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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论文针对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不同程度面临学生阅读兴趣以及习惯的缺乏、阅读时间少以及阅读面不

广、主体地位不强以及自主阅读不够、网络资源未被充分利用等问题，以小学语文教学的新课程基本理

念为出发点，以部编版二上《坐井观天》为例，指出教师在阅读教学时应注重情境创设，尊重学生在课

堂中的主体性地位，创新教学模式，充分借助多媒体教学技术并拓展课外阅读，以期小学语文阅读教学

更加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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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roblems that primary school Chinese reading teaching faces to vary-
ing degrees, such as the lack of students’ interest and habits in reading, limited reading time, li-
mited reading coverage, weak subject status, insufficient independent reading, and insufficient 
utilization of online resources. Starting from the basic concept of the new curriculum in primary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and taking the second grade, first semester, Ministry-Compiled Edition 
of “Sitting in a Well and Observing the Sky” as an example, it points out that teach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situational creation, respect students’ subjectivity in the classroom, innovate teaching 
models, fully utilize multimedia teaching technology and expand extracurricular reading, in or-
der to make primary school Chinese reading teaching more 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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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2 年 4 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颁布(以下简称“课程标准”)，课程标准要求

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关键能力，使学生逐步具备全面发展的学科核心素养，而阅读就是小学语文教学

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1]。受传统阅读教学模式影响，基于课程标准的小学语文阅读教学面临新的挑战和

机遇，教师在固有思维定式下开展教学活动，使得当前小学语文阅读教学存在的问题较为突出。由此可

见，小学语文教师亟待摒弃以往固有的教学范式，针对教材所提供给学生的阅读素材，采取行而有效的

教学策略来提升阅读教学效果。 

2. 新课程基本理念对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提出的要求 

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阅读教育的重要性愈发凸显。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信息时代的来临，学

生面临着更加复杂多变的学习环境。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小学语文阅读教学需要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综

合素质和能力。新课程基本理念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和全面发展，要求阅读教学不仅要培养学生的阅读

能力，还要注重培养他们的思维能力、创新能力、情感态度等[2]，对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提出了更高要求，

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2.1. 注重学生课堂主体性的发挥 

新课程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要求教师在阅读教学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课

堂的主体应当由教师转向学生，教师应该转变为学生学习的助力者、引导者。在阅读教学中，教师应引

导学生主动参与、积极探究，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精神。同

时，教师应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关注每个学生的阅读需求和兴趣，因材施教，让每个学生都能在阅读

教学中得到成长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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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注重学生情感体验和教育 

新课程提出，在阅读教学中，教师应当创设情境化学习环境，如在阅读导入部分播放相关音乐、展

示图片或视频等，营造与阅读材料相契合的氛围；在阅读过程中，教师可以结合阅读材料，设计一些情

感体验活动，如角色扮演、情景剧表演、朗诵比赛等，体验文学作品中的情感和情节，提升学生情感认

知和表达能力；阅读结束后，教师可以鼓励学生通过创作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表达内心情感，培养他

们的文学情感表达能力和创造性思维。同时，教师需要关注学生的情感变化，及时发现并引导他们正确

处理负面情绪，通过倾听、安慰、鼓励等方式，帮助学生建立积极的情感态度，培养他们的情感自我调

节能力。教师还可以将阅读课程与生活实际相结合，从而拓展情感教育的内容。 

2.3. 注重阅读教学与生活的联系 

新课程提倡将阅读教学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结合，使学生在阅读中感受生活、理解生活。在阅读教

学中，教师应选择贴近学生生活、具有时代特色的阅读材料，让学生在阅读中了解社会、认识世界。同

时，教师还应引导学生将阅读内容与自己的生活经验相联系，从中获得启示和感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和人生观。 

2.4. 强调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 

新课程注重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包括阅读理解、阅读速度和阅读策略等方面。在阅读教学中，教

