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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指导小学生语文课外阅读的策略和方法
田亚莹① 　张引娟②

陕西省礼泉县逸夫小学　陕西　礼泉　713200

摘　要：在逐步深化的新课程改革进程中，小学语文阅读课程呈现出了新的发展趋势。就阅读教学来说，小学语文教学强调

拓宽学生知识面的同时，更重视学生阅读能力的提升。以人教版小学语文阅读材料来说，课内阅读已经无法适应学生对阅读

的需求，必须发挥课外阅读的补充作用，形成合力，共同构建小学语文阅读体系。不过，在长期应试教育理念影响下，教师

更重视课内阅读，相关指导方法和策略也较为完善科学，而课外阅读的指导方法却稍显不足，并且现有方法已经不能适应新

课程改革的要求，必须探索符合新时代教育特点和学生阅读情况的课外阅读指导方法和策略，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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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对课外阅读的重视，转变课外阅读指导理念

核心素养的培养是新课程改革的首要内容，课外阅读则

是培养小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关键环节。新课程标准将小学

学段学生的阅读量定在了 150 万字，要完成这样的阅读量仅

仅依靠课内阅读是无法实现的。如何增加小学生课外阅读量

呢？首先教师要提高对课外阅读的重视程度，在精准分析小

学生阅读实际的前提下，深刻把握新课标下的课外阅读就是

学生根据自己兴趣在课外开展的阅读行为，其阅读内容也是

教材以外的。也就是说，课外阅读有很强的自主性和兴趣导

向，只要对学生发展有意义的、学生有兴趣的都可以拿来阅

读。同时，教师的深入参与也是课外阅读的显著特征，因为

学生所开展的课外阅读与教师的指导有很大关系，教师根据

小学生阅读实际和阅读兴趣，推荐教材之外的读物，这对于

学生阅读能力的提升，阅读习惯的养成有很大的帮助，这也

正是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的重要路径和科学方法。

二、增强小学生课外阅读动力，以合理方法指导开展
课外阅读

首先，激发小学生课外阅读动机，让他们发自内心爱上

课外阅读。新课程标注强调激发学生课外阅读主动性，而兴

趣则是学生课外阅读最大的动力。课外阅读的时间多是在课

外，自主是学生课外阅读的最好约束，如果学生对课外阅读

没有兴趣，那么就没有课外阅读的动力。笔者认为，小学生

希望得到肯定，希望别人认可，而且有强烈的争强好胜心，

只要能将学生争强好胜心激发起来，就能让学生对课外阅读

充满兴趣。比如，在每周选定时间开设课外阅读交流课，可

以开设两次以上，让学生分享自己阅读的读物，并以故事会

的形式让学生上台进行表演，可以是独自分享，也可以是角

色扮演，形式不必过于拘泥，然后根据学生表现进行评比，

对于表现最好的给予奖品奖励。以《三打白骨精》为例，以

小组为单位，可以小组独立完成，也可以小组间合作完成，

让学生自编自导自演，但要充分尊重故事人物个性，可以适

当地的改编剧情。总的来说，小学生课外阅读不应该固定某

种形式，这样小学生天马行空的思维才能展现得淋漓尽致，

并且不会在课外阅读中感受到压力，进而真正爱上课外阅读。

值得强调的是，无论哪种形式的课外阅读都不是看看就行，

其目的就是获取知识，增强能力；而且很多优秀的课外读物

词汇优美，情感丰富，这都是小学生在课外阅读中需要汲取

的。对于课外阅读能力较差的学生，教师就要给予相应的指

导，尤其是方法的选择应该更具针对性，笔者总结了四种方

法，主要有：“读”就是让学生在课外阅读中掌握读物内容，

找出读不懂的地方；“查”就是利用工具书，解决生字、生词

难题，提高学生的解决基础问题的能力；“画”则是将自己喜

欢的句子和词汇画出来，将之作为阅读的重点，有必要的话

则对其进行摘抄，以便在以后的习作中用到；“记”就是将自

己喜欢的词汇、句子记下来，背下来，长期积累，作为以后

应用的素材。每次课外阅读的读物是不同的，方法也是不断

优化改变的，教师要指导学生不断总结优化方法，以便更好

地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其次，将课内与课外阅读相结合，

提高小学生阅读技巧。就新课程标准下的阅读来说，课内阅

读与课外阅读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根据学生课内阅读的

内容，寻找与之相关的课外阅读素材，不仅能让学生以课内

阅读为支撑，还能以课外补充课内，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

内阅读的内容。如学生在阅读《跨越百年的美丽》一文时，

教师可以展示与居里夫人相关的素材，一方面帮助学生掌握

更多关于居里夫人的知识，另一方面还能借此开展科普教育。

笔者给学生展示的《居里夫人的故事》，学生从这篇文本中总

结了居里夫人的辛苦付出和为科学付出的高尚品质。这种借

助课外阅读补充课内教学的方法，拓宽了学生的知识视野，

实现了课内与课外的有机融合，也实现了二者彼此促进。需

要强调的是，课外阅读不能作为考核的对象，但必须要强调

