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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的小学语文中，阅读教学的处于非常重要的

地位，其对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有着重要的意义。 新课

改后的小学教育中， 整本书的阅读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这种新的阅读教学模式，是通过教师引导学生阅读整本

书，来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从而增强小学生的阅读水

平，对小学生的全面发展有重大意义。因此，在实际的小

学语文教学过程中， 教师要结合部编版课本的特点，设
计有效的阅读整本书的策略，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

习惯，为其今后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础。
一、整本书阅读的概念分析

整本书阅读和以往的单独的文章相比，其更加注重

整体效果，主题明确、内容之间的关联密切。整本书阅读

就是让学生在教师的帮助下， 形成个性化的阅读形式，
对整本书进行高效阅读，并对其内容进行分析，让学生

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内容并作出评价的一种阅读方式。
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督促着学生进行阅读，保障学生

的主体地位。 而对于年龄较小的学生来讲，阅读整本书

是十分困难的，因此教师要精心设计教学环节，引导学

生参与其中， 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吸引学生的注意

力，完成阅读[1]。
二、整本书阅读在教学中的问题

部编教材已经全面落实到课堂中，教师已经意识到

整本书阅读的重要性，但是在实际的教学中，还是会有

一些认知上的错误。首先，在个别小学校园中，语文教学

提倡整本书阅读，但是没有对学生讲解其概念以及重要

性，学生和教师都不够重视，因此效果欠佳。而且教师自

身也不具备整本书阅读教学的能力。 比如，部分教师会

将整本书阅读视为课外读物，在课上不作要求，也没有

任何的促进措施。 但是整本书阅读是课内阅读，需要在

教师的带领下展开阅读和讨论。 对此，首先要加强教师

对于整本书阅读的概念理解，再将其融入到日常的教学

活动中，完成教学策略，提升学生阅读能力。

随着学生年级升高，课业压力也越来越大，作业就

占据了学生的多数课余时间，使得整本书阅读没有时间

进行，而且学生认为其耗时耗力；另外，语文考试中的阅

读也是以单篇的形式进行考查， 误导了学生的学习方

向，认为只用掌握做单篇阅读的技巧即可，所以很少有

学生会积极主动地阅读整本书；最后阅读环境也是限制

整本书阅读推行的一大要素，学校、家庭都不够重视，只
着眼于课内作业。小学阶段整本书阅读对学生各方面的

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一些学校只是走个形

式，并未真正地重视、落实整本书阅读，也没有设置相关

的课程。整本书阅读在小学阶段是一项需要长期践行的

内容，小学生虽然自制力不强、专注力不高，但是这些都

可以在教师的引导下得到改善。培养学生整本书阅读的

习惯，对小学生未来的发展有着远大意义。
三、整本书阅读的指导策略

（一）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平

开展整本书阅读教学的教研活动，能够提升教师的

自身素质，使得教师的专业能力得到提升和发展，同时

也能增强教师对整本书阅读的认识。 在实际课堂中，教
师首先要明确教学目标，丰富自身对整本书阅读教学的

经验，才能为学生提供更好的课堂体验。 在课下教研中

设计好阅读的研讨活动，让教师在对阅读的研讨中不断

充实自我、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为提升学生的阅读水

平奠定基础。
首先，通过轮流听课的形式，推选出优秀的教师，在

进行教研的时候，让教师分享自己的经验。其次，开展集

体备课的活动，为教师提供学习的机会和空间，让教师

在备课和评课中磨砺成长， 进而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

育。最后，要对教师展开整本书阅读的培训，请来相关的

专家进行讲座，来传授经验和教学方法，让教师在正确

的指引下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为更好地展开整本书阅

读打下基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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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化教学形式

在实际的教学中， 教师首先要明确主要的阅读对

象， 因为对整本书进行阅读一是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二是对小学阶段的学生难度较大，只有准确定位阅读对

