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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小学生读中感悟能力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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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读中感悟是学生通过阅读而得到的内心体会、产生的情感，读中感悟能激发学生对语文阅读学习的兴趣，有助于学
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老师通过正确的引导方式促使学生广 泛 阅 读，养 成 良 好 的 读 书 习 惯，是 提 高 语 文 阅 读 学 习 效 果 的 基 本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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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语文阅读教学中应注重培养学生的读中感悟能力，既

有助于学生对文章内容有更深层的理解，又有利于学生阅读
习惯的养成，对提高语文教学质量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学
生是阅读的主体，但长 久 以 来 语 文 阅 读 的 教 学 模 式 是，从 作
者的写作角度分析，过 分 强 调 阅 读 技 法，用 教 学 参 考 书 的 标
准答案固定教学方向，而 往 往 忽 视 了 学 生 的 个 性 情 感 表 达，
限制了学生读中感悟的自由发挥。长此以往，学生容易形成
“只要能够应付老师的提问就行”的思想，因而丧失了阅读的
兴趣。
二、引导学生会读书

（一）通过教 师 范 读，体 会 课 文 情 感。老 师 通 过 有 感 情
的朗读课文，以声传情，将文章所要表达的情感传达给学生，
使学生对文章内容有了最基本的印象，进而在自己朗读时可
以细细体会其中的感情。

（二）通过放 声 朗 读，感 悟 课 文 内 容。放 声 朗 读 是 感 受
语言、训练语感的过程，通 过 朗 读 课 文 感 悟 文 中 所 要 表 达 出
的思想情感。对于情感丰富或趣味性较浓的课文，可以让学
生多读，每读一遍都会加深学生对文章更深层次的理解。

（三）通 过 反 复 阅 读，深 度 理 解 课 文。正 所 谓“书 读 百
遍，其义 自 见。”因 此，在 朗 读 的 过 程 中，无 需 句 句 斟 酌、字 字
推敲，就可以达到让学生更准确的把握并加深对课文内涵理
解的目的。

（四）通过默 读，体 会 课 文 内 涵。放 声 朗 读 的 好 处 显 而
易见，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课文都适合通过这种方式帮助学
生深入理解课文内 涵。对 有 些 不 适 合 做 有 感 情 朗 读 的 课 文
做出这样的要求，通常 会 使 学 生 产 生 抵 触 情 绪，这 样 反 而 不
利于读中感悟。这种 情 况 下，通 过 默 读 的 方 式，可 以 起 到 比
朗读更好的感悟效果。
三、引导学生会悟书

（一）做适当 的 引 导 点 拨，培 养 学 生 读 中 感 悟 能 力。教
材中的文章，多是从文学作品中节选而来，篇幅较短，小学高
年级学生的读中感悟 能 力 日 渐 形 成，因 此 在 课 堂 上，老 师 不
应直接把原本优美的语言文字逐字逐句的分析给学生，而应
通过提问的方式去引导学生，体会作者写作时的心理活动和
所要表 达 的 深 刻 情 感，从 而 积 淀 和 培 养 学 生 的 读 中 感 悟
能力。

（二）通过启发 学 生 的 想 象 力，增 强 学 生 的 读 中 感 悟 能
力。语言文字本身没有任何情感可言，只有通过阅读者的想
象力，才能把抽象的语 言 文 字 还 原 到 特 定 的 环 境，将 读 者 带
入文章所描绘的场 景 中，身 临 其 境 的 感 受 文 中 的 人、事、物。
因此，在阅读教学中，教 师 可 以 充 分 利 用 教 材 为 学 生 留 下 的
创造及想象空间，启发和引导学生联系自己的实际生活展开
联想，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通过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可
以加深 学 生 对 课 文 的 理 解，还 可 以 培 养 学 生 的 读 中 感 悟
能力。
四、引导学生读好书

