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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策略教学让小学高年级语文课堂绽放光芒
文/郭维先

摘要：现代社会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信息的传播也越来越快。因此阅读在现今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

用，针对现今大量信息的出现，更要注重阅读的有效性，要发挥阅读在教育教学中的作用。同时新课改背景下

要求不断地提高阅读教学来促进学生的阅读能力，因此需要使阅读教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促进学生的阅读能

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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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学语文阅读课堂现状

（一）学生的主体地位缺失

小学语文课堂中依然是有着传统的语文阅读课堂

的教学模式。语文教师是课堂的主体，对语文阅读课

堂的教学有着主导地位，而学生则是属于从属地位，

并未有机会与语文教师展开平等对话。因此在语文阅

读课堂中，小学生只能被动接受小学语文老师的知识

传授，而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同时，传统的

语文阅读课堂容易消磨小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同时

抑制了小学生的创造性，不利于小学生的语文思维能

力的发展。

（二）语文阅读课堂缺乏合作

在小学语文阅读课堂中，可以发现小学语文老师对

于语文的教学都是一人讲的模式。以小学语文老师为主

体的阅读课堂的教学，而没有让小学生之间展开交流与

合作。语文阅读课就成了语文教师的“一言堂”，学生

之间的语言交流少，师生之间的语言交流则是更少。这

样的语文阅读课堂不利于小学生的语文学习，也降低了

学生交流的合作性和语文学习的积极性。

二、语文课堂中如何展开阅读策略

通过阅读能够让学生形成自己的理解。同时，

通过阅读也能够帮助学生把握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

在阅读文章和阅读书籍当中能够阅读，通过阅读能力

训练，让学生快速进一步有层次地理解语文课文的主

旨和文章的内容，能够进行一个深层次的把握。阅读

能力的培养能够帮助学生在语文阅读当中的深化。同

时，能够让学生在阅读美精美句子或者是优美句子

时，体会文章和诗歌中所能表达的美和情感，进一步

丰富学生的学习情感。

（一）立足语文课堂进行课内阅读

首先，小学语文的课内、课外的阅读衔接要立

足于课堂。在语文课堂内来进行课内阅读的安排，确

定好合理、科学的教学目标，来引领学生进行课内阅

读。比如说，在学习《扁鹊治病》故事时，可以通过

学生立足于课内的阅读进行角色的扮演，让学生扮演

蔡桓公、扁鹊这两个角色，来进行人物的对话，帮助

学生进行课内的阅读。

同时语文教师应根据课内的教学，来为学生设

置课外阅读书目。例如，学习《扁鹊治病》后向学生

介绍与战国时期有关的书目，来促进他们课外阅读的

展开。另外与战国故事有关的，比如说《退避三舍》

《纸上谈兵》《围魏救赵》等故事进行课外阅读。通

过课外的书籍的补充来衔接好课内知识。根据课内教

学的展开，来安排课外读本，有利于小学生进行课外

阅读。因为，学生的年龄较小以及选择能力差，因此

作为语文老师要根据学生的学习状况，安排课外阅读

的书目，有目的地向学生推荐课外书目，提供学生正

确的选择，来促进学生更好地进行课外阅读。

其次，在阅读教学《金色的鱼钩》时，可以了

解到抗战时，那些战士的无畏精神。可以让学生去阅

读跟这有关的红色人物故事，比如说毛泽东以及周恩

来，还有邓小平的故事，让他们了解这些历史上著名

的伟人故事，来促进课内课外知识的衔接，以及提高

学生的阅读兴趣。

最后，语文教师在课内的教学当中要激发学生的

学习热情，同时点燃他们对于这些伟人的崇拜之情，

让小学生的阅读兴趣不断提高，来促进他们对于语文

的学习。

（二）小组合作探究

语文教师通过学生的小组探讨来培养学生的阅读

能力。因为学生在阅读的思考当中，只是单人的一个

思考，如果能够进行小组合作进行交流探讨，并且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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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合作，探究式地解决阅读问题，有利于学生将自己

