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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养小学中高段学生语文阅读理解能力
梁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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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小学教学中培养学生阅读理解能力，是增强学生综合文学素养、开拓学生学习视野、让学生接触更多阅读素材的

有效教学方法。但由于小学生年龄偏小，对于阅读素材的理解不够深入，所以仍然需要教师对学生的阅读内容加以引导，才

能够帮助学生快速获得阅读理解能力，养成良好的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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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Cultivate Chinese Reading Comprehension Ability of Middle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Prim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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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ivating students’ reading comprehension ability in primary school teaching is an effective teaching method to enhanc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literary literacy，broaden students’ learning horizons，and allow students to contact more reading materials. 
However，due to the small age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their understanding of reading materials is not deep enough，so teachers 
still need to guide students’ reading content，so as to help students quickly acquire reading comprehension ability and develop good 
reading interest and reading hab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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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语文的教学里，阅读理解是一项非常重要能力，
不仅可以帮助小学生加强对语言的领悟力和使用技巧，而且
还是帮助小学生提升语文核心素养的主要形式。教师务必重
视语文阅读的教学情况，不断改良教学计划，增加阅读课程
的比重，不断对学生的阅读能力进行提升。对此，教师在开
展语文教学活动时，要侧重于提高小学生的阅读理解水平，
经常进行预读训练，帮助学生养成优秀的阅读习惯，增强小
学生的语文表达技巧。

一、培养学生阅读理解能力的必要性
语文阅读教育就是为了使学生掌握如何在文章中感受、

欣赏和评价文章的情感，增强学生的分析理解能力，养成优
秀的阅读习惯。同时帮助小学生对句式组成结构和字词分析
等更深层次的了解与领悟，不断增强学生阅读思路。此外，
教学中进行小学生阅读本领的开发提升，还能帮助小学生语
文表达得到进步，尤其是在写作方面的遣词造句会得到很大
的提升。在开展阅读教学的时候，教师不妨重点针对学生的
组词造句和仿写词句的情况进行提升，增强小学生分析理解
的技能，为以后文科知识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培养学生阅读理解能力存在的问题
现下，小学语文教学最重要的是帮助学生清楚地了解我

国传承的民族文化历史，能够对将来的学习打下稳固的根基。
但并不代表在语文教学中仅教授这一方面的知识，也包括开
发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帮助学生进行自主性阅读。鉴于小
学语文课程的学习有很大程度的开

阔性，包含许多常识和原理，所以，教师对语文课程的研
究探讨，要重视学生之间理解能力的不同，对不同情况存在的

差异分类解决，做到因材施教，更稳妥地提升学生阅读能力。
（一）教学方式方法存在的问题

在小学语文的课程安排上，大部分教师依旧按照传统教育
的方式进行教学，按照考试内容对学生开展系统地教学方式，
教学内容依然以课本为中心。此外，尚有一些教师一心抓学生
的考试成绩，按照分数的多少开展学生的划分和评定，使得学
生只能不停地进行补习和训 练，没有精力开展课外阅读活动。

（二）课程方面存在的问题

现在的小学语文教学课程，因为要面对应试考试，所以
大多数学校认为没有必要给学生时间进行阅读，它不能给学
生的成绩带来提高，不会将阅读当作需要学习的部分。平时
的阅读量少，学生的知识积累仅限于课本和试卷上的内容，
这样不只是对学生的阅读能力没有帮助，而且会造成学生的
理解分析能力和个人修养得不到发展。

三、培养学生阅读理解能力的策略
（一）个性解读阅读内容，发挥主体作用

小学语文教师要有意识地留给学生思考的时间，使其能
在语文课堂中积极思考，使其思维能力和理解能力得以有效
锻炼。在鼓励其自由思考的同时鼓励其展开自主探究，积极
分析阅读的相关内容，并能结合其中的观点产生自己的见解，
在探究互动中进行思维的碰撞。每个学生的思考方式各不相
同，教师要引导其在探究互动中互相尊重，让互动更加高效。
这个过程能让小学生充分理解阅读内容，使其学习的主体地
位得以充分体现。教师可以提前布置一定的任务，鼓励学生
在阅读的过程中及时记录自己感兴趣的词句等，并对其展开
高效的分析；能根据自己的理解产生一定的见解，将其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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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方式进行记录；对较为特别的句子进行有针对性的解读，
并且能在旁边进行相应的标注，同时也将自己产生疑惑的部
分加以标记，进而及时请教老师。教师可以鼓励学生与大家
分享自己的看法，教师对每个学生的分享都给予足够的尊重，
并对积极分享的学生给予表扬，从而激发其学习动力，对其
他同学形成激励，促进整体学生提高阅读能力，为提高语文
素养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合作分析课文，展开思维碰撞

