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发展，对于小学语文教学

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以学科教学为载体，提升学生的语文

素养是新时期语文教学的核心内容。这就要求广大语文教师

要立足于素质教育的发展要求，在教学中充分调动学生，努力

扩展学生的知识面。而课外阅读是调动学生学习热情，培养学

生语文素养非常重要的途径，它能够增加学生的知识储备，锻

炼学生的思维能力，最终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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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学科是一门工具型学科，综合性强，也是学生们学习

好其他学科的基础。 但是，语文能力的提升是不明显的，特别

是在自媒体信息日益强大的背景下， 让老师总觉得学生语文

能力越来越差，不会说，也不会写。 特别是与语文能力密切相

关的学生阅读，越来越贫瘠。
叶圣陶先生曾说：“国文教学的目标， 在养成阅读书籍的

习惯，培植欣赏文学的能力，训练写作文学的技能。”作为语文

老师， 我坚信良好的阅读习惯对于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是毋

庸置疑的，那么怎样有效地去阅读呢？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和

家教经验，我有以下想法。
一、营造家庭阅读氛围，让学生感受读书的乐趣

现在的家长从孩子一出生就为他买了不少书， 可孩子就

是“对书不感兴趣”。 经过深入一点的了解，我发现，这样的家

庭往往“书香”不浓。 我们常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孩

子的成长是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共同作用的结果， 特别是在

低年龄段，孩子的习惯养成特别受家长言传身教的影响，所以

要想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必须要重视家庭阅读氛围的营造。
首先家长就要热爱读书，养成读书习惯，当家长每天都能

够抽出一定的时间来阅读时，孩子可能就会想：爸爸妈妈都这

么大、这么忙，还是在坚持阅读，阅读一定很重要，这样学生们

可能就会重视。家长适时地参与孩子的阅读，并指导孩子全神

贯注地投入， 这样就能够帮助孩子逐渐养成阅读的习惯。 其

次，引导孩子去选书、购书。书店、图书市场是影响孩子非常好

的环境，家长可以定期带孩子去逛书店，选购图书。 并和孩子

一起建立家庭“小书架”，与好书交朋友 ，让孩子感受一下读

书氛围。在孩子阅读的过程中可以和孩子进行适当的交流，来

让孩子谈一谈自己的体会和感受， 并且做出一定的鼓励和肯

定，来表扬孩子们的积极性，这样孩子的主动读书热情才会高

涨，才会慢慢地喜欢上阅读。
二、营造班级阅读氛围，让学生感受读书的乐趣

随着新课标的颁布和实施， 课外阅读已在各小学轰轰烈

烈地开展起来。同时，新颁布的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也对于阅读

要求有了明确的规定，也推荐来了需要阅读的内容和篇目，这

实际上也在要求教师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 扩大阅读面

让孩子得以充分的发掘和遨游在知识的海洋。因此，教师要在

班级中努力营造阅读的氛围， 把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和培养

良好的阅读习惯放在首位的，我曾尝试着以下几种方法：
1.设立图书角。 为了弥补学生书源的不足，我动员学生把

个人的图书暂时存放在班里交换图书资料， 设立专门的图书

管理员，课间课余随时借还，十分方便。同时，积极开展好书漂

流活动，做到资源共享。
2.以教材为基石拓展阅读。 我们许多老师都在教学中运

用了，就是结合教材中学习的内容，给学生提供相关的课外阅

读素材，来深化学生对于所学知识的理解，也能够锻炼学生的

阅读能力。本学期我们许多课文都可以随机进行拓展，如学完

《地震中的父与子》引出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做拓展并简单指

导理解，学《小苗与大树的对话》后进一步感受阅读的乐趣，让

孩子们读了季老的《我的童年》继续开展关于阅读的综合性学

习。 学《窃读记》品味窃读的滋味体会窃读的意义，感悟写法，
引出林海音的创作是丰厚的，她写的《城南旧事》深受读者喜

爱，被译成多种文字。 在学习《小桥流水人家》一课时，以马致

远的《天净沙秋思》导入课题，课后体会这些诗句有什么共同

点，比如“游子”“他乡”“人在天涯”等词都能感受到思乡之情。
学习《珍珠鸟》时从简介作者引入，冯骥才先生是当代著名作

家、画家、文化学者，本文和《挑山工》入选中国大陆八个不同

版本的义务教育阶段语文教材，课下阅读《捅马蜂窝》……我

们要学会将薄薄的一本书教得厚实、精彩纷呈。
3.保证学生一定的阅读时间。 在新课程标准中不仅提出

了小学生阅读量的要求， 而且指出在语文教学中鼓励学生多

读书，读好书。 这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保障的。 需要我们在给学

生布置作业时要科学，把阅读也融入其中，留给学生阅读的时

间。 通过几年的实践观察，我个人觉得 1 天中可以利用“边角

料”的时间培养孩子阅读的好习惯。如每节课开头 5 分钟可进

行古诗、三字经的诵读；再比如：一日之计在于晨。早上到校到

8∶00 这段时间可以毫无杂念地看课外书。 从孩子早晨踏进教

室的门开始就应该让他学会关上嘴巴， 悄无声息地把作业放

在指定组长的座位上，然后回到座位开始看课外书。然后在上

午、下午的课堂中，总有那么一两节课会由于教学任务的提早

完成而有多余的时间，我们可以让孩子做作业、看课外书，所

以这需要我们各门功课的任课老师达成让孩子看课外书的共

识。 每天布置回家作业时，将阅读课外书作为一项常规作业，
占据半个小时， 以巩固所学的阅读方法， 真正使学生的阅读

“得法于课内，得益于课外”。
4.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 丰富多彩的活动

形式才能保证读书活动的深入开展，为此，我们开展了多种多

样有意义有趣味的读书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的舞台。开展“故

事会”“读书博览会”“名人名言”“书海拾贝”“换一本书，交一个

朋友”“好书推荐”“知识竞猜”“报刊剪辑”“制作读书书签”等活

动，让孩子在这个舞台上展示自己的读书成果和才华。
5.课前十分钟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的舞台。 利用课前十

