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４６　　　

小学高年级学生英语阅读效率提高的策略

　　［作者简介］邓红艳（１９８３－），女，小学一级教师，硕士研究生。

邓 红 艳
（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金沙小学，广东 东莞５２３８００）

［摘　要］英语阅读是小学生英语学习阶段的一大难题。长期以来，学校英语阅读的教学方法较为传统，部 分

学生一开始就对英语阅读产生畏惧心理。因此，我们 在 阅 读 教 学 中 应 激 励 学 生 主 动 参 与 英 语 阅 读，以 英 语 写 作 带

动和提高英语阅读能力；培养、训练学生掌握阅读技巧；指导学生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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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提高小学生英语阅读能力的重要性

英语教 育 学 专 家 黄 源 深 曾 经 说 过：“学 习 任

何语言都 需 要 大 量 阅 读。学 习 英 语 也 需 要 大 量

阅读。英语 学 得 好 的 人，一 般 说 来，都 读 过 相 当

数量的书；反之，也只有读得比较多的人，才能真

正学好英 语”。由 此 可 见，大 量 阅 读 对 于 英 语 学

习至关重要，没有大量阅读是很难学好英语的。

１．阅读能力的提高有利于英语知识的积累

越来越多的教育专家认识到：阅读能力与未

来的学习成绩有密切的联系，学生的阅读能力越

高，越有利于知识的积累。在世界各国教育改革

浪潮中，很多国家均把提高阅读能力作为一项重

要的教育 改 革 对 策。如 美 国，在１９８３年 就 提 出

“阅读是 所 有 课 程 的 核 心 和 基 础”的 理 念。我 国

小学高年 级 的 学 生 已 经 有 了 一 定 英 语 知 识 的 基

础，在这时加强英语阅读学习有利于知识的吸收

与积累。

２．提高英语 阅 读 能 力 有 助 于 学 生 形 成 独 立

的知识分析能力

在小学阶段，学生接触的英语知识有 限。通

过英语阅读学习，可以让学生获取新的知识和新

的兴趣，不断巩固和提高已学过的语言知识以及

对这些知识的运用能力，对部分学生甚至还可以

起到触类旁通、融会贯通的作用。小学英语阅读

如果开展得 好，将 会 加 快 学 生 英 语 学 习 的 速 度，
提升阅 读 及 理 解 的 层 次，拓 展 学 习 的 深 度 与 广

度，使学 生 形 成 独 立 的 知 识 分 析 能 力。而 且，小

学阶段 的 阅 读 相 对 简 单，通 过 经 常 性 的 阅 读 引

导，既可以消除部分学生对“大段”英语文字的害

怕心理，又可以在阅读教学过程中教授好的阅读

技巧与培养好的阅读习惯，使学生终身受益。
二、目前小学英语阅读教学的现状

１．阅读教学是当前小学英语教学的难点

一方面，长久以来的小学英语教学忽略阅读

教学，在以往 的 教 学 中 对 阅 读 教 学 重 视 不 够，造

成小学英语阅读教学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不足，没

有足够 可 借 鉴 的 小 学 英 语 阅 读 教 学 理 论 积 淀。
另一方面，由 于 对 学 生 阅 读 能 力 的 培 养 不 够，学

生对阅读课的兴趣和热情也较弱，所以给教师平

时英语阅读课的教学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２．阅读教学是小学英语教学的薄弱点

小学英语阅读教学一直以来存在着“费时较

多，收效较低”的问题，也存在着教学方法传统单

一的问题。学 生 对 英 语 阅 读 也 是“避 而 远 之”。
一些教师习惯把阅读教学当成一般课文教学，讲

解生词，生词造句，句子翻译，对语法和时态抓住

不放等，忽略 了 阅 读 习 惯 和 阅 读 技 巧 的 训 练，也

有一些教师把阅读教学变为课外阅读，解释一下

生词，划划生词，对对答案就算了。

３．阅读教学是小学英语教学研究的热点

正是因为小学英语阅读教学存在薄弱性和困

难性，使得广大教育者不得 不 去 关 注 它、研 究 它。
在近年的大型教学活动中，阅读课的比例越来越

多；在研讨活动中，众多的专家和教师也积极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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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教学。各学校为了提高学校的阅读教学能力，
主动推出阅读教学的研讨课，请兄弟学校的教师出