中高学段的小学生在思维发展方面相对于中段和低段学
生来讲已经较为完善，他们拥有较为丰富的内心世界，在进
行阅读理解时，能形成自己独特的思考角度，以不同的切入
点进行理解。在实际的教学引导中，教师要用合适的方法展
开引导，让学生在任务驱动法的引领下展开高效学习。教师
可以让学生之间互相合作，对相应的课文展开分析，以合作
探究的方式阅读课文，让整个阅读课堂氛围更为活跃，促使
更多的学生积极参与其中，使其进行积极的交流，在不断地
互动中产生共鸣或进行观点碰撞，丰富每个学生的阅读体验，
使其更加热爱阅读。在课堂之初，教师先为学生分组，将不
同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的学生进行均衡分配，并且给每个小
组布置相应的阅读任务，使其能在小组探究中有针对性地进
行阅读。在不断地交流活动中，小学生能以不同的维度为切
入点展开探究，为了保证课堂参与度，教师对每个小学生的
课堂表现加以关注，掌握每个学生的探究动态，避免其开展
与讨论话题无关的内容，进而造成课堂时间的浪费。并且为
每个组选出一名代表，在讨论结束后对本组的讨论结果进行
发言，展示其探究成果，让课堂得以高效进行。

（三）积极创设情境，引发情感共鸣

小学语文教材是由相关专家精心编制而成的，因此，在
课本中有很多内容深刻的文章，对于小学生而言有一定的理
解难度，学生不能完全领悟文章的精髓部分，在具体的阅读
过程中不能对其进行透彻的理解，不利于其领悟文章的意境
以及蕴含的内涵。针对这个问题，语文教师要结合高学段小
学生的学习心理，在设计课件时创设合适的情境，并在其中
融入能引起学生学习兴趣的内容中，从而有效拉近学生与课
文的距离，使学生产生情感共鸣，促使其对文中的深刻内涵
有效理解。教师可以充分借助多媒体信息技术，充分发挥高
科技教学优势，结合文章的整体情绪展开渲染，让小学生能
在阅读的过程中更快地理解课文内容，受到一定

的熏陶。在合适的氛围下，教师展开相应的阅读分析，
帮助学生更好地领悟文章内容。

（四）调动多方思考

为了使小学中年级的学生积极思考语文阅读中的信息，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还可以通过向学生提出与阅读相关问题的
方式调动学生进行多方思考，并让学生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和
看法。在此基础上，学生的意见能相互交流、彼此碰撞，这
更利于学生对文本的深入解读和分析，可以让学生在此基础
上获得更多对语文阅读课程的理解。

在教授《一只窝囊的大老虎》时，为了让学生积极进行
思考，深入理解文本内容，我向学生提出了问题：“在读完课
文后，你觉得课文中的‘我’是怎样的人？”这一问题引发
了学生的积极思考，许多学生开始对此进行分析，并表达自
己的看法。一位学生说：“我觉得文中的‘我’应该是非常渴
望得到别人认同的。因为她一开始就非常期盼参加演出，之
后也非常认真地进行排练。”另一位学生说：“我觉得文中的

‘我’还是一个勇于表现自己的人，尽管她的表演并不很成
功，但是依然敢上台去表演。”接着，我点点头，并对学生
说：“大家分析得没错，这就是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从这
一过程中，可以看出调动多方思考的方式能加深学生对文本
内容的理解。

（五）借助信息技术，培养阅读兴趣

在小学语文教学活动中，教师要关注学生阅读兴趣的形
成。培养阅读兴趣，方式多样，从教学需求入手，选择最适
合班级学生的兴趣培养方式，才能保证阅读教学效果。信息
技术的快速发展，让教师有了更为丰富的教学工具。利用信
息技术组织小学语文阅读教学，强化学生的感官体验，吸引
学生的注意力，有利于其阅读兴致的提高。

比如，在教学《乡下人家》时，教师可以利用信息技术
给学生展示乡下人家的生活常态，看一看乡下人家洗衣服的
场景，市场里、小地摊上买菜、买水果的场景，看一看乡下
人家三五成群聊天的日常画面，有利于学生在头脑中构建个
性化的乡下人家的情境。用信息技术展示丰富的资料，调动
小学生的思维，促进他们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在头脑中生
成更多画面。每一位小学生有不同的生活经历、有不同的过
往记忆。利用信息技术抛出“砖”，引出“玉”，能够激起小
学生阅读课本文字的兴趣。将信息技术应用于阅读教学活动
的不同环节，发挥不同的作用，帮助学生找到阅读的积极情
感，解决阅读困难，有利于阅读理解力的发展。

四、结语
综上，在小学中年级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个

性解读阅读内容，发挥主体作用；合作分析课文，展开思维
碰撞；积极创设情境，引发情感共鸣；调动多方思考；借助
信息技术，培养阅读兴趣；丰富教学方法，强化阅读感受；
开展群文阅读，提高阅读效率；开展课外阅读，多做理解练
习的方式来培养他们的阅读理解能力，这样学生在语文阅读
课堂教学中便能获得更多知识和技能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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