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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学语文高段教学中，阅读教学是重要内容之一。为解决该阶段阅读教学成效较低的问题，提高教学质量，文中基于

实际语文教学经验，分析总结了阅读教学中常见问题，并且重点讨论了可行性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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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ading teaching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in the high-level Chinese teaching in primary school.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low effect of reading teaching at this stage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based on the actual Chinese teaching experience,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common problems in reading teaching, and focuses on the feasible teach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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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阅读课是语文课中重要构成部分，教学核心任务是培养学生思维能力、阅读能力、理解力和表达能力。该课程的

教学预期是培养应用能力，在学习过程中应掌握词汇、句子等基础知识，还应掌握文本行文脉络、人物思想感情等，

对文本进行全面分析，进而实现学生阅读能力提升。 

1 常见教学问题 

1.1 文言文理解难度较高 

影响小学生快速掌握文言文的因素包括教学方法问题、学生自身问题和课程难度问题。与现代文教学相比，文言

文行文方式和语言习惯等皆与现代习惯迥异，学生在日常中对文言文的应用较少，基础积累不足，在实际学习中自然

产生畏难心理。教师应对文言文的学习难度产生客观认知，立足学生角度，通过策略教学缓解学生学习压力，激发学

生兴趣，使文言文课变生动、变有趣
[1]
。 

1.2 文本理解浮于表面 

小学生理解能力与思维能力有限，在阅读文本时，通常只能理解表面信息，对于隐藏信息敏感度不高。阅读教学

中，学生对于直接描写的信息提取能力尚可，可通过任务对话了解“发生了什么”，但对于“实际上表达了什么”解答

方面存在难度。分析原因，其一为文本阅读不细致，未抓住细节，掌握事件发生发展的整体脉络；其二是换位思考不

足，未能立足文中人物视角或者作者视角、从实际生活角度理解文本内容，即导致阅读剥离感，影响学生理解文本思

想感情。 

1.3 教学形式比较单一 

在常规阅读教学中，以课上教学为主。教师选择文本后，通过默读、集体朗读、设置问题、课上讨论、教师解读

文本的过程完成阅读学习，对于重要文本要求学生书写读后感等。此种教学形式课堂效率比较低，学生阅读学习比较

被动，主动性学习引导作用不足。在实际教学中应拓展阅读教学新形式，积极开展线上教学和师生互动，构建新型教

学形式和师生关系。 

2 高质量阅读教学策略 

2.1 加强情境教学 

小学语文高段学习中，不仅课文篇幅较长，内容更加复杂，而且涉及故事情节生动的文言文阅读，而非仅限于诗

词学习。文言文语言习惯与现代文语言习惯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字词学习后学生虽然可以理解文言语句所述内容，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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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从情感层面理解人物情感变化等，即缺少身临其境之感，导致知识与体验之间存在剥离感，不利于培养文言文解

