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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式阅读教学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应用分析
黄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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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开展主题式阅读教学，教师必须紧紧围绕一个主题并展开相关课堂研究性教学。因此，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通

过主题式阅读教学必须遵循的几个基本框架则是：第一，明确主体；第二，切入主题；第三，感悟主题；第四，主题升华。

对于教师而言，必须从以上四个基本框架着手，从而充分地结合广大学生的知识水平以及认知规律，开展阅读教学，从而优

化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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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教师而言，在开展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过程中实施

主题式教学，应当重视把教学主题当做是枢纽，同时要懂得

如何对教学内容实施有效地整合。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可

以将课程主题意义得以有效发挥和构建。所以，在应用主题

式阅读教学模式的过程中，教师必须对学生做出引导，让学

生可以自行在阅读的时候进行探究，并且能够更加深刻地理

解其中的内涵，可以让学生把学习到的知识内容进行内化，

学会合理地应用到现实生活当中，有效解决生活当中存在的

诸多困扰。

一、开展小学语文主题式阅读教学必须遵循的基本
原则

第一，整合性原则。在开展主题式阅读教学的过程中，

教师应当对很多零碎的内容及知识点做出有效地整合，让学

生可以在完成整合之后，让自身的学习方式变得更加独特；

第二，尊重材料。虽然是开展主题式阅读教学模式，但是这

并不意味着是随意选择部分教学内容的，应当把原来的教材

内容当做是某种载体，对其实施有效地改造，从而使课堂教

学变得越来越开放和活泼；第三，遵循学生的知识基础和认

知规律。建立在学生知识基础储备及认知规律基础之上进行

分析以及整合，可以让设计出来的阅读主题愈发符合广大学

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能够让学生获得更加高效的学习效率。

二、小学语文主题式阅读教学模式的构建

（一）把握阅读主旨，做好文本的主题分类

在开展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过程中，充分构建完善的主

题式阅读教学模式至关重要，应当充分地把握好阅读内容的

主题，要把课内阅读文本和课外阅读材料进行有机地整合，

从课内阅读材料表达的新颖主题出发，同时做好课外阅读材

料的筛选，尽可能保证选择的主旨内容是和课内教材相统一，

也可以是相近的材料，从而引导广大学生完成好课内阅读知

识的有效延展以及迁移，达到提升广大学生阅读效率以及学

习能力的目的。不仅如此，还应当结合主旨内容，对同类或

者是相关书籍做出分类管理，充分结合广大学生的阅读习惯

以及能力水平，做好阅读梯度的划分，全面提升学生们语文

自主阅读的兴趣和效率。以小学四年级语文的教学为例进行

分析，在开展课内教学的时候，小学生可以接触到的教学内

容主要囊括了《题西林壁》以及《巨人的花园》等等，为了

让学生们进一步培养对外界自然景观以及动物，还有事物的

了解及观察能力，更为了激发学生的想象力，让学生们感受

到外部世界的万千变化和亲情所在，教师应当立足于当下的

课内教材的主旨，通过选择和主旨内容相似的课外阅读书目，

比如常见的有《格林童话》以及《海底两万里》等一些书籍。

同样可以在教室里面的学习角摆放一些书籍，所有书籍依照

不同的主旨内容做好分类，并且依据教学内容的具体顺序做

好摆放。在讲授课内教材内容的过程中，要注重对主旨内容

进行延展，从而引导广大学生可以通过多多阅读课外书籍的

方式，更加全面地掌握教材内容，同时也可以通过阅读更多

的课外书籍，让学生可以获得更多同类型的知识内容，做好

课内学习的补充，进而促进广大学生能够更加自主爱上阅读，

有效培养对阅读的兴趣以及热情。

（二）指导阅读标注，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

开展主题式阅读教学不单单要注重培养学生理解阅读主

旨的能力，更应当加强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教师在开展教

