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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具体要求是培养学生的自主阅读能力,学会运用各种阅读方法,培养语感,注重情感体验,培养情

感和理解能力。本文探讨和分析了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小学语文阅读教学问题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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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而

引导学生多读,在掌握方法的同时去体会和感悟。目前,小

学语文阅读教学存在诸多问题,阅读教学方法选择不当,阅

读评价机制不合理等。采用以下方法,以现实的方式处理这

些问题,符合小学生的心理特点。同时,教师的语言素养也

需要更好地发挥阅读教学的作用,从而提高小学生阅读的

能力。 

1 小学语文阅读教学存在的问题 

1.1阅读教学目标设计虚空 

在制定阅读教学目标时,总是存在虚化、空泛的情况。

例如,“根据课后提示理解课文”,“体会作者所要表达的思

想感情”等。这些空洞的字眼可以适用于小学到高中的所有

学生,而并没有针对小学生设立确切、可行的阅读教学目标。

许多教师复制教学成果,复制他人成绩,不结合自己教学的

特点和差异,忽视了阅读教学目标的针对性。因此,不可能发

挥引导小学生阅读的作用。 

1.2阅读教学方法选择不当 

首先,在阅读教学中,教师依靠多年的经验形成一致的

阅读教学模式,这种模式不具有创新性,也没有提高。每个科

目都采用阅读教学方法。其次,在阅读教学中,为了提高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和使用太多的方法,学生过于关注形式而忽略

了教学内容。这两种现象对于实现阅读教学的目标都是无用

的。这只会限制学生的思维,甚至会妨碍学生对阅读文本的

理解和感悟。 

1.3阅读评价机制制定不合理 

在阅读评价中,评价不当的现象尤为突出。当然,这也有

其客观原因。阅读文本时,多角度思考是非常必要的。正是

由于这种思维方式,有许多理解与文本相去甚远,超出了教

师期望的范围,因此当教师评估时,将会出现评估术语草率

使用的结果。例如,当学生完整回答问题后,教师只有“好”、

“不错”等表面化词语；当学生对文本的理解出现偏差时,

教师仅是一味否定。但是,这种评价语言不利于学生思维的

进一步扩展,也会消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得不到实

际和具体的评价反馈。更重要的是,如果理解错误的情况没

有得到有效引导,学生将愿意走自己的路。 

1.4没有以学生为主体 

课程改革后,教学活动中仍有大量教师,不改变教学观

念,仍以教师为主体进行教学。具体的教学表现是教师在整

个课堂上进行教学,学生很少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教师

根据自己的想法教学,不了解学生的接受程度,及时反馈,不

能根据学生的情况调整教学。从长远来看,这可能会导致小

学生对语言学习缺乏兴趣,这将直接导致汉语表现的下降和

对后期学习的影响。 

2 小学语文阅读教学问题的对策 

2.1制定合理的阅读教学目标 

新课程标准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和教师主导

地位。阅读教学的学习目标也必须是为学生的学习服务。在

制定阅读教学目标时,首先要了解学生的心理特征,包括小

学生,以及阅读水平,了解大多数小学生的阅读能力。阅读教

学目标不容易设置得太高,太难实现。但如果阅读教学制定

的太低,也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同样无法促进学生发

展。针对这些情况,根据“最近发展区”原则制定合理的阅

读目标。 

2.2运用科学的阅读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的选择应以教学内容为基础。教学方法不是静

态的,但不是随意改变的。应从具体的教学内容出发,适当选 

 

掌握了知识。 

6 结束语 

总之,阅读理解是一种较高水准的综合训练。它需要大

量的语言材料和丰富的词汇量作基础。我们在阅读中深入理

解所读文章(或材料)的内容,准确的抓住文章的基本观点,

不能曲解原意。并对文章和材料进行归纳推理,力求全面理

解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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