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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的现状及优化策略
毕慧彦

（任丘市第三实验小学，河北 任丘 062550）

摘要：阅读能力是阅读的基础，更是阅读的工具。小学语文是进行学生阅读能力培养的基础阶段，对于学生今后的阅读学习有着重

要作用。而新课改的实施，再一次强调了阅读能力的作用，提出了对于阅读能力培养的重视。时代的前进迎来的是教育的改变。只有不

断改变才能够培养最出色的时代人才。因此，小学语文教师也要做出改变，尤其是在教学方向上，应该结合当下学生阅读能力培养现状，

来制定优化策略，达到新课改的要求，为学生的进步搭建好前进的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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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本文章作为知识汲取的源头，是学生们获得进步的阶梯。

但是想要真正地将知识纳为己有，就需要学生具备吸收知识的工

具，这便是阅读能力。如果不具备良好的阅读能力，学生们在阅

读文章时，不能够快速、高效的理解文章内涵和想要表达的精神，

只能够通过强行记忆在考试中获得好的成绩。这样不仅会降低学

生阅读效率，对于学生文化素养的提升和道德观念的塑造都有着

负面影响。当学生具备良好的阅读能力，这些问题自然可以迎刃

而解。而对于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则要从实际出发，找到现状，

才能够对症下药的解决，从而培养学生阅读能力，为学生打开知

识之门、汲取知识营养提供好助力。

一、小学语文教学阅读能力培养现状

（一）阅读氛围枯燥

阅读氛围是阅读能力培养的外在基础，也是唤醒学生阅读积

极性的关键。积极融洽的阅读氛围，能够让学生们快速进入到深

度阅读状态，从而实现高效阅读、快速理解。但是枯燥、严肃的

阅读氛围，只会加重学生的烦躁情绪，让学生无法静下心去感悟

文章、理解文章，甚至还会让学生产生厌学情绪，影响到阅读能

力的培养。

在当下，阅读氛围枯燥已经成为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现状之一。

一些小学语文教师在开展阅读教学时，一般都是让学生进行默读

或者是一起朗读。默读的环境过于压抑、沉闷，学生们很难聚精

会神地阅读文章，更无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而一起朗读，虽然

可以提高注意力，但是学生往往都是跟着教师快速朗读，对于文

章内容不能够深入感悟，更无法进行理解掌握。

（二）教学方法单一

时代的前进自然也推动了教育的发展。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

天，越来越多新时代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开始出现。但是一些

小学语文教师还没有做好迎接时代变革的准备，在教学中依旧沿

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将知识点的传授作为主要的阅读教学方式。

让学生们在阅读完文章之后，跟随着教师的思路去思考和理解文

章，最后将知识点进行罗列，让学生们进行记录。如果无法理解

文章内容的学生，就只能够通过记忆和背诵知识点来强行理解，

从而在考试中获得较好的成绩。

这样的现状只会让学生们失去对于文章的真正把控，将学生

们的思想围困在传统的高墙中，失去了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的基础。

小学语文教师不能够将学生当作了记忆机器，这样虽然可以在考

试中获得较好的成绩，但是对于学生的成长毫无益处。甚至还会

让学生产生抵触和厌学情绪，最终影响到小学语文阅读课程的开

展，制约学生阅读能力的成长。

（三）阅读内容过于局限

阅读是帮助学生开阔眼界、获取知识。对于学生而言，能够

阅读到自己喜欢的内容，可以激发他们阅读的动力，也能够让学

生们进入到深层次的阅读状态，对于文章核心有更直接的感悟理

解。如果学生的阅读面较为狭窄，就会限制学生阅读能力的成长。

这样一方面让学生们的知识量成长受到了阻碍，另一方面局限学

生的思维想象，也不利于学生阅读兴趣的培养。

虽然课本内容是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重中之重，但是小学语

文教师可以引入一些课外文章，让学生们能够阅读自己感兴趣的

内容，获得自己想要得到的知识，实现知识底蕴的丰富和思维空

间的开拓，由此来打好阅读能力培养的基础。

二、小学语文教学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的优化策略

（一）开展自主阅读，活跃阅读氛围

针对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氛围枯燥的现状，小学语文教师可以

通过开展自主阅读来进行优化。自主阅读可以将阅读的主动权交

给学生，让学生们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方式来进行阅读，从而活跃

阅读氛围。但是为了能够保障学生们的阅读效率，教师也应该提

前设置一些阅读任务，给学生们充足的时间去进行阅读理解，然

后进行汇报。当然，自主阅读可以让学生们进行交流互动，这样

可以进一步活跃阅读氛围，也能够在交流中进一步帮助学生深层

次理解文章，推动小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

对于自主阅读的开展，小学语文教师应该秉持着自由、自主

的原则，在规定的时间内让学生们根据自己的节奏和布置的阅读

任务来进行阅读，从而实现阅读氛围的活跃和阅读能力的培养。

本人在进行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时，也采用了自主阅读的教学方式，

给学生们布置相应的阅读任务，然后让学生们进行自主阅读。例

如我在进行《将相和》这一课的教学时，我便为学生们布置了相

应的阅读任务，让学生们根据任务进行十五分钟的自主阅读和讨

论交流时间。我布置的阅读任务包括：通读全文，认识所有的生

僻字；找到《将相和》想要表达的精神含义；能够简要概述整篇

文章讲述的故事。在布置了阅读任务之后，学生们迅速进入阅读

状态当中，还有很多的学生在不断地讨论交流，发表自己的想法。

整个班级的阅读氛围变得积极、热烈。在自主阅读环节完成之后，

学生们都积极地举手回答刚才布置的阅读任务，学生们的答案不

仅全面而且深入。由此可以看出，自主阅读对于活跃阅读氛围、

培养学生阅读能力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开展情境创设，强化学生理解感悟

在科技发达的今天，阅读方法早已经在数量和质量上有了巨

大的突破。能够供教师们选择的阅读教学方法也有很多。但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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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有一些教师不愿突破改变，沿用传统阅读教学方法，限制了学

