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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创造性阅读品质策略
孙君红

陕西省咸阳市永寿县逸夫小学　陕西　永寿　713400

摘　要：随着课新改的不断深入，对于阅语教学的研究已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对于小学语文来说，一定要为其打好基础，

而且对于培养创新型人才已成为一大研究方向，对于小学语文教师来说，一定要将创新精神及创新能力寓于小学语文阅读教

学中。因此，教师要注重从小学语文教学实际出发，认真总结创造性阅读教学的实施策略，助力小学语文创造性阅读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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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阅读是提高语文成绩不可缺少的一

部分。良好的阅读能力会直接影响学生的小学语文学习。在

小学阶段，教师就要有意识地增加学生的阅读量，因为在阅

读中学生可以体会到各种人物的情感，也能够积累各种写作

手法和好词好句，对小学生的语文学习能起到非常好的帮助

作用。创造性的阅读教学要求学生在阅读中产生新的阅读想

法，且能够提高自己对语文知识的评价作用等。如果教师能

够在小学语文的教学中教育学生学会创造性阅读，那么小学

生的自主阅读学习能力和理解课文知识的能力会得到有效的

发展。

二、在阅读中启发学生思考情感

在小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任何一个阅读篇目都会涉及

人物情感，只有真情实感地写作，文章才会更加动人。那么，

小学生在阅读时，教师也要引导学生去思考文章表达的情感，

而不是直接向学生透露文章的表达情感。只有靠学生自己去

阅读，自己去体会和发现，然后和同学、老师一起探讨、交

流，形成自己的观点，逐渐提升自身的能力，这样创造性阅

读思维才会得到有效的训练和提高。

例如在《大自然的声音》这一课的学习中，我就会引导

学生自主阅读课文，然后用多媒体给学生播放一段和大自然

有关的音乐，以此渲染学生阅读的氛围，给学生创设一个身

处于大自然的情境。当学生阅读完之后，我会鼓励学生先和

同桌交流，说一说在阅读课文的过程中有什么情感，说完之

后在一起进行总结，从而完整地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学生在

交流之后给出的回答有许多种，例如大自然声音非常的美妙、

从作者详细描写大自然的声音中可以看出作者对大自然的热

爱等。接着，我会根据学生在阅读时后创造出的情感进行教

学，从而帮助学生再次完善自己的创造性阅读思维。当小学

生能够进行阅读思考回答问题，能够联系生活的实际将阅读

的内容融合在一起之后，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情感去分析

课文作者的情感，从而在这些阶段的阅读过程中学会创造性

阅读。

三、注重练习开放性阅读题目

在小学的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还应该注重开放性阅读

练习题的教学。现在在小学阅读题目中，都会设有一题开放

性阅读的思考题目，学生可以根据自己对阅读的理解进行自

主的回答，答案是开放性的，只要言之有理就可以。所以，

注重练习开放性的阅读题目，可以有效地帮助学生建立创造

性的阅读思维，让小学生直接地表达自己对阅读篇目的阅读

想法，不施加阅读学习的压力，更有效地发展学生创造性阅

读能力。

例如在《在柏林》这一课的练习阅读中，学生就会遇到

如“这篇小说是怎样表现战争灾难这一主题的 ?”的题目，

这个时候我会鼓励学生围绕这一问题自主思考并进行批注。

这样开放性的题目就可以让学生对阅读课文更有兴趣，有课

文阅读兴趣之后，学生的创造性阅读思维也会更加快速运转，

从而让开放性的答案变得丰富多彩。之后，教师只需要总结

每一个学生给出的开放性回答，然后联系课文中的情节设置

和人物刻画等展开阅读教教学，学生就可以更加全面地掌握

这篇课文的内容，明白文章深刻的主旨。

四、改善评价手段，培养学生独立创造性阅读习惯

为了培养良好的创造力阅读能力，教师必须放弃以前的

“标准答案理论”，全面审查学生的意见，尊重前提，提倡原

则，并放弃标准答案。对于完整性和通用性的追求不应因看

似新奇的观点而受到谴责。相反，老师应该赞美并鼓励他们。

他们不应该轻易否认某些独特的表演。他们决不能盲目压制

学生表达的不同观点和不同思维方式。创造性的阅读不可避

免地会引起误解。教师不应热衷于批评，而必须宽容，找出

问题的根源，让学生发现并纠正问题，并亲自探索和实践，

以使学生能够毫不犹豫地自由创作。只有鼓励学生的创造力，

尊重学生的意见分歧，并容忍学生的误解，才能激发学生的

创新意识，散发出创新思维的火焰，才能真正养成终身的创

造性阅读习惯。

五、结论

在阅读教学中，我们必须以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引导学

生发展思维，激发创造力，宽容和鼓励学生的思维成果为目

标，并深入研究创造性教科书教育的因素并运用适当的教学

方法。灵活的教学方式使学生能够在创造性的阅读实践中学

习创造力，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并使其成为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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