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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感悟能力是小学语文尤其是高年级语文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阅读中的感悟只有通

过让学生潜心读书，自己去咀嚼语言文字的滋味，去体验语言文字的感情才能使学生有所感、有所悟。语文教师在阅读教学过程中要善

于通过创设情境、指导品读、激发想象等方式培养学生的感悟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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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感悟能力是小

学语文尤其是高年级语文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笔者从

自己长期从事高年级语文教学实践中体会到：阅读中的

感悟是学生凭借对语言及其语境的直感获得印象或体

验的心理过程，是一种意会。感悟不是通过教师的讲解

就能获得，只有通过让学生潜心读书，自己去咀嚼语言

文字的滋味，去体验语言文字的感情才能使学生有所

感、有所悟。
一、创设情境，启迪感悟

感觉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第一通道，当然也是阅读教

学中启迪学生感悟的首要途径。教学中，教师首先要充

分运用各种生动的的教学手段，充分发挥现代电化教学

媒体的作用，让阅读教学中涉及的人、事、景等活起来、
动起来，让学生感知当时的情景，从而更准确地感悟课

文内容。教学《可爱的草塘》，笔者引导学生理解“浪花翠

绿翠绿的，绿得发光，绿得鲜亮，欢笑着，翻滚着，一层赶

着一层涌向远方”这段时，运用多媒体播放：无边无际的

草塘，随风摇曳的芦苇，反射着太阳光的苇叶，并配上舒

缓的音乐。学生们睁大了眼睛，已经完全被可爱的草塘

迷住了。笔者因势利导：“你们这么喜欢草塘，能不能把

你们的感受读出来？”学生情绪高涨，经过自由读、指名

读、评读、齐读，读出了惊喜、赞美之情。在这样的教学情

境中，学生加深了对课文的理解，感悟能力也得到培养。
其次，教师要采取多种方法，激活学生的体验，引导学生

根据自己日常生活中积累起来的相关直觉经验，自觉地

把头脑中原有的储备与文本中的内容联系起来，启迪学

生自主感悟。笔者曾以“阅读教学中的理解与感悟”为研

讨主题，在上《地震中的父与子》区级观摩课时做了尝

试，收到了比较理想的教学效果。美国发生的那场地震

本来与五年级学生的生活有点距离，无法理解地震带给

人们的危害与灾难，无法理解灾难中突显出来的人性

美。但是，学生对我国汶川刚刚发生过的那场震惊世界

的特大地震还记忆犹新。笔者充分利用了这一契机，上

课伊始，深情地叙述了这样几个场景：林浩小朋友一次

次冒着生命危险冲进已经倒塌的教室救出自己的同学，

你们感悟到这是一种什么爱？（学生答：伟大的友爱）谭

千秋老师用自己的身躯挡住坍塌的建筑，使 4 名学生安

然无恙，你们感悟到这是一种什么爱？（学生答：伟大的

师爱） 一位年轻的母亲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怀里的婴

儿，你们感悟到这是一种什么爱？（学生答：伟大的母爱）

世间的爱有好多种，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地震中的父与

子》，一起来感悟另一种伟大的爱。这样，学生通过具体

的语言文字，联系自己头脑中的相关信息，比较敏锐地

感悟到了课文的内涵。
二、反复品读，加深感悟

作者借助语言描述事物、说明事理、表达情感。可以

说，文本语言是作者表情达意的载体。因此，阅读教学

中，教师要重视指导学生有感情地反复地品读，以加深

对文本的理解和感悟。
1.研读重点句段

以一段课文或一个句子为中心，通过引导学生对其

重点研读、仔细体味来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这是提

高学生感悟能力的重要手段。例如：教学《地震中的父与

子》一课，在学生了解了主要内容后，围绕全文的中心句

“这对了不起的父与子，无比幸福地紧紧拥抱在一起”找
出最能表现父亲和儿子了不起的语句。学生自由交流

后，教师着重引导学生从第 12 自然段体会父亲的了不

起：这段话中，哪个字、词或标点打动了你？学生找出了

表示时间很漫长、父亲挖得很艰辛的词———8 小时、12
小时、24 小时、36 小时；找出了描写父亲衣着和外貌的

词———满脸灰尘，布满血丝，破烂不堪，到处；学生还找

出了省略号，并谈了自己的理解和感受。有的说：“父亲

在随时会发生余震的废墟上不停地挖了 38 小时，直到

找到儿子为止，真了不起！”有的说：“父亲在 38 小时中

顾不上吃饭、顾不上喝水、顾不上休息，心中只有对儿子

的承诺———不论发生什么，我总会跟你在一起！真了不

起！”还有的说：“父亲在所有人都劝他离开，所有人都绝

望的情况下，决不放弃的精神真了不起！”……透过学生

的发言，我们可以发现学生的感悟是多么深刻。
2.指导感情朗读

重点语句找出来了，意思理解了，怎样指导学生把

它读好读深入，从而生成语感，这是语文阅读教学的又

一重要环节。《朱作仁谈朗读》一文中指出：“讲解只能使

人知道，而朗读更能使人感受。”在指导学生有感情朗读

时，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读思结合，让学生在读中加深

理解，在读中体验情感，在读中掌握技巧。具体做法是：

了解文本内容，感受情感脉搏，在此基础上再指导学生

感情朗读。学生只有把握了人物的思想感情，才能读出

感情，这才是正确的指导朗读的方法———重在内容的理

解而不单是技巧的指导。例如：教学《再见了，亲人》一

课，学生一致认为写大娘的第一段最感人，给人的印象

最深。笔者首先引导学生通过读、思、议，将第一段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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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为：大娘冒着炮火为志愿军送打糕累得昏倒在路

