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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课外   拓展精彩
——小学语文“链接式”课外阅读指导的实践与思考

任美琴
（江苏省南通师范学校第二附属小学，江苏  南通  226001）

【摘要】小学语文新课程改革标准明确提出要增加小学生的课外阅读量。但是小学生的认知水平、生活经验、
语文基础相对薄弱，整体上难以依靠个人力量来开展有效的课外阅读。而小学语文教师作为学生学习路上的
引导者，需要对小学生开展有针对性的课外阅读指导，才能达到小学语文新课程改革的标准要求。鉴于此，
本文将立足于部编版小学语文阅读教学，采用链接式教学的模式来将课内阅读教学链接到课外阅读教学中，
有效指导小学生开展高效率的课外阅读学习，旨在通过课内外阅读链接来拓展阅读的精彩世界，全面提升小
学生的阅读能力和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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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课程标准最新版》明确指出小学生应当有较为

丰富的积累和良好的语感，注重情感体验，发展感受和理解能力；

能阅读日常的书报杂志，能初步鉴赏文学作品，丰富自己的精

神世界等等。可见，小学语文新课程改革对于课外阅读的重视

度非常高。但是小学生的语文基础和学习能力是有限的，恐难

以依靠个人的力量去有效完成课外阅读。作为小学生学习路上

的引导者，一线教师需要有针对性地指导小学生开展有效的课

外阅读。故而，本文笔者将结合当前课内阅读教学情况，采用

链接式教学开展课外阅读指导，具体情况如下。

一、以主题为主线跳转 , 链接学生的知识视野

当前小学语文阅读课堂教学主要采用部编版教材。分析部编

版教材，发现大部分阅读文本有明确的主题。明确的主题阅读在

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小学生明确课内阅读学习方向，促使学生更

深入地把握阅读文本主体内容，全面提高自身的阅读能力和素养。

另外，小学课内阅读文本大多是以情节生动的童话或文字形象的

记述文为主体，内容是比较通俗易懂的，十分符合小学生的阅读

学习特点。针对这种情况，小学语文教师在开展课外阅读指导时，

应当抓住这一契机，以教材中的主题阅读为主线跳转，链接到小

学生的知识视野这一方面 , 让学生根据课内阅读学习的内容来寻

找与之相对应的课外阅读素材进行主题阅读学习，满足学生对探

索未知世界有极强的好奇心的同时增强小学生对于该阅读主题的

深入理解，以此激发小学生开展课外阅读的兴趣和有效拓宽自身

的知识视野，全面提升自身的阅读水平。

具体而言，针对三年级下册第二单元《守株待兔》《陶罐

和铁罐》《狮子和鹿》《池子与河流》这一单元的寓言故事、

童话等主题阅读教学，笔者在单元总结时以寓言故事、童话等

主题设置课外阅读任务，要求学生根据学习内容来阅读《伊索

寓言》《中国寓言故事精选》等课外阅读文本。并在课外阅读

的过程中总结寓言故事、童话等主题的阅读方法，如通过故事

来说明的道理、故事的描述方法等等。这样通过主题阅读学习，

能够引导学生巩固课内阅读知识并加深理解，同时能够促使学

生将在寓言故事、童话等课内主题阅读学习过程中掌握的阅读

方法应用到课外阅读中，通过实践阅读来全面提高课外阅读水

平，更好地拓宽自身的知识视野来对于寓言故事、童话等阅读

文本有更为正确的认识。

二、以生活为主线跳转 , 链接学生的实际体验

语文学科与生活息息相关，使得语文阅读学习与学生的生

活联系起来。特别是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针对小学生的语

文基础和学习能力相对薄弱的特点，教师更应当联系学生的生

活实际来展开课外阅读指导，结合小学生当前既有现实生活经

验来促使学生在相对轻松的环境中启发自身思维来思考阅读学

习过程，从而在实际体验中更好地将所学的语文知识服务于生

活，全面提高课外阅读能力和自身综合素养。

比如在一年级上册《比尾巴》的课内阅读教学中，笔者以

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动物为导入点，借助多媒体展示、小组合作

交流等阅读创新教学方式来引导学生探索日常生活中动物的各

种情况，促进小学生更轻松、更深入地把握本课内容。等到本

课教学工作完毕后，笔者以生活为主线跳转，链接到学生的实

际体验，让学生根据课内阅读教学所获得的阅读经验来联系生

活实际展开课外阅读学习。以联系校园生活为例的课外阅读链

接，笔者组织小学生对四川少儿出版社柯尔著、迪根绘的《神

奇的校车》展开学习，引导他们联系自身的校园生活来展开对

该绘本的了解，使得他们在课外阅读学习中更好地把握语文与

生活的关系，从而将所学的语文知识广泛运用到日常生活中 , 

通过密切语文与生活的联系来培养语文实践能力，借此全面提

升自身的阅读素养。

三、以文体为主线跳转 , 链接学生的文学素养

文体是文章的体裁，也是文学作品的表现形式，细分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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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文、说明文小说、寓言、故事、诗歌、散文等。小学语文教