师应通过多种方式提高学生的阅读技能，如指导学生掌握正确的阅读方法、培养学生的快速阅读能力和

信息筛选能力。同时，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习惯，使他们能够自觉、主动地进行阅读活动，也有助于

其整体阅读能力的提升。 

2.5. 强调现代教学手段的运用 

现代技术如多媒体、互联网等，为阅读教学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使阅读内容更加直观、生动，

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现代技术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还能培养学

生的信息素养和创新能力。新课程要求教师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手段，提高阅读教学的效率和效果，教师

应善于运用多媒体教学、网络资源等现代教学工具，为学生提供丰富多样的阅读材料和学习资源。 

3. 新课程基本理念下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重要意义 

新课程理念下，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重要性体现在多个方面，它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阅

读习惯，还能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想象力、逻辑思维能力和写作语言表达能力等，为他们的全面发展

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教师应该充分重视阅读教学，采取有效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来提高学生的阅读能

力和阅读素养。 

3.1. 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 

小学阶段的语文课是最重要的科目之一，学生通过语文阅读教学，掌握文字中的内涵与语言逻辑思

维，建立对言语的理解体系，形成自己的逻辑思考方式，为其他方面的理解和学习奠定基础。语文阅读

贯穿于各个学科的学习中，通过阅读理解各类文本，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课本内容和学科知识，并将其

运用到实际问题中。在阅读过程中，学生可以接触到丰富多样的文本内容，进而理解文本所传递的信息、

情感和观点。同时，通过阅读不同类型的文本，学生可以拓宽视野，了解不同的文化、历史和社会背景，

从而增强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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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文学作品、故事、小说等文本往往具有生动的情节和深入人心的描写，这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的想象

素材。在阅读过程中，学生可以通过自己的想象力，将文字转化为生动的画面，从而进入文本所构建的

虚拟世界。这种想象力的发挥不仅让学生在阅读中获得乐趣，还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理解文本内容，感受

作者的意图。其次，在阅读过程中，学生需要分析文本的结构、理解作者的观点、推断故事的发展等。

这些活动都需要学生运用逻辑思维，对文本进行深入的剖析和推理。通过不断地练习，学生的逻辑思维

能力会得到锻炼和提升。 

3.3. 有利于锻炼学生的写作和语言表达能力 

阅读在每个人的成长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小学阶段的学生年龄尚小，但

是他们的模仿能力却非常强，这个阶段也是提升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关键时期。通过阅读各种文本，学

生能够积累丰富的词汇句型，从而养成规范的语言结构和表达习惯。同时，通过模仿和借鉴优秀文学作

品中的表达方式并将其运用于日常生活中，学生的写作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也可以得到很好的锻炼。 

4. 新课程基本理念下小学语文阅读教学面临的问题 

随着课程标准的推行，语文阅读教学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质的突破，成为了语文阅读教学方面

里程碑式的发展改革[3]。然而，多数语文教师因受以往传统教学思维的限制，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出现

了一系列的问题。 

4.1. 学生缺乏阅读兴趣和习惯 

新课程强调通过阅读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激发阅读兴趣，形成持久的阅读行为习惯，小学语文阅

读教学应积极为学生创设良好的阅读情境。然而，目前一些教师缺乏营造阅读教学氛围的观念，枯燥死

板的课堂教学，限制了学生放飞想象、活跃思维的空间，降低了学生在阅读中的情感体验，导致学生阅

读兴趣整体不高。没有了阅读激情，阅读效率也难以提升。 

4.2. 学生阅读时间少，阅读面不广 

由于课程的多元化，小学语文教师需要教授的内容多，教学时间更紧。教学课时量繁重，占据了学

生自由阅读时间，教师无法给予学生充足时间择优选取阅读资源，辅导学生课外阅读的时间则更少。在

应试教育的影响下，多数教师只顾着在有限时间内完成基本教学任务，根本无暇顾及阅读等其他教学活

动。学生与教师进行深入沟通交流的机会缺乏，学生之间的合作讨论也不充分，一系列课外阅读实践活

动未得到有效开展，便导致学生阅读面狭窄，涉猎阅读内容甚少。 

4.3. 学生主体地位不强，自主阅读不够 

新课程尤其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但在实际语文阅读教学活动中，教师未能结合实际探索出适合不