旁，为救志愿军伤员失去了唯一的亲人———心爱的小孙

孙。然后引导学生朗读：“可是今天，‘我们’就要和恩重

如山的大娘告别了，是何等的难舍难分哪！让‘我们’向
着大娘深情地说———”（学生声情并茂地读：“大娘，停住

你送别的脚步吧……”）。在有感情的朗读过程中，学生

感受到了中朝人民用鲜血凝成的伟大友谊，同时品味语

言，积累语言。长期坚持下去，学生的感悟能力会在不断

的、有指导的训练中逐渐变得敏感、完善起来。
三、激发想象，促进感悟

让学生真正地走进文本，融入角色，体会课文的感

情，从而与故事的主人公产生心灵的共鸣，这是我们所

追求的教学境界。激发学生想象，进一步把他们引进课

文的情境之中，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方法。在《地震

中的父与子》中，父与子都是“了不起”的，但有的教师往

往偏重引导学生感受父亲的了不起，却忽略了让学生感

悟儿子的“了不起”，而这也正是学生理解的难点。在体

会儿子的了不起时，笔者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

展开想象：废墟下是什么样的？阿曼达在废墟下会对自

己说什么？会对同学说什么？阿曼达让同学先出去可能

会发生什么情况？因为有了对课文内容的初步了解，并

且给学生提供了展开想象的空间，学生的思维十分活

跃。通过想象，学生知道阿曼达在废墟下的 38 小时里，

凭着对父亲的信任，十分坚强；在让同学先出去的这段

时间里，有可能发生余震，有可能发生废墟垮塌，有可能

……七岁的阿曼达信任父亲、先人后己的可贵精神在学

生的脑海里留下深深的烙印，学生真正感悟到了阿曼达

的了不起，获得了思想启迪。像这样抓住课文中那些“空

白”，以此为感悟点，引导学生展开想象，实现学生心灵

与文本之间真诚的对话，达到“以情感人，以情育人”的
良好效果，从另一个侧面深化了对课文的感悟和理解，

又培养了学生的创造想象力。
四、注重表演，强化感悟

小学生好玩爱动，具有强烈的表演欲和潜在的表演

天赋。在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用学生的这一特点，选择

表演性较强的课文，结合语言文字训练组织学生通过表

演，使课文情节栩栩如生地展现在学生眼前。例如，在教

学完《将相和》后，安排学生演课本剧，让学生自由组合，

从三个故事中选择一个演一演。学生兴趣盎然，从道具

到台词都下了一番功夫。无论是表演的学生还是观看的

学生，都主动地参与到活动中来。表演的学生很投入，活

灵活现。如在演《完璧归赵》时，“蔺相如”高高举起“和氏

璧”，神情凛然。观看的学生积极评价，准确到位，如认为

“廉颇”负荆请罪时态度不够诚恳。在表演的过程中，学

生不仅深入到课文中人物的内心情感世界，真切地体会

到他们的情感和心理，还融入了自己对教材内涵的理解

和再创造。通过表演，促成学生与文中人物深层沟通，蔺

相如的机智勇敢、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品格和廉颇直爽、
知错就改的性格特点跃然心中。

教学的本质不是“告诉”而是“感悟”。虽然感悟能力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培养出来的，但是只要我们充分认识

培养学生感悟能力的重要性，持之以恒地采用多种方式

培养学生的语言感悟能力，就一定能提高阅读教学效

率，从而增强学生的语文能力。 （责任编辑：符 洁）

小学语文教学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学生的发展，为学

生的终身学习、生活和工作奠定基础,因此，在阅读教学

中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尤为重要。叶圣陶先生说：

“学语文主要靠学生自己读书，自己领悟。”因此，作为教

师应努力为学生创造自主学习的氛围，提供探究摸索的

时间和空间，多给机会让他们去选择，多给时间让他们去

思考，多给问题让他们去解决，挖掘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

潜能，使学生在阅读教学中自己发现、自己学习、独立思

考，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形成自主学习的能力。
一、拓展个性空间，激发学生自主潜能

1.灵动选择，培养学生自主意识

在阅读课堂教学中，改变传统的指令运作方法，给

学生以充分自主选择的权利，是调动学生能动性、培养

自主意识的重要方面。我们在阅读教学中应当变教师的

指令性为学生的选择性，寻求在教师指导下的学生自主

选择的新机制。
（1）允许“理解”的选择。“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

姆雷特”，课文语言的模糊性和学生理解的差异性使每

个学生对文本的解读是不同的。只要不违本意，应尊重

学生的独特体验。教学《麻雀》一课，对于课文中颂扬的

母爱情感，有的学生提出质疑“你是怎么知道这是一只

母麻雀呢？”所以很多学生认为文章颂扬的是亲情的可

贵。作为教师，应该珍视学生中这种不同的声音，尊重他

们具有独立性的思考，不能加以否定。
（2）尊重“情感”的选择。目前，小语教材中，很多问

题的设计都体现了对学生情感选择的尊重。如：背诵自

己喜爱的段落；抄写自己喜欢的好词好句等；习作中也

重视学生情感选择的独特性，很多命题都是学生选择自

己想写的事物。课堂教学中，尊重学生情感选择的地方

也数不胜数。如学习《将相和》，设计让学生谈谈文中人

物蔺相如、廉颇、赵王你最喜欢谁？为什么？教师应该给

予学生选择的权利，尊重学生情感的差异。
（3）鼓励“伙伴”的选择。在课堂上鼓励学生自主选

择合作伙伴学习，可以使学生的自主性得以充分的发

挥。如：选择一起读课文的伙伴“我想请××和我一起读

第一段”，“我想请××读下一个自然段”；选择帮助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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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学阅读教学中学生的自主学习
喻桂芝

（辽阳市文圣区普化小学，辽宁 辽阳 1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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