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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教学工作总结是一篇介绍六年级教学工作总结的文章,教

育范文网网站内可以搜索到更多关于六年级教学工作总结的

文章,感谢本文作者佚名 阅读教学与习作辅导中的一些经验 

一、现状 1、课堂阅读教学与课外阅读练习的冲突。 课堂阅

读教学，在老师的要求下有目标、有组织地进行。虽然也强

调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主体性，但由于学生受基础、阅历、

经验以及自身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往往对知识及文本表现

得被动。同时由于一些老师在课堂阅读教学中，过分强调听

说读写能力的培养，而忽视学生独立阅读习惯的养成和方法

的传授，致使课堂阅读教学与课外阅读练习的冲突。 2、阅

读与习作的脱节。 阅读与习作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但

是那些单纯地为阅读而阅读，浅尝辄止的阅读，甚至是被动

的阅读，对习作却不能发挥有多大的积极作用。实践证明，

很多学生的阅读是很被动的，是很肤浅的，甚至是支离破碎

的，没有读懂文章，也就不能从文章中吸取营养，吸取习作

的方法，这样的阅读与习作是脱节的。 二、经验 要解决以上

矛盾，我认为首先要从阅读下手，从以下几方面来努力： 1

、养成学生独立阅读的习惯。 独立阅读的习惯，除了使学生

运用工具书读通、读顺文本外，还要能让学生学会抓住重点

。重点，是文本理解的关键。学生通过独立阅读，让头脑里

有了“重点”，学生就能准确地对待问题，在老师的点拨下

，就会轻松地摘到那颗“桃子”。 那么，什么是文章的重点



？文章的重点，就是指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文章内容和主题的

个别字、词、句、段。比如，有的文章我们可以通过看标题

知道它讲的对象（谁），有的文章我们抓住中心句（重点句

）可以知道这个段或这篇文章讲的内容，有的文章我们通过

抓住文中的重点段落可以知道这篇文章所反映的思想主题等

等。 由于学生的基础水平不同，它们在把握文章重点上就有

差别。基础比较差的学生，可能对文章讲述的对象都没搞清

，而大部分学生不能把握段落重点也就不能清楚文章的条理

，只有少数优秀生学生能抓住文章重点段。因此教师要给学

生充分阅读的时间，去把握文章重点。这也是教师深入教学

的前提。不然，教学就变成了师生外在的“表演”，学生并

没有学会独立阅读。 2、教会学生阅读的方法。 阅读教学关

键是要教会学生阅读。抓重点阅读也是阅读的一种方法。除

此之外，学生还要学会联系上下文阅读、比较阅读、联想阅

读、查资料、创造性阅读等方法。 联系上下文阅读，是一种

基本的阅读方法，它教会学生理解文章的字、词、句、段，

要联系与之密切相关的词、句、段、篇，要有整体观念，要

结合具体的语境，不能孤立理解。比如老舍《养花》一课，

要理解文章最后一句：“有花有果，有香有色，有笑有泪⋯

⋯这就是养花的乐趣”，就需要联系上文理解。《爷爷的毡

靴》一课，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世间万物终有尽时，一

切都有消亡，唯有爷爷的毡靴却与世长存！”也需要联系相

应自然段理解阅读。 比较阅读，也是一种常见的阅读方法。

它包括字词句在文中表达效果的比较，在阅读时我们可以采

用换字法、换词法、变句法，或去除法来比较阅读。比如通

过换词法比较不同词语的表达效果，通过去除（某些字词）



法来体会不同句子表达的差别等。比较阅读还包括文中段落

与段落的比较、事物与事物的比较，文章之间的比较等。在

阅读实践中我们只有擅于比较，才能有所发现，才能吸取到

自己所需要的内容。 创造性阅读，它是学生在理解课文基础

上进行的个性化阅读。比如有的学生在学了古诗之后，发挥

创造性想象编起了故事；有的学生学习《和时间赛跑》一课

，将文中父亲说的话改成诗歌等，都有助于我们更充分的阅

读课文。 3、课内阅读与课外阅读练习相结合。 学生独立阅

读习惯的养成和阅读方法的掌握，是学生进行有效阅读的前

提。同时课外阅读练习又可进一步促进独立阅读习惯的养成

和阅读方法的掌握。一方面，课内阅读要为课外阅读练习做

好（习惯、方法、知识上的）充分准备；另一方面，课外阅

读练习要与课内阅读有机衔接，使课外阅读练习成为课内阅

读很好的 “练兵场”。 比如，有的学生课内阅读清楚了联系

上下文阅读的方法，但在进行课外阅读练习时往往把它抛诸

脑后，凭感觉做题。这也说明了教师没有把课内阅读与课外

阅读练习很好的衔接起来。课内阅读与课外阅读练习脱节，

将不利于学生掌握阅读方法。 其次，注意习作的引导。 习作

，要以一定的阅读作基础。一个朗读得结结巴巴（非特殊原

因）的学生，不可能做到习作文从字顺。一个不会阅读的学

生，也不可能把习作表达得有条有理、生动精彩、主题突出

。因此习作要从阅读中来。 然而，我们的阅读又往往偏重于

课内阅读，课外的自主阅读存在很大的盲目性。对大部分学

生来说，课内阅读给习作的模仿性并不强，课内阅读与习作

在某种程度上是脱节的。因此怎样让课内阅读与习作有机结

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 1、从学生的习作出发关



照课本阅读。 习作首先是从学生的经验出发，对经验的重组

、加工、提炼和表达的过程。学生习作水平的提高，其实就

是它们对自己经验的重组、加工、提炼、表达水平的提高。

从学生的习作出发关照课本阅读，就是在遵循学生习作规律

的基础上对习作的再加工。相反，离开学生习作规律而偏执

进行的习作方法的教学都是疲劳费事的。 在教学中，我发现

很多中差生的习作没主题或主题不明确，我就结合他们的习

作引导他们注意我们课本上每个单元的“主题”，让他们清

楚每篇文章都有它表达的主题，没有主题别人就不清楚你究

竟要表达什么，文章就散了，也就不成其为文章。并且，我

还结合他们的实际让他们明白主题包括有哪些，在表达主题

的时候还要注意去挖掘其含义，这样的文章才有深度。这样

，学生每次习作时，都不会存在没主题的问题了，而且有的

学生表达的主题见解独特，令人深思。 还有些优生，他们的

习作能够做到文从字顺、表达准确，但主题不突出，缺少一

些精彩细节的展示。为此，我引导学生注意课本中一些精彩

文段，让他们朗读体会甚至叫他们背下来，领会其表达的效

果和作用，然后不断改进自己的习作。这样，慢慢地他们的

习作就会增色不少。 2、将阅读教学与习作辅导有机结合起

来。 阅读教学要教会学生鉴赏文章，同时在自己的习作中要

让学生运用这种鉴赏方法。比如，阅读教学中我经常问学生

文章“先讲了什么，然后讲了什么，最后讲了什么”，在习

作辅导上我也经常问这个问题，慢慢地学生就知道了表达要

有顺序。文章一段有一段的重点句，一篇有一篇的重点段（

句），这些重点句有助于我们理清文章的脉络，搞清内容，

理解主题。在习作辅导中我也经常问学生重点句重点段，文



章清楚了没有，意思表达明确了没有，通过老师适当的示范

会发挥很好的作用。 总之，发挥课内阅读对课外阅读练习、

阅读教学对习作辅导的积极作用，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

在以后的教学中我将更进一步地努力，争取有更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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