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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开展与评价实践
杨　磊

贵州省黔东南州剑河县教研室　贵州　黔东　556499

摘　要：在整个素质教育阶段，教育部门要求小学语文教师需要重视学生的阅读能力，鼓励学生多进行课外阅读。由于小学

生刚步入校园殿堂，其心理波动会因为外界因素干扰而受到很大的影响，而阅读能抚平学生躁动的心理。而且语文作为一门

启蒙教育的学科，在小学教育中起着核心的作用，其中的阅读理解更是在考试中占比较大。所以，每一位语文教师都要鼓舞

学生多学习多阅读，拓宽学生的阅读视野，锻炼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对此，笔者将在下文分享几点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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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理选择，融入名著

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学生如果仅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去

选择，往往会选择价值不高的书籍，使课外阅读活动走向低

效。教师要为学生留有宽松的阅读空间，依据学生的年龄特

点向学生推荐必读与选读书目。课外书目往往没有题材等方

面的制约，教师在为学生选择书籍时，要从同题材、同主题

的书中选择代表性的一种即可，从同一名家也选择一本作品

即可。教师要听取家长、学生的意见，对推荐的书目进行适

当的修改。小学生缺乏自我约束力，他们选择图书往往较为

随意，他们对搞笑的内容感兴趣，教师要对学生进行正确价

值观的引导，让他们选择感兴趣、向善向美向上的书籍，能

感受阅读的乐趣。教师也可以让学生推荐阅读书目，思考在

阅读中自己的喜欢之处、疑惑之处、有何感想，如何去说服

他人来读，学生通过梳理书的结构，通过推荐新书引发其他

同学的阅读兴趣，能促进学生阅读水平的提升，也能促进他

们表达能力的发展。很多学生往往对名著缺乏兴趣，甚至有

抵触情绪，究其原因，他们缺乏足够的耐心，教师要消除他

们对名著的畏难心理，要通过多样的方法调动他们阅读的兴

趣。如五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的人文主题是“童年往事”，学生

阅读的积极性高，教师要将阅读向课外拓展延伸，可以推荐

学生阅读《呼兰河传》，能拓展学生的阅读视野，提升学生的

思辨能力。教师要带领学生走进名著，有了课内学习的基础，

会大大降低学生阅读整本书的难度。学生只有走进名著，能

在阅读中提升品位、提升能力。

二、借助网络资源，拓宽阅读视野

在大数据时代，网络资源丰富多彩，为小学语文教师课

外阅读教学提高更多的途径。在此契机下，教学的空间得到

扩展，其丰富了学生的阅读资源，可供选择的平台很多，更

能拉近学生与课外阅读的距离。教师可以整理网络上的阅读

资源进行更好的备课，让学生在最好的条件下拓宽更多课

外知识，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比如，在上小学三年级下册

《赵州桥》这节课时，为了让学生了解赵州桥更多的历史，能

够阅读到课外知识，教师可以改善往常单一传统的授课方式，

丰富教学内容。教师借助网络找到一份课外阅读资源，资料

中显示赵州桥是当今世界上现存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敞

肩石拱桥。在隋朝时期开始建立，由匠师李春设计建造，到

现在已经有１４００余年历史。教师总结：“资料文字表达了

对劳动人民智慧的赞美，对祖国的热爱。”接着，教师继续利

用另一份课外阅读资源，积极鼓舞同学们进行阅读，提升他

们的阅读能力。阅读资料中说明李春是我国隋代著名的桥梁

工匠，他建造了举世闻名的赵州桥，开创了我国桥梁建造的

崭新局面，为我国桥梁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教师再

一次进行总结这篇课外阅读资料的核心：“从文字中可以看出

李春的技术精湛，无私奉献，热爱祖国的伟大形象。”教师借

助网络资源，寻找到更多课外阅读文献，不仅拓宽了学生的

阅读视野，也在无形中培养了学生的阅读能力，提高小学生

的学习效率。

三、内外相融，加强指导

学生通过阅读大量的作品，获得语言的沉淀，掌握科学

的阅读方法。教师要改进课内阅读教学方式，促进课内外阅

读方法的融合，能加深学生对文本内容的理解。教师要依托

文本，引领学生读标题、读概要、读图表、读段句，要依据

文本内容选择恰当的方法。如在阅读《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这首古诗时，教师要引导学生读背景，了解杜甫，背诵他的

