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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教学的方法可以说是百家争鸣，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

对小学语文阅读教学谈点个人看法。 语文阅读教学是具有艺

术性的。这种艺术的首要本质在于：依据学科自身的特点和

学生学习语文的心理特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想方设法引

导学生学习语文的愿望和动机，这是获取高质量教学效果的

决定因素。 语文阅读的本质特征决定了教学内容的情感性、

阅读思维的情境性、知识技能的实践性、教学方法的多样性

和教学语言的示范性。阅读教学必须达到以下五个要求： （

一）突出情感因素 这是阅读内容的情感性决定的。语言是一

种工具，这是人们的共识。但是我们更应该强调语言工具的

功能本质，即表情达意。以语言文字为表达形式的各类文章

，特别是诗、词、歌、赋、小说、剧本等文学作品，其中无

不蕴含着作者对人、事、物的强烈的思想感情和主观态度，

无不以情动人，以情寓理，这是语文阅读教学在教学内容上

与数理化等其他学科教学的显著区别。欲使语文阅读教学生

动活泼，富有感染力，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愿望，从

而产生学习语文的内在动力，必须在阅读教学中突出情感因

素，以情动人，教出情味。不论是教写人的还是记事的文章

，拟或是教说明文或议论文，都应该引导学生领会、体验课

文的语言形式所传达的作者的憎爱之情，褒贬之义，使学生

在情感体验过程中理解字词句篇的含义和作者运用语言的技

巧。 （二） 引入情境，激励思维 这是阅读思维的情境性所决



定的。阅读教学过程中思维训练的规律与其他学科有根本的

不同。其他学科的思维训练只是把语言作为媒介，通过对本

学科的概念、公式、定理或理论、观点的分析、比较、综合

、归纳、抽象、概括等活动来实现的，语文阅读教学中的思

维训练则是直接通过语言训练来实现的。用语言教语言是语

文阅读教学的基本表现形式，语言本身不只是传授知识的媒

介或凭借，更主要的又是教学内容。学生接受、理解课文语

言所传达的情感信息，不论是感性的还是理性的，首先需要

通过感知、体验、联想、想象等思维活动方式，进入情境，

才能真正领会和理解。阅读教学的这一特殊规律要求阅读教

学，尤其是记叙文和文学作品的阅读教学，必须贯彻情境熏

陶，激励思维的原则，同时也赋予了阅读教学过程中思维训

练的特定内容和形式，即以具体可感的形象、画面、声色、

情态、情节、场面等，引导学生进入课文情境，激励学生思

维，使其产生思维乐趣。 当然，阅读教学也离不开抽象思维

，也不应忽视培养学生比较、分析、归纳等抽象思维的能力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实际教学中，一般教师往往只注意课

文中的理智因素，而忽视了蕴含于字词句篇中的情感因素，

其结果是：本来极其生动、情感强烈的作品，经过肢解、剖

析，只剩了干巴巴的几条筋。这种单调枯燥的情绪体验，又

怎能不使学生产生厌学情绪，乃至最终丧失学习语文的动力

呢？以引导学生进入课文情境的方式激励学生思维，使其产

生思维乐趣，主动自觉地去获取知识，锻炼思维能力，这既

是阅读教学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是阅读教学艺术的生动体现

。只要这样才能将“要我学”变为“我要学”，将“不会学

”变为“善学”。所以，有经验的语文教师总是根据教学内



容、目的和学生实际，想方设法创设情境，引导学生进入情

境，开启学生思维，象导游一样，一步步将学生引向柳暗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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