同层次学生的阅读方式方法，教师习惯于“满堂灌”“一刀切”“灌输式”式的教学，忽视了学生个性

化、自主化的阅读活动，这种急功近利的语文阅读教学活动，不仅不能有效提升阅读教学效果，还严重

阻碍限制了学生自主阅读、深入思考、和语言表达能力。 

4.4. 学生阅读未能充分利用网络资源 

随着互联网的深度广泛发展，网上阅读资源非常庞大丰富，阅读教学需要与现代技术充分结合，

最大限度地提高阅读教学效果，不断充实学生的阅读积累。然而目前大部分教师对网络资源的应用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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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留在播放视频、音频、PPT 等，教师未能更深层次地将其应用于阅读教学，如开展读书报告会、课

本剧表演等，使阅读资源内化于学生心灵深处，诱发更广泛阅读的激情，并形成一种受益于终身的阅

读持久力。 

5. 新课程基本理念下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策略 

5.1. 营造氛围，创设情境，加深阅读学习理解 

情境演绎是小学语文教师常用的教学模式之一，此类广受教师及学生青睐的教学模式的内核，便是

可通过延展诸多感官刺激，丰富学生分析文章时的感受。因此，教师可以转换视角，在阅读教学过程中

为学生营造适宜的氛围，将学生的思想置于文章场景之中，加深学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对于小学生而

言，其生活阅历较浅，部分教材提及的故事背景他们或许不甚了解，因此，在营造阅读氛围前，教师应

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控制好各环节知识讲解的顺序，循循善诱，尽量规避晦涩词语的应用，且须紧密

围绕课文中心思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氛围的营造须“点到即止”，避免过度引导学生情绪。 
以部编版二上《坐井观天》为例，本篇课文是一则寓言故事，最早出自《庄子·秋水》。文章通过

青蛙和小鸟对天的大小的争论，阐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看问题、认识事物，站得要高，看得要全面，

不能像青蛙那样犯了错误还自以为是。《坐井观天》位于本单元四篇课文中的第三篇，上承《捞月亮》、

《狐狸和乌鸦》，下跟《小马过河》。它处于由知识的学习向知识的运用转化的过渡位置，因此，它是

本单元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中的一步棋子，是从掌握知识逐步向能力转换的一架桥梁。因此，

教师可以创设情境为：同学们，你们有没有去过乡村呢？在乡村里，常常可以看到一口口古老的井。想

象一下，一个炎热的夏天，你来到了一口井边，想要喝点清凉的水。你低下头，往井里看，井里的水清

澈见底，还倒映着蓝天白云。突然，一只小青蛙跳进了你的视线，它正坐在井沿上，望着天空发呆。这

只小青蛙啊，它每天都坐在这口井里，看着头顶的那一小块天空。它以为天空就只有那么大，就像井口

那么大。但是，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真正的天空是无比广阔的，无边无际的。小青蛙的眼界被井口的

限制所束缚，没能看到更广阔的世界。那么，同学们，你们觉得小青蛙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如果你是

小青蛙，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做？如果我们一直待在一个小地方，会不会也像小青蛙一样，看不到更

大的世界呢？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篇有趣的课文《坐井观天》，看看小青蛙是怎么认识这个世界的，