象，才能为有效开展阅读活动提供保障。所以，在小学阶

段的阅读教学中， 首先根据其教育情况进行层次的划

分，一、二年级为低段，三、四年级为中段，五、六年级为

高段，然后再根据不同阶段学生的学习情况，选择具体、
合适的阅读内容，帮助其提升阅读能力，提高语文知识

储备，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例如，低段的学生在开展

阅读活动时，教师要选择合适的阅读内容，比如绘本，用
绘本内容来锻炼学生阅读整本书的能力，绘本图文结合

的形式能够引起学生的阅读兴趣，轻松地完成整本书阅

读，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动力，而且，绘本中图画占据多

数篇幅，文字只是作为辅助手段，比较贴合低段学生的

识字量少的特点。 中段的学生有一定的文字基础，教师

可以对部编教材的节选片段进行补充，让学生完成整本

书阅读，对正处于发展阶段的中段学生来讲，对阅读水

平的强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所以教师可以选择故事、童
话等内容，比如部编版四年级上册语文第八单元《寓言

两则》的教学，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阅读《中国寓言大全》，
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完成整本书阅读，更好地了

解我国有趣的寓言故事， 同时在寓言中学习更多的成

语，强化学生的学习能力。 高段的学生已经有一定的阅

读能力，而且自制力较强，教师可以从课文出发延伸至

新课标推荐的书目，完成整本书阅读，在教师扩展中不

断完善和提升自身的阅读能力。
（三）开展有效的阅读指导

在小学的课文教学中，教师一般会采用精读、略读

和朗读等多种形式来引起学生的阅读兴趣，让学生对文

章内容有大致的了解，然后再认读生字词、分析文章重

点语句、总结主旨等多种方式进行教学。 整本书的阅读

活动，首先需要学生完整地阅读书籍，教师不能再采用

和单篇课文一样的方式教学，必须要开展整本书的阅读

方法教学，让学生以正确的方式来阅读书籍，接着开展

整本书阅读活动，达到强化学生阅读的目的。
教师在开展整本书阅读教学之前，要让学生掌握相

关的阅读技巧。比如默读、略读等等，对于内容浅显的部

分采用略读的方式，而那些内涵丰富、寓意深远的句子，
要停下来反复揣摩，联系上下文来理解句子含义，并在

旁边做批注。如果在阅读过程中遇到自己不能理解的部

分，可以寻求教师的帮助，在教师地引导下理解其深刻

含义。 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学生在进行整本书阅读

时，可以用以章节作为中断的标志，因为在阅读过程中，
随意地中断，会导致阅读零散，学生难以真正理解文章

内容。所以，教师需要将整本书阅读的方法讲授给学生，
保障学生能够运用正确的阅读方法展开阅读。
（四）开展有效的讨论活动

对整本书阅读结束后的讨论，是保障阅读质量的重

要环节，因其能够帮助学生消化自己在阅读过程中难以

理解的部分， 帮助学生更好地体会到文章语言的魅力、
学习文字中蕴藏的知识，对学生感悟能力的提升至关重

要。 整本书阅读的讨论，并不是对其中的个别文章的赏

析，而是帮助学生站在整本书的角度，展开心得体会的

交流以及辩论的过程，让学生在发表自己观点的同时强

化其自学能力，在互相讨论中提高体悟能力，帮助学生

在阅读中更好地消化阅读的内容。
在小学的阅读教学中，阅读讨论环节尤为重要，一方

面能够让教师了解到学生的实际阅读情况， 结合学生的

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教学方法，强化学生的阅读能力。
可以开展高、中、低段共读一本书的活动，以读书会的形

式让学生分享自己的心得体会， 以此来拓展学生阅读的

深度。 比如，部编版五年级上册语文第一单元《三国演义》
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在这一篇文章讲解结束后，引导学生

阅读《三国演义》整本书，并展开讨论活动，学生有着非常

明显的不同的阅读体验。 男生会对《三国演义》中的英雄

故事感兴趣，所以多会对人物形象进行点评和分析。 比如

诸葛亮这个人物， 学生会更加喜欢， 因其智勇双全的特

点；而曹操在书中会呈现出残忍、奸诈的特点，学生多会

感到讨厌。 而女学生的阅读体验则会完全不同，女生的心

思比较细腻，感情较男生来说更加丰富，会对奸诈的人物

产生痛恨的情绪。 而这样的讨论活动，能够帮助学生理解

整本书的内容，从而提高学生的阅读水平[3]。
四、结束语

小学生在阅读过程中自己的想法会非常丰富，而这

一点对整本书阅读的教学有着重大的推进作用，教师必

须要重视学生的这一特点，从而在整本书阅读中引导学

生建立和形成自身独特的价值体系，提升学生阅读的同

时，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整本书阅读能够给学生带

来独特的阅读体验，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所以，小学语

文教师要努力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借鉴别人成功的经

验，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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