（一）学好课本知 识。能 够 入 选 小 学 语 文 教 材 的 文 章，
不说篇篇精品，也是各具特色。通过对课本中文章的阅读学
习，理解课文的意境，体会课文精髓所在，通过培养读中感悟

能力，明白什么样的文 章 是 一 篇 好 的 文 章，什 么 样 的 书 会 是
一本好书，值得去拜读。

（二）丰富课外阅读。鲁迅先 生 说：“学 好 课 内 的 东 西 只
是学好语言的一半，另一半要靠课外学习去获得。”培养学生
的读中感悟能力，仅靠 教 科 书 中 的 内 容 是 远 远 不 够 的，通 过
多读书可有效提高学生的读中感悟能力。因此，教师应向学
生推荐好的读物，鼓励学生广泛阅读，丰富知识结构，从而培
养读中感悟能力。
五、鼓励学生的个性化阅读

（一）学生是 个 性 化 阅 读 的 主 体。学 生 的 生 长 环 境、心
理状态不同，对同 一 事 物 的 看 法 就 会 不 同。因 此，在 阅 读 文
章时也会对相同的 内 容 发 出 不 一 样 的 读 中 感 悟。只 要 是 学
生真实情感的流露，老 师 就 应 该 给 予 鼓 励，并 做 出 正 确 的 引
导，而不应过分要求学生有统一读中感悟。只有这样才能不
变自主阅读的初衷，发 挥 学 生 个 性 化 阅 读 的 优 势，培 养 学 生
的读中感悟能力。

（二）个性 化 阅 读 体 现 了 与 作 者 所 表 达 的 内 容 产 生 共
鸣。从以往的阅读经 验 中 不 难 发 现，同 样 一 篇 文 章，有 人 感
兴趣，而有人却是不喜欢。当我们能够被阅读的文章内容所
能够吸引的时候，往往是与作者在文章中所描述的内容产生
了某种共鸣，因而产生了浓厚的阅读兴趣。对于有兴趣的文
章内容，通常还会不止一次的进行阅读，并且在每次阅读后，
都会有新感悟。成年人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小学生了。因此
在阅读教学中应鼓励学生在原认知的基础上，建构有个性特
征的理解和感悟，这才是培养读中感悟能力中最珍贵的。

（三）个性化阅读和读中感 悟 要 紧 密 结 合。读 中 感 悟 是
学生个性化阅读的表达。培养学生的读中感悟能力，就要在
课堂教学时，鼓励学生大胆质疑，培养学生提问题意识，只有
学生主动提出质疑了才能说明是经过思考的，如果老师直接
提出一个问题让学生 去 思 考，求 得 一 个 标 准 答 案，学 生 就 会
带着这一目的，有针对 性 的 阅 读，进 而 降 低 了 学 生 自 主 阅 读
的效果，而且容易使学生养成断章取义的恶习。当课内习得
的阅读方法极 大 地 激 发 了 学 生 的 学 习 兴 趣 时，我 们 就 会 发
现，课本的内容远不能 满 足 学 生 的 阅 读 需 求，这 时 学 生 就 会
主动的将课内所学 的 阅 读 方 法 运 用 到 课 外 阅 读 中 去。除 了
让学生自由选择感兴 趣 的 课 外 读 物，进 行 拓 展 阅 读 外，也 可
以定期的组织学生举 办“阅 读 心 得 交 流 活 动”，开 阔 视 野，丰
富知识，从而激发学生 的 阅 读 热 情，这 就 形 成 了 一 个 良 性 循
环，会提高学生读中感悟能力的培养速度。
六、结束语

“晋·陈寿《三国志·魏志·王肃传》：人有从学者，遇不
肯教，而云：‘必当先读百遍’，言‘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只有
通过认真阅读文章，才能真切感悟到文章的深层含意及魅力
所在。早在春秋时期，儒家学说就推崇“因材施教”的教学思
想，提倡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老师只有通过正确的教学方
法，引导学生，才能培养读中感悟能力，提高语文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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