又怎么从它的故事中，学到一些宝贵的道理。现在，让我们翻开课本，一起进入《坐井观天》的世界吧！ 

5.2. 突出学生课堂中的主体性地位，尊重学生个性发展 

在目前的教育改革背景下，要避免“填鸭式”课堂教学，提倡启发式课堂教学。因此，教师要逐渐

转变课堂的主体性角色，将学生的主体地位提高上来。在以往的课堂教学中，教师的思维总是占据着主

导地位，学生要紧跟着教师的思维走。但是现在，这一现状需要改变，教师应该将阅读的自主权移交给

学生，充分尊重学生作为阅读理解主体的地位，从而让学生能够拥有充足的时间去思考与理解文章的内

容。同时，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不应该再进行单一的课堂讲授，而是要提高学生的参与感，形成

与学生之间平等的对话交流关系，让学生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从不同角度来对同一篇文章进行

理解分析。 
例如，教师在进行《坐井观天》一文的讲授时，需要改变传统的提问方式，用平等交流的对话模式，

让学生在课堂表达中以一种放松的姿态进行交流，这样能够更好地提高阅读教学效果。在课堂开始阶段，

教师可以通过提问、展示图片或播放相关动画等方式，激发学生对课文的兴趣。例如，可以问学生：“你

们知道青蛙住在哪里吗？它每天都能看到什么呢？”这样的问题可以引发学生的好奇心，使他们愿意主

动参与课堂讨论。教师可以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让他们围绕课文内容进行讨论、交流和分享。在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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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中，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同时也能从其他同学那里获得新的启示和想法。对

于表现优秀的学生，要给予肯定和鼓励；对于表现欠佳的学生，更要及时提供指导和帮助，从而确保每

个学生都能在阅读教学中得到成长和进步。学生自然而然地将课文内容与自身的实际生活体验相结合，

可以加深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其课堂主体地位被充分尊重，阅读理解能力也能得到有效提升。 

5.3. 创新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创新潜能 

好的教学模式能够充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在传统的

语文阅读教学中，部分语文教师不重视教学模式的创新，习惯于用灌输的方式向学生传输知识，导致学

生学习兴趣不高，思维受到限制，学习效果可想而知。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语文教师应在阅读教学中积

极创新教学模式，鼓励学生参与到整个阅读学习中来，用眼观察与记录，用耳聆听与发现[4]，从而使学

生在阅读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设想，创造新事物，进而获得全面发展。 
例如，在教授寓言《坐井观天》时，首先，教师可以让学生找出小鸟和青蛙的每一次对话，体会青

蛙和小鸟的对话内容，感受它们的不同观点。在初步理解“坐井观天”的含义后，学生分组带上头饰(青
蛙和小鸟)，分角色朗读课文，教师在此时需要引导学生使用语气、表情、动作等要素的配合。其次，教

师还可以请同学当“小小评论家”，判断青蛙和小鸟的观点是否正确，并给出自己的理由。最后，在拓

展延伸环节，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如果青蛙跳出井口，会看到什么？会说些什么？这样一来，通过

故事学习，学生不但可以充分理解“坐井观天”的寓义，还有助于培养开阔的眼界、不局限于狭小空间

的思想观念，以此有效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5.4. 借助多媒体教学技术，提升阅读教学趣味性 

研究表明，很多小学生的阅读能力较差主要是因为他们不喜欢阅读，认为阅读材料读起来较为无聊

枯燥且难以理解[5]。为了提升阅读教学效率，教师应从提升小学生的阅读兴趣出发，转变教学方式和方

法，吸引小学生的注意力和目光，使其爱上语文课堂。小学生年纪较小普遍贪玩，喜欢接触新鲜事物，

喜欢更加丰富多彩、具有活力的课堂。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蓬勃发展，多媒体技术已被广泛应用在教育

行业。多媒体教学作为丰富课堂教学内容的重要手段，理应被充分应用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可

以借助多媒体技术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阅读素材，可以将网络上的电子书籍或者有声书籍在课堂中进行播

放，充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调动其感官，提升课堂阅读教学的趣味性，改变传统纸质阅读枯燥无聊的

现象。 
比如，教师在带领学生阅读寓言《坐井观天》时，在新课导入环节，教师可以播放一段动画视频，

展示青蛙在井中的生活状态，以及它眼中的天空。这种直观的方式能够迅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并引发