谋划策。各方面如此关注这一问题，对于增加教师

的业务水平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也会加快学生阅读

能力的提高。
三、提高 小 学 高 年 级 英 语 阅 读 效 率 的 一 些

方法

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已经是小学阶段高年

级的学生了，他们在生理发育上与初中学生存在

一些差距，但在心理上却希望自己能够尽量受到

少的约束，能够更为“独立自主”。这个阶段的学

生开始有了更多的“独立思考”能力，甚至尽量表

现的像个小“大人”，而且不易对较为花哨的英语

教学方法 感 兴 趣 了。针 对 小 学 高 年 级 学 生 的 这

些变化和我们在实践教学中的一些经验，简要谈

谈若干提高英语阅读效率的方法。

１．词汇在英语阅读中起着重要作用

如果我们 能 利 用 适 当 的 方 法 增 加 学 生 的 词

汇量，那么学 生 的 阅 读 难 度 就 会 相 应 降 低，而 学

生的写作 水 平 也 会 相 应 提 高。为 了 提 高 我 校 学

生的阅 读 水 平，我 们 曾 经 作 过 一 份 英 语 阅 读 调

查，这份调查主要针对小学六年级学生。数据显

示，很多学生 怕 阅 读，觉 得 阅 读 难 的 原 因 除 了 句

子长难以理解外，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词汇。下

面截取调 查 问 卷 关 于 生 词 的 一 部 分：（１）在 英 语

阅读时，你 会 经 常 遇 到 生 单 词 吗？（２）遇 到 生 词

时，如不影响理解上下文，你会跳过去读下去吗？

（３）如影 响 理 解，你 能 根 据 上 下 文 或 构 词 法 猜 测

其词义吗？（４）尽 管 影 响 理 解，也 不 去 猜 测 其 词

义也不查 词 典 继 续 读 下 去。对 生 词 调 查 的 结 果

与分析：

表１　关于学生遇到生词反应的调查

问题
六（１）

人数 比例／％

六（２）

人数 比例／％

六（３）

人数 比例／％

合　计

人数 比例／％

（１） ２８　 ７７．７８　 ２７　 ７７．１２　 ３０　 ８５．７１　 ８５　 ８０．１９

（２） ２９　 ８０．５６　 ２７　 ７７．１２　 ２８　 ８０　 ８４　 ７９．２５

（３） １１　 ３０．５６　 ９　 ２５．７１　 １０　 ２８．５７　 ３０　 ２８．３０

（４） ８　 ２２．２２　 １０　 ２８．５７　 ８　 ２２．８６　 ２６　 ２０．７５

　　根据上述调查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１）上表数据表明，１题习惯与２题习惯的比例分

别为８０．１９％与７９．２５％，说明在阅读过程中遇到

生词是很频繁的，而他们遇生词时主要采取回避的

态度，以置之不理的策略处理之。（２）３题习惯与４
题习惯的比例显示，部分同学阅读过程中遇到生单

词时态度都不够积极，只有部分同学在阅读时会利

用词典或其他工具书。部分同学则不管理解与否，
只管读下去，这也将影响阅读质量。

小学阶段英语课时量少，学生在课堂上对教

材中的词汇掌握需要花费部分时间，教师如何利

用有限的 时 间 给 学 生 增 加 额 外 的 词 语 而 学 生 又

乐于接受？下面是我们常见的几种方法：一是对

于出现在阅读理解上频率比较高的一些单词，老

师应该做一个归纳，在教学中穿插引入，“润物细

无声”；二是坚持每天增加一个新单词，并且在周

五进行复习；三 是 同 一 个 单 词，增 加 它 在 不 同 场

合见面的频率，反复出现。四是引导学生用联想

记忆、谐 音 记 忆、词 根、前 后 缀、合 成 词 等 方 法 帮

助学生记忆单词。以ｅｙｅｂａｌｌ合成词为例，ｅｙｅ（眼

睛）＋ｂａｌｌ（球）＝ｅｙｅｂａｌｌ（眼球）；五是充分利用网

络资源，查找 学 生 感 兴 趣 的 话 题，配 有 简 短 的 英

语说明或是教师自己配上与教学相关的词语，让

学生讨论，既可以消除学生学习词汇的枯燥感又

可以加深 对 每 个 单 词 的 记 忆。配 上 小 猫 钓 鱼 的

漫画学习“ｃａｔｃｈ　ｔｈｅ　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ｉｅｓ（ＰＥＰ小学英语五

年级单词 词 汇）”，这 个 单 词 对 学 生 的 难 度 较 大，
利用这 种 较 为 形 象 的 记 忆 法，可 以 帮 助 学 生 记

忆，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与学习兴趣。
２．激励学生主动参与英语阅读，以英语写作

带动和提高英语阅读能力

五、六年级的学生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语言知

识并且表现欲望很强，采取激励学生主动参与英

语学习的 策 略 往 往 能 事 半 功 倍。引 导 学 生 写 小

作文是一种让他们表达自我想法、参与英语学习

的很好 的 策 略。一 方 面，五、六 年 级 的 学 生 已 经

积累了 简 单 英 语 写 作 的 知 识，只 要 教 师 适 当 引

导，学生 就 能 写 出 很 好 的 小 短 文。另 一 方 面，学

生写的文章贴近他们自己的生活，符合其他学生

的阅读 水 平，会 更 具 吸 引 力。在 教 学 过 程 中，我

们经常引导 学 生 以 命 题 写 作、配 图 写 作、模 仿 写

作、小日记 写 作 或 是 想 象 写 作 等 形 式 写 小 作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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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写得 好 的 文 章 张 贴 出 来 推 荐 给 全 班 学 生 欣