师若是能够在阅读教学过程中以文体为主线跳转展开课外阅读

指导，能够更好地链接到学生文学素养的培养上，促使他们加

深对各类文体和写作手法的感受和理解，全面把握语文基础知

识来提高自身文化素养。

针对这种情况，笔者在平时的课外阅读指导过程中，注重

以文体为主线跳转来链接学生的文学素养，结合小学生的年龄

特征、学习特点来布置不同的文体阅读，如针对一年级学生的

具体学情来推荐他们阅读《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中国古代民

俗故事》，通过通俗易懂的故事文体阅读学习来激发他们阅读

兴趣以及把握语文基础阅读水平；给二年级的学生推荐《中国

成语》等课外阅读书目来引导学生积累语文素材，提高自身的

文学素养等等。总之，在课外阅读指导教学过程中，笔者要注

意结合课内阅读教学情况和学生的具体情况来引导学生开展不

同文体的阅读学习，使得学生进一步丰富对该文体的认知同时

全面提升小学生的文学素养。

四、以情感为主线跳转，链接学生的精神世界

历代文人墨客将自己的情感蕴含到文本的字里行间。所以

在课外阅读指导的过程中，小学语文教师应当注意以情感为主

线链接学生的精神世界，让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产生情感共鸣

来更好地把握阅读内容，促使学生全面提高阅读学习效率的同

时，激发学生产生对课外阅读学习的浓郁兴趣。一般而言，小

学语文教师在课内阅读教学时应当注重创新教学方式来引导学

生把握文本的人文精神，与作者产生情感共鸣，从而有效促使

小学生更好地提高自身的阅读素养。

如在三年级上册《掌声》的阅读教学过程中，笔者注重以“掌

声”为主线，利用创设情境教学来引导学生感受英子在掌声前

后的变化，从而以此为基础深入思考掌声背后的内涵，挖掘掌

声中蕴含的关心、帮助他人等的人文精神，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

然后笔者以此为主线指导学生对相关材料进行拓展阅读，使学

生更好地把握正能量的精神世界，提高自身阅读水平，更好地

拓展到精彩世界的阅读中。

五、结论

纵观上述关于小学语文“链接式”课外阅读指导的实践与

思考，笔者从以主题为主线跳转链接到学生的知识视野、以生

活为主线跳转链接到学生的实际体验、以文体为主线跳转链接

到学生的文学素养、以情感为主线跳转链接到学生的精神世界

等方面入手进行具体的实践探索与思考，通过课内与课外的有

效“链接”来拓展精彩的阅读世界，全面提升自身的阅读能力

和综合素养。当然，在对小学生开展课外阅读指导的过程中，

小学语文教师应当结合具体的教情、学情来进行分析，以此展

开课外阅读指导实践，才能真正意义上帮助学生提升阅读能力

和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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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处于国学经典氛围中，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国学素养。

班级氛围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够更好地对学生的文学经典潜能

进行相应的激发，更好地促进学生自身国学经典兴趣的提升。

国学经典诵读进入小学语文课堂教学，需要以多样化的形式出

现在学生的视野中，不能只是以学习的形式。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语文教师可以基于学生自身的不同特

点来进行相应的分类，并基于学生的特点来进行教学和国学经

典的诵读。语文教师还可以让高年级学生和低年级学生共同进

行诵读竞赛，如古诗词填空和古诗词接龙等形式，使学生国学

经典诵读能力得到提升。让学生在动静结合中，体会到我国经

典文学艺术的魅力所在，更好地对学生学习兴趣进行提升。在

开展竞赛期间，教师可以将学生进行分组比赛，并为赢家设置

相应的奖励，这在一定程度上能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有效的

国学经典诵读可以进一步促进学生自身知识的积淀，同时也能

让学生对我国的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和掌握。学生在进行国学经

典诵读的过程中，接受了国学经典的浸染，才能够更好地提升

学生的文化审美，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在语文教学过程中，

一些国学经典是通过古文呈现出来的，其中也包含了较多汉字

和成语，这些增加了学生进行国学经典诵读的难度系数。所以，

在学生进行国学经典诵读的过程中，语文教师可以对学生进行

正确的引导，更好地带领学生进行诵读。教师带领学生进行诵

读，在教师读完一句之后，学生可以跟着读。同时语文教师还

需要对其进行有效的解释，让学生对其中的意思进行理解和领

会。在诵读完成之后，教师还需要对整篇文章进行分析和翻译，

让学生对其中难以理解的部分进行记录。

四、结语

综上所述，国学经典是我国几千年来的文化精髓，也是国

家的灵魂，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对国学经典进行诵读可以

让学生学习到一些国家的文化，还能促进学生文化底蕴和文化

品位的提升。语文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教学的过程中，需要对国

学诵读的重要性进行解析，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学素养，尽可能

对学生的诵读能力进行提升，寻找问题的解决方式，促进中小

学生语文教学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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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注

本文系天水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在天水市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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