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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课外阅读与课堂教学的有效结合研究 

孙若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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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围绕小学语文教学中的课外阅读与课堂教学的结合策略展开探讨。当前的小学语文课堂普遍

采用单一的教学方法，这不仅限制了学生的参与度，也削弱了其学习兴趣，从而导致语文教学效果不尽如

人意。通过分析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了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教师的引导与激

励措施以及家校合作的策略，以促进课外阅读与课堂教学的有机结合。研究表明，这些策略不仅能够丰富

课堂教学内容，还能有效提升学生的阅读兴趣和语文综合素养，为小学语文教学的改进提供了有力的理论

和实践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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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strategies for integrating extracurricular reading with classroom teaching in 

elementary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t introduces the current limitations of elementary Chinese classrooms, 

where single-method teaching restricts student engagement and interest, leading to suboptimal teaching outcomes.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status and problems of classroom teaching in elementary Chinese, the study proposes 

strategies such as diversified teaching methods, teacher guidance and motivation, and enhanced home-school 

collaboration to promote an organic integration of extracurricular reading and classroom teaching.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se strategies not only enrich classroom content but also effectively enhance students' reading interest 

and overall language proficiency, providing strong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upport for improving elementary 

Chines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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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课外阅读的重要性 

课外阅读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

角色。首先，课外阅读是学生提升语文素养的有效

途径。通过阅读丰富的阅读材料，学生不仅能够扩

展词汇量，还能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其次，课外阅

读能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使他们在愉快的阅读过

程中逐步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此外，课外阅读有

助于学生了解更多的文化知识，拓宽他们的视野。

小学阶段是学生语言学习的关键时期，课外阅读的

内容可以补充课堂教学的不足，丰富学生的知识储

备。随着阅读量的增加，学生的理解能力和写作水

平也将得到显著提高[1]。 

因此，课外阅读在语文教育中的重要性不容忽

视，它是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也是学生语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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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发展的基础。 

1.2  课堂教学的挑战性 

尽管课堂教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占据核心地位，

但也面临着多种挑战。首先，随着教学内容的增加，

教师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难以全面覆盖所有知识点，

导致教学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有所欠缺。其次，传统

的教学方法过于单一，主要依赖于教师的讲授，学

生的参与度较低，难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此外，

学生的个体差异较大，传统课堂教学往往难以满足

不同学生的需求，一些学生可能在课堂上得不到足

够的关注和指导，导致学习效果不佳。课堂教学还

面临着教学资源有限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些偏远地

区，教师难以获得足够的教学资源来丰富课堂内容。

因此，如何克服这些挑战，使课堂教学更加高效，

成为了语文教师亟待解决的问题。 

2 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的现状与问题 

2.1  课堂单一教学方法模式 

当前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单一的教学方法模

式较为普遍。教师通常采用“讲授—练习—反馈”的

传统教学流程，课堂上教师主要负责讲解课文内容，

而学生则通过记录笔记和完成习题或作业来进行巩

固。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学生掌握基础知

识，但由于过于依赖教师的讲授，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缺乏主动参与的机会。 

这种教学方法的单一性，导致学生在课堂上大

多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状态，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受到抑制。此外，教师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很难