的思想和看法结合在一起。从而丰富学生的认知和理

解。在语文阅读教学当中，如果学生是单一的阅读理

解，这是一个不太理智的行为，因为单一的阅读理解

容易限制学生的阅读能力的培养，同时不利于学生的

知识学习和阅读能力的训练。通过小组探究的方法来

促使学生学习氛围和阅读氛围的一个培养，同时给予

学生一个自由表达和学习交流的机会，让他们通过小

组合作的方式畅所欲言，进行思想化的深入，帮助学

生的学习，帮助阅读思路的打开，同时有利于阅读能

力的提高。

（三）阅读作业布置

通过学校语文老师进行语文阅读作业的布置来

进行阅读教学。比如说；小学生在进行课内课外阅读

过程中，可以要求小学生进行读书笔记的写作，让学

生抄录在阅读课外阅读过程中所喜欢的优美的词段来

进行一个分享，帮助小学生进行一个读书报告会的分

享，来促进小学生阅读能力的提高。

其次，通过课内知识的学习，让学生来进行练

习。比如说在学习《七律 长征》的时候，学习伟人毛

泽东的故事，并且对毛泽东的《七律》进行仿写，帮

助小学生多方面的阅读。

总之，通过以上方式能够有效地促进学生阅读

能力的提高。同时能够让学生了解到语文学习的重要

性，要知道生活处处是语文，处处都是语文课堂。因

此通过课内课外的衔接，让小学生能够爱上语文，同

时帮助语文课堂的高效展开。

三、培养学生的阅读情感

情感是获取知识的土壤和动力，萎靡不振、得过

且过的生活状态都是教育的大敌。情感充沛、精神饱

满的情绪可以感染到生活中的每一个人。教师在培养

学生的阅读能力的同时一定不能忽略情感的重要性，

在我国传承下来的经典文学作品中都蕴含作者刻骨铭

心的情感，无论是小说传记还是诗词歌赋，字里行间

所传递出来的情感就是文章所表达出的思想格局。一

篇著名的史诗之所以能够流芳百世、永垂不朽，正是

因为作家文人笔墨中饱含的情感，凝聚着作者的心血

和生命。

“文章情铸成”是为了让学生深刻体会到文章的

浓烈情感，学生可以从字里行间慢慢走近作者的内心

并和他们进行亲切的心灵对话，这对于学生理解课文

内容和中心主旨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教师要善于利

用情感对话把没有色彩的文字加以点缀装饰变得有血

有肉，让学生通过反复阅读和思考体悟到文章背后的

深切情感。阅读作为语文教学最重要的基础环节，它

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学生通过深入阅读可以更加

深层次地感受到课文形象和不一样的精神境界。而阅

读教学对于高年级学生是不一样的，阅读不仅仅是单

纯的念文字，需要附加感情、分角色、有节奏地朗读

课文，让学生在情感和阅读上达成一致，有效提升阅

读效率与质量，保障阅读能力。

四、适当拓展延伸

阅读能力的培养并不仅仅局限在学校的课堂上，

沟通课堂内外，充分利用学校、家庭、社会等教育资

源，拓展学生的学习空间。作者在课本中描绘的世界

充满着虚无缥缈，从文字走向生活，这是从“读”到

“品悟”的过程，我们在课堂上跟随着老师的步伐循

序渐进，课后从繁杂的教案中解脱出来释放自己的洒

脱和自由。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和

文章特点设计出创新、灵活的教学流程，在课堂上善

于抓住学生的个性释放他们的语言天赋，充分展示语

文学科的文字魅力和人文魅力，让语文课堂成为学习

的乐园。

五、结语

总而言之，阅读教学承载着语文教学的诸多

因素，从小学、初中再到高中，语文的阅读教学寄

托更多的是期望与活力，同时也承担了更多的责任

与期待。小学语文老师的教学重难点是学生语文素

养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和阅读视野的增长，时间

的积累会把我们带向一个更广阔的空间，进而提高

语文的素养。因此，通过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是提

高学生语文素质的关键，同时也是提高学生语文成

绩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但是阅读能力的培养不是一

个一蹴而就的过程，需要语文教师进行循环渐进的

培养，通过多方面的阅读语文书籍，提高阅读量，

“听”“说”“读”“写”的有机配合才能提高阅读

效率。

阅读是一门艺术，需要师生进行长期的钻研和探

究，阅读书籍除了课本上的知识更不能少了阅读经典

名著和中外名著。同时要求语文老师注重阅读教学，

在课堂实践当中创新语文阅读教学方法，建立高效的

语文阅读课堂。希望语文教师们能够携手在这条路上

愈挫愈勇，在荆棘路上开出最美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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