分钟的时间，以每天两位同学的进程全班同学轮流“演讲”。同

有效的课外阅读提高学生语文素养
黄翠霞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实验小学，福建 泉州 362000）

学周刊
LEARNING WEEKLY 阅读写作Apr.2019

Vol.12
2019 年 4 月

第 12 期

129- -



学们为了在演讲时有良好的表现，在课下认真地准备：他们或

从图书室查阅资料，或上网搜寻素材，或自己亲手写东西，或

与同学沟通交流……从各种不同的渠道收集信息， 为课前演

讲提供丰富的素材，促进学生养成多看书、勤思考的好习惯，
增强了阅读整理能力，加大了阅读量，丰富了知识。 同学们在

讲台上尽情展现自我，或自我介绍，或谈论时事、热门话题，或

分享奇闻轶事、生活小常识，或讲成语说典故，或与大家共享

美文佳作。 原本被大家忽视的课前 10 分钟时间，以这种形式

有效地利用了起来。通过每天上下午课前十分钟演讲，同学们

不仅锻炼了胆量，提高了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应变

能力，还增强了自信，开阔了眼界，扩展了知识面。
三、营造校园阅读氛围，让学生在书香里成长

1．提供图书，创造阅读条件。 倡导经典诵读，建设书香校

园。 我校价值上万元的经典图书，为全校同学提供了充足的精

神食粮。此外，学校设立了专门的图书管理员，加强了对各类图

书的管理。 完善了图书管理制度，充分发挥了图书室的作用。
2．美化环境，营造阅读氛围。 我们在搞好校园绿化美化的

同时，注意创设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我们在校门附近竖立警

示牌，在校园空地竖立关于读书的格言牌，教学楼悬挂关于读

书的宣传语，各班教室的外墙上张贴关于读书的名言警句。例

如，“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史”，“在读书中

感悟人生，在读书中学会思考，在读书中快乐成长”，“用读书

改变我们的生活”，“腹有诗书气自华”。 当孩子们每天目睹这

些优美的富有哲理的名言警句，他们一定会受到感染。当孩子

们置身于这浓厚的书香氛围里，他们的阅读激情一定会迸发。
3.开发校本课程。 为了让学生从小诵读千古美文，接受传

统文学熏陶，丰富文化素质，陶 冶 情 操，开 拓 视 野，营 造 好 读

书、读好书的氛围，可以开展诵读经典比赛系列活动，参赛选

手准备充分，各显其能，演绎的经典如诗如歌，气氛十分热烈。
4.书香班级的评选。 为了推进读书，可以书香班级评选细

则，书香班级的牌子是流动的，每个年级只有一个，大家通过

争这个书香班级来推动读书。 活动的开展， 鼓舞了学生的热

情，促进了学风校风的形成，使学生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

深，激发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总之我们不要求每个学生在大量阅读课外书后都成为大

作家、大文豪，只是通过广泛深入、扎实有效的开展课外阅读

活动，确实让学生以外促内提高其语文素养，培养他们养成终

生阅读的好习惯，使他们受益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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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三年级是学生的作文起步阶段，我们要明确中段

学生的作文目标要求，激发学生的写作动机，避免畏难情绪，

加强过程指导，培养修改习惯，加强读者意识，增强练写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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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中，让学生抓住文章中的标点符号、动词运用、修

辞手法等方面的特殊语句，以课本为依托，进行积累。比如《去

年的树》中引号的用法，《搭船的鸟》中翠鸟捕鱼的一系列动词

的运用，《花的学校》中拟人的运用，抓住这些课文中的一点，
就能很好地进行训练。同时我还为学生提供交流展示的平台，
每天选两个学生背诵自己积累的词句。 教师对学生的语言要

敏感，要注意，有意强化。 在赏析学生的作文和平时的课堂教

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对文章中词语运用进行强化。除了课内

的积累，还要结合单元特点，进行一类书的阅读，进行课外积

累，从词语到有新鲜感的句子。 在积累的过程中，要教会学生

分类积累，比如，描写春天的词句，描写夏天的词句等。
课标当中提到中年级习作，要把自己觉得新奇有趣的，印

象最深的内容写清楚。 但是很多时候学生会对熟悉的生活熟视

无睹，怎样改变这样的状况？那么就需要我们把大自然带进课堂，
又把课堂搬到大自然，把学生生活经验，生活经历，和语言表达都

结合在一起，唤起生活记忆。观摩的一些成功案例，也坚定了我走

“把生活搬进课堂，唤醒学生生活体验”的作文之路。
一、把生活搬进课堂

如第五单元习作单元， 语文要素是体会作者是怎样留心

观察周围事物的。 在教学中，我让学生回家观察小动物，第一

天让学生观察小动物的样子， 给自家动物拍照， 读自己的作

文， 让学生猜想哪个是小作者家的动物。 第二天把小动物吃

食，睡觉，玩耍等觉得最新奇有趣的进行录像，在课堂上供大

家观察，共同欣赏和修改作品。

聚焦新教材 把好写作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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