读语感。为降低文言文学习难度，在文言文阅读学习中应采用情境教学法，模拟再现课文情境，引导学生真实体验人

物言行的深层意义和情绪转变，加深课文理解层次。 

以《晏子使楚》为例，本文主要简述了晏子作为齐国使臣出使楚国时，楚王想要刁难和羞辱晏子，企图以此向齐

国施压。但晏子不畏强权，不畏不亢，利用智慧和巧妙的言辞使楚王自取其辱。第一次刁难，楚国开小门迎接晏子，

嘲讽晏子个子矮小，晏子讽刺说，出使狗国才走狗门，迫使楚国开启大门迎接晏子。第二次刁难，楚王直接出言讽刺

晏子不具备使者的风度仪表，嘲讽齐国无人可用。晏子以退为进，承认自己是齐国最没用的人，即“婴最不肖”，所以

被派遣到楚国出使。表面上看，晏子说自己才能不足，而深层意义则是：我国人才济济，其他优秀的人未前来，是因

为你们国家最“不肖”，不配接待我国优秀使者，我这个最没用的人出使你们这样最没用的国家，理所应当。第三次刁

难，楚国故意在迎接晏子的宴会上演一场“齐国人爱偷盗”的戏码，企图污蔑齐国，羞辱晏子，晏子没有愤怒地指责

楚王以偏概全，而是以橘和枳为喻，讽刺楚国水土不好，安分守己的良民移居到楚国后也开始偷盗，迫使楚王心服口

服，承认自己自取其辱
[2]
。 

在此情境再现中，教师引导学生通过简明扼要的故事背景介绍和简短的人物对话，结合文中核心词汇，综合理解

文中人物性格和行为表现，同时对比分析现代用语和古文的语言特点差异，引导学生在翻译古文时不仅表达精准，进

行符合现代语言习惯的表述，而且传神，即追求“信、达、雅”的境界。阅读该文时，不仅应理解句子的含义，而且

体会晏子和楚王这两个角色的不同立场、思想情感变化。 

2.2 课堂联系实际 

在阅读教学中，教学重点是通过对阅读素材的学习和理解，最终掌握阅读技巧，提高阅读能力，进而提高表达能

力和写作水平。为促进学生提高阅读能力，准确理解材料内容，应将课文场景联系实际，引导学生理解在文本所述情

境下人物语言、动作、行为、思想、情感变化。 

例如，在《学会看病》一课中，作者以一位母亲的身份，讲述了“发现儿子生病——下意识为儿子找药——说服

儿子独自就医——反复叮嘱就医注意事项——焦急等待儿子归来——儿子顺利学会看病”的故事。在此过程中，母亲

最初发现儿子生病时担心儿子的病情，经过初步检查发现只是感冒后决定把握机会锻炼儿子独立生活能力。看到儿子

因生病而状态萎靡后心软，但是儿子坚持自行就医，顺利归来后“骄傲地宣布”了自己已经学会看病。 

该文按照时间发展顺序讲述了一件生活中寻常的小事，但是通过人物对话和母亲视角的心理描写表现出母亲对子

女的爱。在阅读此文时，学生不仅需要了解文章主体脉络，总结事情发展过程，还应侧重母亲和儿子在这一事件中的

情感变化。儿子最初对学习就医这件事表示疑惑，通过沟通，儿子理解了母亲想要锻炼自己独立生活能力的意图，虽

然身体不舒服但是坚持自己就医，最后看病归来为自己感到骄傲。而母亲最初是担忧，然后是面对生病的儿子而心软，

等待儿子归来时的自责与焦急，最后欣慰于孩子的成长。这篇文章将一位母亲希望子女尽快成长又担心子女会遭遇坎

坷的心情表达得非常细腻。在阅读时，应引导学生联系生活实际，想一想日常生活中父母有哪些“逼迫”自己独立的

经历，在此期间自己与父母是如何沟通的，当时的自己是怎样的心情，当时的父母可能性思想活动。通过结合实际阅

读，引导学生在阅读文本时切实立足文中视角解读人物心理，从而更深入地理解文章。 

2.3 丰富教学形式 

当前时代为信息技术时代，互联网发展使线上教学成为可能，也为丰富教学素材提供了更多路径。在阅读教学中，

教师应利用此技术优势，同步建设线上线下教学，通过制作阅读课视频，使学生可在网上学习平台中进行线上阅读学

习，教师可通过线上发布阅读任务等指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受时代发展影响，现代学生对网上沟通的适应性较强，

教师应积极利用多样化平台，通过网络交流等形式促进教学交流和师生互动，拉近师生距离。在课上或课下教学中，

教师可设置“解锁任务”形式的学习内容，设计阶梯性难度的文本阅读题，吸引学生循序渐进地提升阅读训练难度。

在阅读学习中，指导学生科学使用思维导图厘清文本脉络，明确文章叙述逻辑。设计趣味性阅读微课，浓缩课程重点

难点，学生可通过微课学习检验自学质量，完善学习缺陷环节。通过微课互动可促进个性化、自主性学习，增强阅读

课吸引力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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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综上所述，在小学高段阅读学习中，教师应积极探索多元化教学形式，促进兴趣引导，在课堂文本分析中应合理

联系生活实际，引导学生深入体验文本内容和主题思想情感。应积极运用情境教学方法，模拟文本情境，使学生沉浸

式理解文本内容，从而提升阅读教学尤其是文言文学习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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