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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学语文拓展阅读是提升语文教学方法中的有效途径，

具有长远的教育意义。以打造让阅读氛围作为拓展阅读的基石

为目标，教师探究了一系列的阅读有效方法，将课内外的知识进

行有机结合，让学生爱上阅读，学生的语文素养因拓展阅读而被

提升，为今后学生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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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文教学过程中，阅读是语文教学的依据，它占据着相

当重要的位置。 在小学阶段，阅读尤为重要，无论哪一版本的

教材，阅读都是以课文的形式出现在学生的视野中，从而将要

学习的知识赋予在内。 小学生的知识吸收与积累都是要靠阅

读来进行，在此过程中，要学习的语文知识也随着积累的过程

变得更加丰富。 当然，若想以此提升文学修养，课内的阅读量

远远不够，阅读范围就必须得以延伸。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

神”，只有多读书，语感得以增强，写作能力才会因此而提升。如

何有效提高学生的拓展阅读质量是当前教师要考虑的问题。
一、让学生的阅读兴趣得以激发，打造适合的阅读氛围

兴趣是一种积极的情绪反应， 可以引起对事物的持续关

注。 对于阅读的拓展，教师需营造一个适合阅读的氛围，优良

的阅读氛围可以让学生愉悦地在书海中畅游， 用心去体会文

字带来的舒适感，享受知识带来的愉悦。
（一）用鼓励的手段提高学生阅读的兴趣，从而喜欢阅读

教师可以依据学生的表现，采取鼓励性的语言，让学生对

自己阅读的学习状况予以了解，找到其需要前进的方向，对知

识的获取有更好的激励作用。 比如： 学生对故事内容进行概

述。 教师可以对学生说：“你的概括能力以及语言表达能力真

不错！”被表扬后的学生，会采取积极学习的态度，阅读能力因

此也会上升一个新的台阶。
（二）阅读形式的多样化

1.采用游戏阅读的形式。 爱玩是儿童的天性，可以利用游

戏创设一个愉悦的阅读氛围。 比如，阅读《乌鸦喝水》，让学生

进行角色扮演，自行备好道具，设计一些新颖有趣的对话，进

行小组的表演，将这个经典的故事进行演绎，以学生自己的理

解进行展示。 或者可以对游戏环节进行设计，看谁阅读、背诵

的内容最多，进行公开评选，最后的评选结果中最好的同学就

是游戏的胜者，并可以得到相应奖励。
2.建立校园读书角，相互学习。 以收集图书的形式，建立

一个校园读书角，让学生每个学期可以进行一次图书交换，这

样可以在知识上互相补充，从而在阅读上有一定的推进作用。
3.开展读书交流会。 若只是自己读 书，没 有 与 别 人 交 流

看法，则有些“闭门造车”的意味。 “读书交流会”是很好的阅

读 分 享 模 式，让 学 生 对 作 品 分 享 出 自 己 的 见 解 ，进 行 交 流 ，

在 交 流 的 过 程 中 知 识 得 以 互 换，可以相互促进，加深对阅读

内容的理解。
二、拓展阅读的有效途径

1.参照课文内容，找寻相关文章予以对比。 建立一个拓展

多文本阅读教学，其关键在于对课内外文本进行有效的融合，
找准其切入点，而且这个“点”，对课堂教学重点有一定的强化

以及突破， 从而可以让学生学以致用， 巩固其上课知识的同

时，也让课堂内容得以丰富。 比如在人教版五年级课本《圆明

园的毁灭》一文中，教师可以把那个年代圆明园的建造历史以

及文化价值讲给学生听，讲一些关于圆明园的盛况或者故事，
如此可以让学生对当时的文化背景有深入了解， 与课文形成

一种参照关系。
2.对课文予以延伸，让学生对课文认识有所加深。 一个人

的思想状况很大程度取决于儿时最开始的识字书、漫画书。因

小学生社会经历不够成熟，故而阅读便成为他们了解社会、了

解生活最直观的通道。如《石灰吟》（于谦）中，教师可以详细介

绍写作的背景、境遇、情绪等等课外的延伸，让学生对于谦产

生敬意，有感情地去朗读作品，可以让学生有很大的启发，对

课文也会予以理解。
3.课内课本与课外的情景予以结合。 让语文归于生活之

中， 生活自此走入语文课堂， 让教学与生活有机地结合在一

起，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语文的阅读就是对于生活的阅读，在

阅读中体验人生百态，也是一种生活体验。比如六年级的课文

《林海》，通过文中描写，可以让看到课文的同学们，对兴安岭

有一个直接的意念的想象，被文中大自然的美感有所触动。让

拓展阅读和生活予以结合， 语文的相关知识可以转变为语文

的能力，于此，学生的社会认知得到有效提高，语文的教学因此

产生了无限活力。 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课外阅读量不断

增加，学生的语感因此得到增强，从而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
总而言之，小学语文拓展阅读教学中，教师除了学习语文

课本内的内容， 也要根据课文内容以及核心， 向课外拓展阅

读、向生活阅读、把备课的相关内容准备齐全，且与学生的思

想做出紧密的关联，适时地与课外阅读进行有机结合，学生的

阅读渠道因此被拓展打开。 教师在平时也要注重其阅读兴趣

的培养，让学生形成阅读习惯。 于发展空间来说，小学语文的

拓展性阅读相对广阔、自由，因而教师对于拓展阅读教学的研

究，路曼曼其修远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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