学的时候要指导学生如何阅读、学会阅读，同时还要相应的

阅读标注，可以帮助学生们创建阅读鉴赏意识，有助于帮助

学生更好地理解和研究书籍的内容。教师要不断培养学生们

用笔记录的好习惯，要把课文当中的很多好词以及好的句子，

还有一些名言名录等记录在本子上，也可以在课文内进行标

注，这种做法有助于增强学生们的记忆，特别是对于培养学

生们的语言知识是十分有效的，有助于培养其良好的阅读习

惯，提升其阅读能力以及学习能力。以小学课文《观潮》为

例展开教学过程分析，在教学这部分内容的时候，教师应当

指导学生在进行阅读的过程中必须做好相关标注，特别是很

多经典段落，学会用问题引导的方式让学生们做好字和词，

以及句子的标注。比如“潮来之前、潮来之时以及潮去之后

的具体描述”等等，分别引导学生学会用不同颜色的笔进行

标注，比如红色笔标注代表的是排比句、黑色笔标注代表的

是名人名言、绿色笔标注代表的是虚拟写作等等。分别用不

同颜色的笔做出标注，同时给予学生部分时间做好自主阅读，

完成之后让学生通过分段朗读的方式，按照潮来的顺序做出

比较有感情的朗读，特别是对于重点标注的句子，必须把握

好情感，之后再进行分享，让学生分享自己最喜欢的句子，

并且说明自己喜欢的理由，从而指导学生做好摘抄笔记的习

惯，把自己非常喜欢的词句以及段落做好必要性摘抄，在课

后背诵自己喜欢的那些句子。不仅如此，教师还应当指导学

生做好必要的阅读习惯的延伸，比如可以通过开展课外知识

阅读比赛的方式，给学生们设定一个积分赛规则，定期对学

生阅读的文章做分享比赛，表现良好的学生给予积分奖励，

从而激励广大学生养成良好的语文阅读习惯以及积累习惯，

为后面的语文学习奠定重要基础。



2021　8　新时代教育·基础教育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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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强化阅读交流，促进阅读思维的碰撞

开展主题式阅读教学切不可用封闭的形式来开展，必须

增强学生们之间的阅读交流，从而实现语文知识的输入以及

输出二者的有效结合，在具体阅读的过程当中还应当鼓励学

生们积极地参与讨论，从而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培养，提升

其语文学科的学习能力。在加强语文阅读交流期间，还要进

一步激发广大学生对于阅读的积极性，通过讨论的办法，学

生之间相互借鉴有效的阅读方法，从而促进学生阅读思维的

激发以及碰撞，有效加深学生们对于阅读内容的关注和理解，

与此同时也可以更好地拓展学生们的知识面，有效增进广大

学生之间相互帮助的情谊。学生可以通过小组合作学习的方

式展开交流：①建立合作小组。学生根据各自的阅读能力、

阅读水平、性格特征、性别等情况，自由组合成阅读小组，

选出能力较强的同学当组长。教师再适当调整学生分组，平

衡各小组间的阅读水平。②每个小组通过讨论明确阅读任务，

提出阅读的要求，整理出读书笔记，评出“阅读之星”，在全

班展示。③通过答辩、诵读、表演等方式进行阅读成果展示，

激发孩子们的读书热情，促进学习和交流，推广先进经验。

小组合作进行主题阅读，培养了学生合作探究、表达的能力，

提高了阅读效率。以小学课文《桂花雨》教学为例展开分析，

对于教师而言，应当在给予了学生部分自主阅读时间之后，

还应当组织学生开展圆桌讨论，结合班级内学生的真实状况，

对学生进行小组划分，从而围成一个圆圈坐下。圆桌讨论首

先要对阅读的内容展开讨论，学生之间相互交流自己阅读到

的文章内容是什么，是如何对情景进行表达的，这种表达方

式是如何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的。在学生们讨论的过程中，

教师应当做好观察以及倾听，而且要在合适的时候安排学生

以组为单位作出分享，完成之后要对文章内描写母亲的片段

进行解读，引导学生对此作出充分地联想，紧紧围绕主题核

心思想展开讨论，让学生们分享自己在阅读的过程中具体是

哪些词句让自己的内心受到了触动，自己又联想到了哪些生

活体验或是曾经读过哪些相似的词句，引导学生积极交流和

分享。通过这种方式鼓励学生大胆表达，从而激发学生不同

思想之间的激烈碰撞，从而提升广大学生的阅读兴趣和阅读

水平，通过这种启发性思维的方式提升广大学生的语文素养。

结语

主题式阅读教学主要是通过以核心主题为根本出发点，

对课堂学习到的语文知识做出相应的延展，充分借助语文阅

读的方式，帮助广大学生掌握语文阅读文本当中的精神内涵，

从而学会灵活应用。在开展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过程中，教

师应当积极构建完善的主题式阅读教学模式，有助于帮助广

大学生提升其学习效率，从而可以有效拓宽学生们的认知视

野，并且做好知识的储备以及延伸，有效提升学生们的综合

素质，提升语文课堂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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