断地让学生享受国学文化无穷
魅力，真正体味让语文阅读教学在课堂施教当中芳华无限，
彰显学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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