赏、阅读。周末也会布置学生写或是改编一些耳

熟能详的寓言故事、名人趣事，如“龟兔赛跑”“牛

顿与苹果”“小猫钓鱼”让学生自己动手将这些故

事分步骤地画出，然后给这些图片用英语配上说

明，不会的词汇可以利用金山词霸或者字典进行

查询。周一的时候，将这些学生的作品收集起来

进行评价和奖励，并对这些作品提出自己的修改

意见，引导学生将自己的作品做得更漂亮。一年

下来，我将学生所有的作品，按日记、书信、寓言、
名人故事、身边发生的事等分类收集整理。这些

作品可以编成一本小学生英语读本，这些材料在

题材、体裁、难 度 等 方 面 适 合 教 学 的 实 际 要 求 和

学生的实际水平。同时，学生的阅读兴趣也提高

了很多，我们 将 各 班 的 作 品 交 换 阅 读，学 生 的 英

语整体水平都得到了提高。

３．训练阅读技巧，提高阅读效率

俗话说得好：“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所

以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教授学生好的阅读技巧。
学生的阅 读 效 果 与 阅 读 策 略 的 使 用 密 切 相

关，选择适当的阅读策略对提高学生的阅读效率

十分重要。老 师 应 把 阅 读 策 略 的 训 练 运 用 到 每

一次阅读活 动 中，明 确 每 一 次 阅 读 教 学 的 目 的，
使每一次 阅 读 教 学 对 学 生 都 有 帮 助。训 练 学 生

对不 同 的 阅 读 类 型 运 用 不 同 的 策 略 和 技 巧：
（１）客观 细 节 题：这 类 题 要 求 学 生 在 阅 读 的 过 程

中抓住细节，仔细阅读。做这种类型的题目一般

采取先看文章题目要求，在文章中寻找相关内容

的方法；（２）词义判断题：文章中会给出一个单词

或一个词语（常以画线形式给出），然后根据上下

文判断其 正 确 的 词 义。在 阅 读 中 学 生 往 往 会 遇

到一些生词，而且这些词对文章大意的理解很关

键。这个时 候 可 以 训 练 学 生 大 胆 地 通 过 上 下 文

提供的线索 或 构 词 法、同 义 词、反 义 词 因 果 关 系

等快速猜出、判 断 生 词 的 含 义，再 次 阅 读 的 时 候

就可以将 已 经 猜 出 来 的 意 思 放 在 整 个 文 章 中 验

证自己的猜测；（３）推理判断题：这类题是深层理

解题，解题难度较大。有时要找出正确答案需要

考生将文章通篇理解。在解这类题时，应能做到

纵观全文综合信息，推断作者意图及文章的脉络

或事件发 展 的 前 因 后 果 等。这 类 题 对 学 生 的 难

度比较大，所以碰到这种类型题就应该通过略读

掌握文章大意，即阅读时不要从头到尾一字不漏

地读下去，可用跳跃式的阅读方法。在阅读过程

中善于抓住文章中的关键词、关键句；（４）归纳综

合题：这类题要求文章主旨或段落主旨的题目较

多，选择短文的最佳标题当属此类题目。当然有

时 也 会 让 你 根 据 所 提 供 的 信 息 作 出 一 个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要求同学有归纳总结的能力。所以学

生在阅读 这 类 题 型 时 应 将 注 意 力 放 在 文 章 或 段

落的起首句及结尾句，这些地方的句子往往是最

能点出主 题 的 句 子。当 然 小 学 阶 段 的 英 语 阅 读

客观细节题和简单的归纳型比较多一点，但我们

在平时的 训 练 中 可 以 利 用 趣 味 性 强 一 点 的 阅 读

资料来加 强 学 生 对 多 种 类 型 的 阅 读 题 的 接 触 与

理解。

４．指导学生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阅读的关键在于坚持，要学生养成良好的阅

读习惯不 可 能 一 蹴 而 就。因 此 教 师 不 但 要 重 视

开端的兴趣激发，更要由易到难逐步养成良好阅

读习惯。要教育学生，良好习惯的培养要从一点

一滴做起，知道一点做一点，知道多少做多少，不

断积累。最 好 是 能 每 个 星 期 都 拿 出 一 小 节 课 的

时间给学 生 作 为 专 门 的 阅 读 时 间。在 这 段 时 间

教师指导 学 生 一 些 阅 读 的 方 法。很 多 教 师 认 为

课时本来就 少，这 样 做 会 占 用 教 学 时 间，其 实 这

样可以起 到 事 半 功 倍 的 效 果。除 了 在 平 时 的 课

堂教学中教师教学生好的阅读技巧和习惯外，还

可以与家长 沟 通，给 学 生 一 定 的 阅 读 材 料，让 家

长指导 学 生，陪 学 生 一 起 阅 读。学 校、家 长 共 同

为学生创造良好的阅读氛围，在这样的气氛熏陶

下，学 生 的 阅 读 兴 趣 和 阅 读 习 惯 自 然 而 然 地

养成。
英语阅读本身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不可能

立竿见影。各 位 教 师 在 积 极 寻 找 合 适 的 阅 读 教

学方法的 时 候 也 要 将 合 适 有 效 的 方 法 坚 持 在 课

堂上传授、在 课 外 延 续，养 成 学 生 良 好 的 阅 读 习

惯。相信学 生 在 英 语 方 面 的 综 合 能 力 一 定 会 得

到很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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