对每个学生进行个性化指导，导致部分学生在理解

和掌握知识点上存在困难。这种单一的教学模式虽

然在知识传授上具有一定的效率，但无法全面调动

学生的学习热情和主动性，限制了学生语文综合素

质的提升。 

2.2  单一教学方法的局限性 

单一教学方法在小学语文课堂中的应用虽有一

定的效果，但其局限性也逐渐显现[2]。首先，这种方

法忽视了学生个体差异，无法满足不同学习能力和

兴趣的学生需求。教师在课堂上往往只顾及到中间

水平的学生，而忽略了需要特别关注的学生，以致

一些学生在课堂上难以跟上教学进度，学习兴趣下

降。其次，单一的讲授方式容易让学生产生疲劳感，

长时间的听讲难以保持注意力集中，进而影响学习

效果。 

此外，语文是一门具有较强实践性的学科，学

生需要通过大量的阅读和写作，文学素养才可以得

到提高，然而现在单一的课堂教学方法是无法充分

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以致语文课堂教学变得枯

燥乏味。长此以往，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和自主学

习能力将受到影响，导致语文综合素质的提升受到

阻碍。 

2.3  语文课堂中参与度问题 

小学语文课堂中，学生的参与度问题一直是教

学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3]。尽管教师在课堂上投入

了大量精力进行讲解，但由于教学模式单一、互动

形式有限，导致许多学生在课堂上处于被动听讲的

状态，难以积极参与到课堂活动中。低参与度不仅

影响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还削弱了他们在

课堂上的存在感，使得课堂氛围较为沉闷。此外，

部分学生由于缺乏自信心或表达能力，在课堂上不

愿意主动发言或参与讨论，进一步加剧了课堂参与

度的低下。 

教师如果无法有效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他

们在课堂中成为主动的学习者，教学效果将大打折

扣。提高学生在语文课堂中的参与度，是提升教学

效果的关键，也是实现学生语文综合素质发展的重

要途径。 

2.4  语文课堂中的兴趣问题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提

高教学效果的关键[4]。然而，由于现行教学方法的单

调性，许多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逐渐减弱。传统

的教学模式过于注重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的情感体验，这使得语文课堂变得枯燥

乏味，学生对语文学习的热情大打折扣。此外，教

材内容相对固定，课堂教学缺乏新鲜感和挑战性，

难以满足学生对多样化学习体验的需求。这种情况

下，学生往往将语文学习视为一种负担，而非一种

乐趣。 

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需要在教学过

程中融入更多生动、有趣的元素，如通过故事、游

戏或与生活实际相结合的方式，让学生在轻松愉快

的氛围中学习语文。只有当学生对语文学习产生浓

厚的兴趣时，他们才能真正参与其中，取得更好的

学习效果。 

3  课外阅读与课堂教学相结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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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多样化教学方法 

多样化教学方法是实现课外阅读与课堂教学有

效结合的重要策略之一。教师可以通过情境教学法、

讨论法、项目学习法等多种教学方法，将课外阅读

的内容有机地融入到课堂教学中。例如，在学习  草

房子》这篇课文时，教师可以先要求学生在课外完

整阅读整本小说，然后在课堂上通过角色扮演、情

境再现的方式，让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文章的情感

与主题。此外，教师还可以组织小组讨论，鼓励学

生分享自己的阅读感受，并通过集体讨论的形式，

深化对课文的理解。 

这样的多样化教学方法，不仅能有效激发学生

的阅读兴趣，还能使课外阅读的成果在课堂上得到

充分展示和应用，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语文素养。 

3.2  教师引导与激励 

教师在课外阅读与课堂教学结合中的引导与激

励作用至关重要。教师不仅要为学生推荐适合他们

阅读水平和兴趣的课外书籍，还要在课堂上适时引

导学生将课外阅读的内容与课堂学习结合起来。例

如，在学习古诗词时，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在课外查

阅与诗词相关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知识，并在课堂上

进行分享和交流，从而加深对诗词的理解和欣赏。

同时，教师还可以通过设置阅读奖励机制，如举办

读书报告会、评选优秀读书笔记等方式，激励学生

积极参与课外阅读活动。 

在教师的引导和激励下，学生的阅读习惯和兴

趣可以得到进一步培养，从而使课外阅读真正成为

课堂学习的有益补充。 

3.3  家校合作的强化 

家校合作是实现课外阅读与课堂教学有效结合

的重要保障。家长在课外阅读中扮演着监督和引导

的角色，教师可以通过定期的家校沟通，向家长提

供适合学生阅读的书目建议，并鼓励家长在家庭中

创造良好的阅读氛围。例如，教师可以建议家长与

孩子一起制定家庭阅读计划，每天固定时间进行亲

子共读，并在周末或假期进行读书分享活动。此外，

学校可以通过组织家庭阅读日或亲子读书会等活动，

增强家长对课外阅读重要性的认识，并让家长了解

如何有效支持孩子的阅读。 

通过家校合作，学生的课外阅读习惯可以得到

更好的培养，进一步促进课堂教学的效果。 

4  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课外阅读与课堂教学的有效结

合对小学语文教学具有重要意义。多样化的教学方

法、教师的引导与激励以及家校合作的强化，都是

实现这一结合的重要策略。通过这些措施，不仅可

以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增强他们的学习参与度，

还能全面提升学生的语文综合素质。在未来的教学

实践中，教师应不断探索和创新，将课外阅读与课

堂教学有机结合，为学生的语文学习创造更为丰富

和多元的环境，从而推动小学语文教学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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