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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
上海市嘉定区马陆小学   孙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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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部针对二期课改的教育教

学目标制订的《新课程改革纲

要》明确提出：基础教育阶段学生阅读量

不少于400万字，这一要求的提出，对基础

教育阶段的语文教学有更深远的意义。它

明确地对各个学习阶段的阅读量提出具

体的要求，同时也对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

阅读能力培养有了方向性的引导。

关于“阅读”，各种权威著作皆有不

同的阐述。《教育大辞典》中指出：“阅读

是从书面语言获取文化科学知识的方

法，信息交流的桥梁和手段。”《中国大百

科全书》中指出:“阅读是一种从印的或写

的语言符号中取得的意义的心理过程，阅

读也是一种基本的智力技能，这种技能是

取得学业成功的先决条件，它是有一系列

的过程和行为构成的综合。”《阅读学原

理》中提到：“阅读是读者从写的或印刷

的书面材料中提取意义或情感信息的过

程。”阅读就其本质来说，是读者与文本的

交流，它不是对文本的简单翻阅，而是对

文本的一种再创造，是读者通过阅读建

构自己知识体系塑造自己精神领域的过

程；是与文本产生碰撞、整合、内化，将别

人的“言”内化为自己收获的过程；是实现

知识积累和满足身心愉悦的阅与读的过

程。

检验学生阅读情况，其阅读表达能

力无疑是一个有效的手段，它是一种外

显的阅读经历与经验分享。语文的阅读

表达能力包括口头表达能力和书面表达

能力。所谓口头表达能力，也就是我们通

常意义上所说的口才，就是将自己的思

想、观点、意见、建议，运用最生动、最有

效的表达方式传递给听者，并对听者产生

最理想的影响效果的一种能力。

那么如何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根据

《新课程改革纲要》的要求，结合基础教

育阶段学生的认知水平，我的做法如下：

一、激发阅读兴趣，培养阅读能力

1、身教言教，激发学生阅读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只有爱上阅

读，他们才愿意花时间与书中文字“亲密

接触”，才会期盼能与作者产生共鸣。所

以语文教师要培养学生的阅读表达能

力，应该让孩子爱上阅读开始。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首先自己应该是

热爱阅读的。给孩子树立“爱阅读”的榜

样，其次作为一名语文，应该把自己的阅

读经历“反刍”，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与

欲望。

2、创时创点，培养学生阅读习惯

“做学问的功夫，是细嚼慢咽的功

夫，好比吃饭一样，要嚼得烂，才好消

化，才会对人体有益”，中华传统文化

中，有许多作品需要我们教师去细细品

味，可仅仅靠语文教材中的那些篇目是无

法“深嚼”的。语文教材中的篇目只是名家

的代表作品之一，虽能在课堂中把一篇讲

透，可总不能以偏概全，中华文化源远流

长，作为语文教师的我们，应该以语文教

材为支点，画圆，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从

龙应台到桑央嘉措，从鲁迅到李煜，从孔

仲尼到罗贯中……我们要细品他们的作

品，更要通过作品了解中华传统文化，从

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所折射的精神内

涵。

有一年，笔者任教两个班级的语文

教学，其中还担任一个班级的班主任工

作。笔者进行了实验：一个班级有计划有

目标地开展阅读能力培养，另一个班级

只是完成该学段的语文教学。经过一个

学年，两个学期，开展阅读能力培养的班

级的阅读能力写作能力远远胜于另一个

班，班中出现了“校园小才女”“当代小诗

人”。可见，培养学生的阅读表达能力还得

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

二、了解作品背景，品读文本内涵

中国的文学储备十分丰富，从古至

今，中国的文学历史上涌现了许许多多知

名的不知名的作家，名篇佳作更是数不胜

数。在这些名篇佳作中蕴含着作者对当时

人文，历史，民俗的看法。通过中华传统文

化教育这些佳作，不仅可以与作者产生共

鸣，更能透过作品看到更深层次的内容，

1、以点带面，品文本

高年级第九册的教材与第十册的教

材，分别选入了老舍先生的作品《林海》与

《养花》。《林海》一文，作者把我们带到

了兴国安邦的兴安岭，让我们领略了兴安

岭的美，更能让我们跟随作者一起感受

兴安岭带来的亲切与舒适，字里行间，无

