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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课堂评价提高阅读教学有效性
黄剑云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城关第一小学　贵州　黔东　556499

摘　要：阅读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提高阅读教学有效性，对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发展以及今后个人成长具有深

远意义。但有效性的阅读并不是简单地理解文章内涵，需要结合评价，使学生开阔语文思维、发展创造力和知识应用能力，

在阅读中形成较高的语文素养。那么本文即以此为方向，探究提高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有效性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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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实践性意义

（一）形成阅读习惯，乐于阅读

学生的小学阶段是形成良好阅读习惯的关键时期，此时

教师需侧重培养学生对阅读形成积极的兴趣，尽量拓展阅读

的范围，通过阅读来了解未知的世界，让学生不断体验到阅

读的乐趣。如果能够让学生养成理想的阅读习惯，便可对其

后续的成长产生更为关键的影响。教师需充分把握学生在小

学阶段的可塑性，积极运用科学的方法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

阅读意识和习惯，主动摆脱不良习惯和风气对自身的负面影

响，能够自主选择阅读作为探索未知的渠道。同时教师也需

联合家长共同为学生创建更为健康的阅读环境，让学生能够

主动通过书籍获得更多的知识和信息，从而体现出阅读教学

的实践性特征。

（二）提高学生的理解力有利于理解课堂知识

实施语文学科教学活动时，针对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便

是促使学生依据自己对文字的理解，来综合把握文章的词句、

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基调，形成具有个性化的认知体验。对阅

读理解能力进行培养可作为学科教学的重点任务，在具体的

培养过程中，教师需持续提升学生对文字的理解能力，促使

学生尽量对学习内容进行牢固的掌握，从而能够准确理解学

习的内容。可见，学生掌握必要的理解能力可作为参与学习

活动的必要前提。

（三）提升学生的表达能力

作者主要通过文字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因此引导学

生有效开展阅读活动，不但是为学生提供理解作者情感的渠

道，同时也可促使学生总结出自我表达的方法。小学生在理

解和表达方面的能力还未达到成熟水平，若想提升学生对客

观世界的认知，便需在培养其阅读能力的同时，辅助学生掌

握必要的表达技巧，同步提升表达的能力，达到阅读教学的

实践性目的。

二、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增强评价的策略

（一）根据内容创新评价方式，激发学生阅读兴趣

在小学阅读教学中，学生对于新知的理解、内化，思维

能力的提升，无法依靠单一的方式来实现，往往需要多种引

导模式支持。特别是学生个性化发展较为明显的今天，阅读

环境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出现变动，要提高阅读教学有效

性，教师需要创新评价方式。在原有教师评价的基础上，设

置生生相互评价、自我评价等多种评价方式，让学生可以主

动在阅读中了解新鲜的事物。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可以了解

学生的阅读爱好，联系学生的生活，以问题为诱导，运用学

生感兴趣的话题来引入阅读知识，让学生以浓厚的兴趣更深

层次地探究阅读，充实个人的语文思维认知。以小学部编版

三年级上册《卖火柴的小女孩》为例，首先教师要对小学生

的爱好和以往认知进行评价，在阅读前创设问题情境，引导

学生回顾安徒生的经典童话，从而激发小学生的好奇心。很

多小学生自小阅读童话故事，建立了基础的阅读感知，那么

在这种评价下学生可以找到共鸣，建立阅读自信心。在强烈

的阅读动力下，引导学生整体感知，带着自己的情感去阅读，

体会小女孩悲惨的处境。

（二）自主评价，不断创新语文阅读教学方法

以往教师单向的信息传输方式已经显露出明显的弊端，

因此教师需主动对教学形式进行优化设计，充分增强阅读教

学的实践性效果。教师需采用具有创新性的教学策略，如鼓

励学生自主评价学习内容，不断发现阅读活动中的乐趣。如

在对《狐假虎威》部分内容进行阅读讲解时，在学生大致掌

握文章内容后，教师便可鼓励学生分层次朗读，细化分析狐

狸和老虎的语言及神态特征，理解不同人物形象的特点。此