他们的好奇心。在视频播放后，教师提出问题：“你们觉得青蛙眼中的天空是怎样的？它为什么会这么

认为？”从而引导学生进入课文的主题。在课文研读环节，教师可以利用 PPT 展示课文中的关键场景，

如青蛙在井中的画面、小鸟飞翔在广阔天空的画面等，这些图片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内容，形

成直观印象。教师还可以通过制作简单的动画，展示青蛙和小鸟的对话过程。在动画中，可以加入表情、

动作等元素，使对话更加生动有趣，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不同角色的情感和观点。同时，教师还可以借

助音频，通过播放课文的朗读音频，让学生跟随朗读，注意语音语调和感情表达，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

课文的朗读技巧，同时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在深入理解寓意环节，教师可通过 PPT 展示井口大小的

图片和广阔天空的图片，形成鲜明的对比效果，这种对比可以帮助学生直观地感受到青蛙视野的局限性。

还可以再搭配一段解读“坐井观天”寓意的视频，结合具体的例子和生动的画面，帮助学生深入理解该

成语的含义和适用范围。在拓展延伸环节，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设计互动游戏，如“青蛙跳出井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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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世界”的游戏，即让学生在游戏中体验青蛙跳出井口后的所见所感，进一步加深对课文寓意的理解。

课后，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在家长的指导下，利用网络资源搜集更多与“坐井观天”相关的内容，如相关

故事、图片、视频等，并在课堂上进行分享和讨论。这不仅可以拓展学生的视野，还能培养他们的自主

学习能力和信息筛选能力。 

5.5. 注重课外阅读，丰富阅读内容 

在《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背

景下，教师须立足小学教学的学科特征，全面实现课堂教学提质增效，丰富课堂，使学生在校“吃得动”、

“吃得饱”、“吃得好”[6]。对于阅读教学而言，如果教师教学仅限于教材上的阅读内容，势必会限制

学生的思维，束缚学生的主动性，与“双减”政策背道而驰。因此，教师需要结合小学生的实际情况，

适当增加阅读内容，鼓励学生依据自身情况进行课外阅读。一方面，教师既要提倡课外阅读，保证阅读

效果，也要尽可能避免给学生带来过量的阅读负担。所以，教师必须要积极干预，为小学生作出针对性

的课外阅读筛选，推荐适合小学生年龄特点、能够促进其未来发展的图书，让其实现个性化阅读。另一

方面，教师还应结合阅读教学内容，以此为中心，推荐与其相关的阅读书目，参考《教育部中小学阅读

指导书目》，向学生推荐课外书籍。 
例如，学习完《坐井观天》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阅读其他经典的寓言故事，如《庄子》中的寓言、

《伊索寓言》等进行文本资料的补充，弥补教材文本的不足。这些寓言故事同样蕴含深刻的道理，通过

阅读不同的故事，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寓言这种文学形式的特点，更深入地理解故事的寓意，同时丰富

其阅读体验。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拓展一些与本课主题相关的成语，如井底之蛙，鼠目寸光，一叶蔽

目等近义词以及见多识广，高瞻远瞩，博大精深等反义词，学生在课后可自行或在家长陪同下查阅相关

成语的含义或故事，体会深层含义，从而树立开阔的见识，高远的眼光。 

6. 结语 

综上所述，阅读作为学生认知世界、丰富情感的重要手段，对小学生语文素养和文化底蕴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随着教育教学的持续发展，阅读教育已经成为整个教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了加强

学生的综合能力培养，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需要加强对阅读教育的实践和创新[7]。在现如今小

学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应当注重学生在阅读课上对知识、能力的融合，通过课堂教学和阅读实践的有

机结合，积极创新教学方法，调动学生阅读表达的主动性，提高学生的阅读意识，培养学生对于阅读的

兴趣，鼓励学生个性化成长，构建正确的价值观，促进学生学科素养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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