不表达了作者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

情；而《养花》一文，作者通过养花带来

的喜与忧，笑与泪，花与实，香与色，劳动

带来的见识，层层深入地告诉我们养花

的乐趣，作者的闲情逸趣在文章中淋漓

尽致地体现，更让我们感受到“人民艺术

家”的文学造诣与人格魅力。我们在与作

者产生共鸣的同时，更会被作者那种热爱

生活、爱国情怀所感动，从而影响到自己

生活的点点滴滴。

2、融会贯通，研历史

《纲要》中提到的很多名家名篇都

已纳入教材之中，很多题材不同主题一

致的名篇，需要我们自行去寻找阅读，去

理解。例如：《晏子使楚》，这篇文章编入

教材第八册，它是一篇关于聪明人的文

章，旨在让孩子知道历史名人晏子是一个

虽其貌不扬，但却十分机智的聪明人。类

似这样的文章，在中华传统文学篇目中还

有很多。在教授这类课文的同时，教师可

以鼓励学生借助《三国演义》、《水浒传》

等优秀著作，用经典的文学著作带领学

生走进历史，了解历史名人，这样以点带

面的学习，不仅可以让孩子在深入理解课

文的同时，用同样的学习方法学习课文的

同题材文章。时代造就英雄，可不同的时

代英雄观是不同的。在教学《狼牙山五壮

士》这篇课文时，就文章的字面意思与学

生探讨五位壮士的豪迈之举，学生能够

理解，但把那时的英勇放在现今的和谐团

结的社会，无疑是不合时宜的，这就需要

教师适时地与学生探讨什么是英雄，现

今的哪些人物可以称之为英雄，而这些内

容的讨论，既需要学生事先对时事政治有

详实的了解，也需要学生熟悉历史，了解历

史，并能把所了解这一切，在课堂上通过

口头表达出来，与大家一起探讨。

3、整理升华，习内涵

古文教学《孙叔敖杀两头蛇》时，学

生对孙叔敖这个人物是非常陌生的，但是

对他杀蛇的壮举无疑是佩服的，在学习

时，必须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孙叔

敖杀蛇时的年龄，这对文章人物英勇之

举的理解起到了铺垫作用，同时，也是体

会人物形象的基础。教师在教学这篇文

章的时候，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人物分析

上，那仅仅是浮于表面的，在教学之前，如

果师生对文学作品中出现的这一类年纪

轻轻就英勇无比的人物进行整理，我们就

会发现，很多名人在小的时候，都曾经是

英雄，如司马光、诸葛亮等。反之，如果师

生的阅读面未曾涉及此方面内容，那么对

于该类人物形象的分析也只能说是“点到

为止”了。

三、研究阅读方法，注重阅读分享

1、编排作息表，累积阅读时间

鲁迅曾说过：时间如海绵里的水，只

要愿挤，总还是有的。正如董遇跟求学者

的对话“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

时之余也”学者董遇已经告诉我们，要想

增加自身的阅读量，就应该见缝插针地

阅读。只要善挤时间，勤用时间。每天哪怕

是挤出短短的几十分钟的时间阅读，也是

好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就说过：我一生的

嗜好，除了革命之外，只有好读书，我一天

不读书，便不能生活。是啊，不积跬步无以

至千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增加阅读储

备，才能在课堂内外谈孔子，话鲁迅，说冰

心。

2、利用高科技，创新阅读途径

高科技、高能源、高学历的时代正大

踏步向我们走来，网络信息铺天盖地，我

们现在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从网络上获取

知识与信息。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手机阅读

的APP也有很多，“有书共读”“为知笔

记”“印象笔记”等都可以成为我们记载

阅读经历的工具。有的工具还有它独特

的作用，一周跟全世界各地的华人共度

一本书籍，每日晨读与晚读，阅读签到，随

时发表自己的阅读心得，不仅记录自己的

阅读经历，还能跟有共鸣的读者成为“书

伴”互相勉励，一起阅读。而“笔记”可以

图文并茂地记录自己的阅读体验，成为自

己不可缺少的一份阅读财富。

3、制作阅读卡，分享阅读成果   

赫尔岑曾经说过“不去读书就没有

真正的教养，同时也不可能有什么鉴别

力。”作为语文教师，我们除了教育学生要

抓住阅读时机外，还应该做个阅读的有心

人，虽然图书馆里会留下我们阅读的痕迹

与记录，可那仅仅是一个统计的数据，我

们应该学会制作阅读卡，把自己阅读过的

书籍用阅读卡的形式加以记载，阅读到精

彩的文章，自己饶有趣味的文章可以进行

摘记整理，甚至可以撰写阅读心得，这些

有我们自己特色的阅读记录，将是自己教

职生涯的一笔巨大的财富，它能很详实地

告诉自己在从教的生涯中阅读了多少书

籍，阅读了哪些书籍……

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对其今后的再

学习有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