后教师还可组织学生通过表演或者配音活动来直接体验人物

的特征，增强教学活动的实践性，让学生能够直接参与到文

章内容的体验中，并对彼此的表演进行评价，全面提高学习

的质量。

（三）充分锻炼学生的思维想象

教师需注意对文章中的标点引起必要的重视，因为标点

也是能够体现审美特征的重要形式。标点的类型较多，尤其

省略号的运用更能够给读者创造想象的空间。教师可灵活运

用标点来调动学生的阅读兴趣，激发其提升思维能力。在进

行阅读训练时，可重点引导学生寻找和分析省略号运用的意

义，促使学生产生联想，结合相关的学科知识进行深化理解。

学生通过参与实践活动来加深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同时还可

掌握更多的阅读方法，明显提升阅读的效果。此外，多数文

章中均会具有一定的“空白”，作者并不是尽量细化地进行表

述，而是为读者保留了一定的想象余地，通过学生对文章内

容的理解自主填补空白。教师也需善于利用空白部分对学生

进行启发和指导，让学生积极提升思维能力，并及时给与正

面评价。通过肯定和评价，培养了学生思维能力，加强了学

生对于文章的理解水平，从而为学生语文综合能力提高奠定

基础。

（四）基于评价，拓宽学生阅读视野

有效性的评价可以实现知识的内化，将多种信息进行整

合，以此对内容建立更深刻的理解。所以，在小学语文阅读

教学中，老师要充分挖掘评价的重要价值，在此基础上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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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一方面指导学生主动搜集与之相关的信息资料，帮助

学生更全面、多角度地思考；另一方面在阅读主题、作者或

者语言风格的启发下，开展课外阅读活动，使学生接受多样

的语文知识，从而在整体上提高对语言文字的理解能力。以

小学部编版五年级上册“牛郎织女（一）”内容为例，作为

四大民间故事，牛郎织女的故事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它不仅

表现了牛郎和织女诚实、善良的品格，更反映了人们对美好

幸福生活的追求。在阅读教学过程中，首先教师要设置自主

探究任务，即引导学生搜集相关材料，主动了解牛郎织女相

关的内容，比如观看一些影视剧，为走进人物内心、体会人

物性格特征奠定基础。同时，在学生去阅读其他的民间故事，

及时给与适当的评价，引导学生打开阅读的视野。

（五）以学生为主体进行评价，增强阅读感悟效果

多样化的评价可以增强阅读领悟效果，让学生认识到阅

读中隐藏的情感思想，优化个人的思维体系。通常来说，阅

读题材不同，对于学生在知识技能、情感价值观等方面的影

响存在差异，在教学中，需要把握阅读中包含的意境、情感

等要素，以此创设灵动的氛围，帮助学生理解文章的意思和

内涵，并深化某一方面的感情。要注意的是，在阅读情景创

设中，要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应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以此

加深对阅读的理解。以小学部编版三年级下册“童年的水墨

画”为例，其属于一篇儿童诗，那么结合文本形式，教师可

以创设与学生联系紧密的生活化情景，从而引导学生想象诗

的意境，生成共鸣，感受童年生活的快乐。同时在导入环节，

创设歌曲情景，在课堂中播放《童年》歌曲，以此活跃课堂

氛围，用科学的评价去唤醒学生的童年记忆，为深刻理解文

本内容奠定良好的基础。最后，锻炼学生的想象力和知识应

用能力，同时设置续编诗歌这一阅读活动，给予学生开放化

的表现空间，有效提升语言知识应用素养。

（六）课堂实践活动评价，提升学生阅读能力

教师在规划具体的阅读教学活动时，需先对教学内容的

重点部分进行明确，积极组织学生开展阅读实践活动，从而

促使学生形成积极的阅读实践意识。在学生能够自主调动相

关资源开展阅读活动时，便可结合阅读内容进行更为准确地

表达。学生的阅读能力可作为交流能力形成的基础，因此教

师需明确学生的具体培养目标，为学生形成综合性的学科技

能奠定基础。因此教师需先在表达和阅读技能之间给与清晰

的评价。学生具备一定的表达能力是参与实践活动的基础，

这样学生便可在实践中充分发挥个人的能力，有效应用储备

的学科知识对文章进行理解。此后学生还可结合实践体验对

文本进行再认知，形成积极的情感观念，实现个人阶段性能

力的锻炼和提高。教师需为学生设计更为有效的评价方式，

为学生搭建锻炼阅读能力的平台，让学生得以在实践中充分

发展自身的学科技能，最终实现综合素养的优化提升。

总之，语文阅读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为主，教师在进行

教学研究过程时，要重视优化评价方式，充分运用高效的教

学方法，激发学生阅读兴趣，进一步促使学生养成良好阅读

习惯，从而为学生实践能力提高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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