阅读效率，教师更不能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另外，读物的

选择也不能所有学生都一样，教师要针对学生阅读实际和兴

趣，分层次推荐相关读物，比如，教师在布置班级阅读角的

时候，先让学生根据自己兴趣将所有读物都放在阅读角，然

后教师再根据小学生的心理、个性对读物进行选择，如此，

学生所喜欢的读物都能搜集到阅读角，为本班级营造良好的

阅读环境，而且不同层次学生选择不同读物，对所有学生阅

读能力都有所提升。最后，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吸引学生

的阅读注意力。教师在营造良好的阅读环境，吸引学生注意

力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重视班级阅读角的

建设。在上文笔者已经论述，让小学生将自己喜欢的读物放

在阅读角，并将自己喜欢的读物分享给自己的好朋友，这样

班级阅读资源进一步得到丰富，班级阅读环境也能进一步优

化。第二，加强与图书馆等单位的联系。课外阅读是一个范

畴较广的概念，而且课外阅读资源浩如烟海，营造良好的课

外阅读氛围，就有必要让学生体会知识的浩瀚，如此就必须

加强与图书馆的联系，鼓励学生充分利用节假日以小组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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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深入图书馆，选择自己喜欢的读物。第三，强化班级阅

读环境营造。除了上述的交流会、阅读竞赛等活动，教师还

可以在教室张贴条幅、名言等，让学生时刻谨记课外阅读，

以外力激发学生课外阅读的动机。

三、养成读记好习惯，激发学生阅读创新精神

新课程标准将良好阅读习惯培养作为阅读核心素养培养

的重要内容，小学阶段是小学生阅读习惯养成的关键时期。

阅读本身就离不开记忆，但单纯的阅读极容易造成遗忘。教

师要引导学生养成读记的好习惯，学生在阅读中遇到好的词

汇，或者好的句子，或者自己突发的感悟，要及时记录下来，

随时翻看，如此日积月累，学生能掌握更多的好词好句，为

学生写作水平的提升奠定基础。比如学生在阅读某课外读物

中，遇到某一句子，当时学生理解起来比较困难，教师就可

以引导学生将之记录下来，然后结合生活中的某些现象，充

分联想，然后将对词句的理解写下来，并加上小标题，如此

学生就能在课外阅读中锻炼自身的写作能力。当然，课外阅

读方法不仅只有教师的引导，同时，家长也应该参与到课外

阅读当中，以家校联系为基础，家长积极配合教师，帮助学

生选择好的阅读文本，然后家长与学生一起参与到课外阅读

当中。另外，新课程标准还提倡利用课外阅读培养学生的创

新精神，毕竟课外阅读涉及内容较多，教师有选择地为学生

推荐课外阅读读物，让学生在课外阅读中树立“敢为人先”

的精神，让学生勇于探索，敢于追求未知事物，以此培养学

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

四、完善课外阅读评价体系，提高小学生课外阅读的
质效

小学生的课外阅读评价体系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

在评价理念相对滞后，存在与现行课外阅读教学脱节的现

象，在评价全面性和机制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在此评价体系

不健全的背景下，并不能实现以评价促发展的目标。笔者建

议可以建立学生课外阅读“个体档案”，其中包括学生课外阅

读的书目、过程、心得以及体会，如此有利于教师给予更贴

近实际的评价，而且针对学生在课外阅读中的薄弱环节能及

时给予指导。其实，现在一些 App 完全可以将学生课外阅读

电子档案建立起来，比如会课等，都可以将学生课外阅读个

人档案及时总结。但值得强调的是，由于小学生个体的差异

性，阅读能力也不尽相同，教师在安排课外阅读任务时，要

注意任务的层次性，确保每次阅读都能让学生有所收获，这

样学生才更有信心投入课外阅读当中。而完善的课外阅读评

价体系，就是让学生在每次阅读中都有所进步，并及时发现

学生课外阅读的薄弱环节，以更有针对性地让学生获得科学

的指导。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课外阅读是小学生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的重要

内容，教师要提高认识，提高对课外阅读指导的重视程度，

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提炼小学生课外阅读指导方法，从读物选

择、方法指导、内外结合等几个重要环节入手，以激发学生

课外阅读动机为目的，真正让学生爱上课外阅读。

参考文献：

［1］杨苏 . 小学语文课外阅读有效指导策略的研究［J］.
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18（02）.

［2］刘书莲 . 在“兴趣与方法”上下功夫——指导小学

生课外阅读的策略浅谈［J］. 新教师，2017（12）.
［3］刘燕 . 小学语文课外阅读指导策略的研究［J］. 新

课程（小学），2015（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