生阅读能力的成长。针对这一现状，小学语文教师需要做出改变，

结合一些全新的教学方法例如情境创设，来强化学生对于文章的

理解感悟。而且情境创设的方式多种多样，可以给学生们不同的

体验，从而助力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

小学语文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来创设情境，让学生们在动

态的情境中，直观感受文章想要表达的情感和内容，让学生自主

代入其中，继而加强文章核心内容感悟，实现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

不论是哪一种方式，对于培养学生阅读能力以及激发学生阅读兴

趣都有着很好地促进作用。本人在进行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时，也

采取了情境创设的教学方法。例如在进行《圆明园的毁灭》这一

课的教学时，我利用信息技术创设出了圆明园毁灭的情境，包括

相关的影视片段、毁灭前后的照片对比等等，让学生们感受到一

座伟大的建筑在国家遭受侵略之后被破坏的景象，唤醒学生心中

的爱国情怀，传达出文章不忘国耻、复兴中华的核心理念。在课

堂教学过程中，学生们的心神都沉浸到了情境之中，对于圆明园

的毁灭充满了叹息和不甘。很快在感受到了情境中传达的思想和

内容之后，很多的学生都表示要努力学习，在长大之后有能力去

恢复那些被侵略者毁灭的文化遗产，能够保护国家不再受到侵略。

当然除了进行内容情境创设之外，小学语文教师也可以通过生活

情境创设来实现强化学生理解感悟的教学目的。例如在进行《慈

母情深》这一课的教学时，小学语文教师可以通过搜集一些学生

母亲为家辛苦操劳的照片，来创设出生活情境，让学生们进一步

感悟到母爱的伟大，深入理解这一课的主题思想。

（三）开展课外阅读，拓展学生知识面

课外阅读也是阅读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课外阅读能够让

学生们根据自己得兴趣爱好，选择自己喜欢的文章方向，获取自

己想要得到的知识。这不仅是对于学生阅读兴趣的激发，更是对

于学生知识空间和思维层面的拓展，是促进学生阅读能力培养的

催化剂。但是当下课外阅读并没有被大部分教师重视，也成为制

约小学语文阅读课堂开展的一个因素。

针于这一现状，小学语文教师要改变传统思想。在阅读教学

中融入课外阅读，释放学生自由的天性。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我

就会根据教学内容引入一些相关的课外读物，让学生们在阅读的

过程中，更好地体会文章主题思想，从而加深学生理解，实现学

生阅读能力的培养。除此之外，我也会定期开展一些主题课外阅

读活动，帮助学生拓展知识面。例如本人在进行《猎人海力布》

这一课的教学时，为了更好地体会海力布舍己为人的精神。我也

引入了一些相关主题思想的故事，其中有《橘子老虎》《大禹治水》

等等。通过引入更多的故事，让学生们看到了更多有趣的事迹，

也从中感悟到了猎人海力布舍己为人的伟大精神。除了根据教学

内容引入课外文章之外，我也会定期开展一些主题课外阅读活动。

例如我曾经开展过一次“我喜欢的人物”主题课外阅读活动，活

动中学生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人物传记、故事寓言等等进行阅

读。但是在活动最后，需要选出自己所读文章中最喜欢的人物，

然后讲述自己喜欢他的理由。通过这样的活动，学生们可以有目标、

有方向地阅读。还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书籍进行阅读。在开展了

这一主题阅读活动之后，学生们都进入到欢乐的课外阅读时光，

可以看到学生们充满求知欲的双眼和微笑的脸庞。这些都宣告着

学生们对于课外阅读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在最后的演讲环节，

学生们都非常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很多学生讲得非常好。例如

其中有一个学生在阅读了《三国演义》之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表示自己虽然没有看完，但是却非常喜欢《三国演义》中的诸

葛亮。喜欢诸葛亮的原因是因为他不仅仅非常聪明，而且一直忠

诚于自己的主公刘备，一直尽心尽力的辅佐刘备，让刘备从四处

逃跑到有了基业，这些都展示了诸葛亮的聪明才智，所以他非常

喜欢诸葛亮。其他的学生也都纷纷将自己所喜欢的人物进行了阐

述，这些都表明学生真正的读到了心里，发挥出了课外阅读活动

的真实效用，对于培养学生阅读能力起到了帮助作用。

总而言之，阅读能力对于小学生而言是一把钥匙，也是一项

工具。它是学生们打开知识之门的钥匙，也是学生们学习进步的

工具。尤其是在如今新课改的背景下，培养学生阅读能力更是显

得尤为重要。小学语文教师需要做到的便是结合当下小学语文阅

读能力培养现状，总结出学生阅读能力培养的问题所在，继而通

过优化策略来实现小学生阅读能力的有效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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