著名诗作，了解这首诗背后发生的重大事件；读诗题，知道

“闻”是何意？“河南河北”指的是什么地方？读诗句，观古

诗结构，知诗体常识；读诗意，说说读懂什么，共研疑难之

处；读诗情，理解作者的心理感受。在阅读小说时，可以用

体验法学习，让学生自读自悟，如在学习《草船借箭》一文

时，教者以讲故事入境、析语言知人，通过精心研读人物的

语言，感受人物的性格特征。教师要具有文体意识，要针对

不同的文本，教会学生运用不同的阅读方法，读诗歌时注意

吟诵、感悟，读散文时要抓住“形散而神不散”的特点，读

小说要抓住人物、情节、环境。教师要引导学生读通文本，

能抓住关键词品读，并融入文本中思考、想象，将自己想象

成文本中的人物，去感受人物的情感，这样才能将文本读透。

学生可以从多角度进行赏读，能提升自己的阅读能力。教师

要加强课外阅读的指导，引导学生深读，让他们在阅读的基

础上讨论，分享阅读感受。如在阅读《青铜葵花》一文后，

教者从人物、文本、阅读、文学等四个层面设计问题，引发

学生进行思考、讨论。从而能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陶冶他

们的情操。

四、创设主题活动，开展分组阅读

众所周知，学生个体之间的读书兴趣、读书习惯、读书

方法等必然存在差异，也有正误之分。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对

学生进行正确的读书指导，因此教师可以创设主题活动，尊

重学生的课外阅读需求，开展分组阅读，发挥学生的阅读能

力。同时，利用阅读小组的优势，让几位学生一同进行课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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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互相取长补短，不仅能提升阅读能力，还可以锻炼自

主学习能力。比如，小学语文教师可以设定一个“追寻伟大

足迹，提升思想境界”主题读书日活动，以五个人为一个小

组，由学生们自由组队。发出课外读书的倡议，号召全院学

生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通过读书坚定学习信念，提升

自主学习的能力，在班级中形成爱读书，读好书的良好风尚，

让课外阅读成为班级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五、开展知识竞赛，激发阅读兴趣

为了让学生重视课外阅读的重要性，教师可以经常开展

阅读知识小竞赛，在竞赛过程中激发学生的胜负欲，学生就

会更加认真阅读课外文献，可以提高课外阅读的有效性。因

此，教师可以定期开展竞赛，以课外阅读的一些知识为比赛

范围，开展相应的读书比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

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广泛开展小学语文课外阅读知识竞赛活动，

竞赛题型内容可以依据学生阅读程度制定一个范围，也可以

从学生必读书目中整理题目，提前告知学生需要在一个星期

内阅读那些课外读物。一周后开展知识竞赛，类型一般以选

择题和填空题为主，鼓舞学生积极参与，获胜后拥有精美礼

品，这样极富趣味性的知识竞赛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纷纷

认真阅读准备竞赛。

六、跟踪指导，多元评价

教师要发挥以评促读的功能，强化跟踪指导，对学生进

行激励性的评价，帮助学生调整阅读策略，从而提升阅读的

效果。教师要针对小学生的心理特点进行评价，使用的语言

要温和，要易于被学生所接受，这样才能调动学生的阅读兴

趣，让他们更愿意参与阅读。教师要采用多样的评价方式，

教师可以用“你的点评很有智慧”等激励学生，除语言的激

励之外，一个微笑、一个眼神也会对学生的阅读起到莫大的

激励，能引发他们深层次的阅读，让他们产生深入思考。教

师要指导学生要会记笔记、会写读后感，帮助他们形成良好

的阅读习惯。阅读评价的主体要多元，除教师评价外，还要

让家长、同学等参与到评价之中，通过多元主体的评价，提

升他们阅读的积极性。教师要关注评价的层次性，除阅读内

容之外，还要将阅读时间、阅读能力等纳入评价之中，这样

的评价才会反映学生的真实情况，才能使评价更有效。教师

评价的方式要多样，要关注学生的阅读过程，对他们的检测

要有深度，评价要落在点子上，这样才能对学生的阅读有所

帮助。

综上所述，基于小学语文课外阅读的教学策略丰富多彩，

教师可以从不同角度开设语文阅读教学课堂，借助网络资源，

基于知识生长点，拓宽学生的阅读范围；定期创设主题读书

日，让学生尽情体验着阅读带来的快乐与收获，以此唱响课

外阅读满香园的主旋律；开展课外阅读知识竞赛，激发学生

的阅读兴趣，培养学生阅读的思维。通过各式各样的教学方

式，希望今后学生能够秉承着要读书、读好书的理念，开启

自己的课外阅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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