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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汇

“读中感悟”是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十分重要的
实践活动，也是小学语文阅读教学重要构成部分，是
语文教学质量得以提升的根本，也是广大语文教师十
分关注的一项教学内容。新课标中有指出，各年级都
应该要提高对于朗读的重视程度，充分发挥出朗读对
理解课文、发展语言以及陶冶情操的积极作用，指导
学生在朗读过程中获得感悟，从而有效优化小学语文
阅读教学，促进学生语文阅读理解能力得以发展。可
是，究竟要如何在语文教学中引导学生“读中感悟”
呢？对于这样问题，笔者也提出了如下建议：

一、以读为本，读中感悟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明确提到，要让学

生充分地读，在读中整体感知，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
中培养学生语感以及接受情感熏陶。读可谓是“感”的
基础与前提，无感自然也就无悟。为此，教师在小学语
文教学实践期间，一定要注重到“读”的重要性，在课
堂上摒弃一切繁琐的设计和分析，通过巧妙设计来引导
学生反复读书，让学生在反复读书过程中获得自己的感
悟，这样才能让学生在朗读过程中获得良好的感悟，同
时有效接受文本思想情感熏陶，真正有效实现“读中感
悟”。以《圆明园的毁灭》为例，教师在教学课堂上即
可指导学生展开朗读，在学生初读的时候，教师要求学
生读正确、读通句子，以此来为学生进一步理解奠定基
础；而在语文课文重点句、段学习的时候，教师则可以
指导学生对文本中的关键之处、精妙之处进行精读，以
此来有效强化学生情感共鸣，之后再结合阅读文本来为
学生创设出相应的问题情境：“在读的过程中你们感受
到了什么？”借由此来有效引导学生在读的过程中解疑
与感悟，从而有效激活学生创新火花，促进学生“读中
感悟”。

二、注重朗读，深化感悟
朗读作为学生感悟语言、品味文章的重要方式，

也是一种传统的阅读方式，同时也是十分有效的一种阅
读方式。心理学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小学生有意注意时
间较短，而大声朗读则能够有效维持学生注意力，提升
学生有效阅读时间。为此，教师在语文教学中要想有效
引导学生读中感悟，还需要注重朗读，让学生在朗读过
程中更加深刻地领悟文章思想情感，从而有效帮助学生
在朗读中形成语感，这不仅能够深化学生文本感悟，还
有助于学生口语交际能力得以提升和发展。在学生朗读
之前，教师可以先为学生介绍文本创作背景，亦或者是
引导学生探究文本创作原因，也可以借助于多媒体技术
来为学生创设出相应的情境，借由此来引导学生更加积

极、主动地参与到朗读情境体验中，这样学生不仅能够
获得感悟，还能在朗读中享受美感，从而有效陶冶学生
性情。以《草原》为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即可为学生
配上草原图片与视频，然后一边播放一边让学生欣赏朗
读，借此来帮助学生更好地领略草原的景色，从而有效
激发学生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思想感情，最大程度促进
学生读中感悟。

三、激发想象，理解感悟
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过程中，要想真正让学生在

读中感悟，除了上述几点之外，教师还可以在教学过
程中展开创造性阅读，这能有效激发学生想象力与创
造力，进一步强化学生对于文本的感悟和理解，从而
有效优化小学语文教学。在阅读教学课堂上，教师可
以引导学生发挥出自己的想象力与联想能力，将语言
描述的形象进行还原，亦或者是鼓励学生想象出课文
之中描述人物的景物、形象、场面，以此来让抽象的
文字在学生头脑中活起来，这样学生自然能够在想象
中获得良好的感悟和理解，从而有效优化语文教学。
以《开满鲜花的小路》这一课为例，为了能够让学生
更好地获得感悟，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联
系自身实际生活发挥出自己的想象力，想象一下自己
回家路上有一条开满了鲜花的小路，让学生在闭眼想
象的时候感知与体验，这样就能有效强化学生对于文
本的理解和感悟，而教材上简单的文字符号也能够变
成丰富的语言形象，这样就能在入情入境中有效强化
学生体验和感知，从而最大程度优化小学语文教学，
让学生真正在课堂上实现“读中感悟”。

四、结语
综上所述，阅读是人类获得知识的重要渠道，语

文阅读本就是以培养学生阅读能力与技巧为核心，借
助于听说读写综合训练来有效提升小学生语文素养。
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一定要结合阅读文本来
引导学生读中感悟，这有助于学生语文阅读理解能
力、学科素养等多方面得以发展，从而最大程度优化
小学语文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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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中如何引导学生读中感悟
文/钟燕琼

摘要：就目前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现状来分析，虽然经常能够听到学生琅琅书声，可是却大多停留在一些较
浅的层次上，教师有读无导、学生有读无效，整个读只是流于表面。为了改进这一现象，本文则就语文教学中
如何引导学生读中感悟展开了探索，希望借此来有效优化语文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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