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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新课改步伐的深入发展，“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逐渐开始被广大一线的教师所认可和
接受，现阶段的教育教学方向就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改革，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等变化。小学语文个性化阅读指导
是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在语文的阅读教学工作中，教师应该对“以学生为主体”的理念有重新深刻的认识，
不断地引导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训练学生自主的阅读能力，遵从个性化的阅读体验，张扬学生的阅读个性，从而
引导学生可以真正在阅读方面实现自我探究、自我体验。在此主要探讨了学生个性化阅读的必要性，对于学生个性
化阅读的指导原则以及相关策略，希望可以给相关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一些借鉴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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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阶段，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让学生达到自主有效

地阅读，培养其真正的学习能力，因此在课堂的教学过程中，

应该加强“以学生为主体”教学理念的运用，充分尊重每个学

生的个性化，努力让学生从阅读学会自主地想去读，达到自主

性，并让学生在实际的阅读过程中能够真正实现自我探索、自

我体验，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实现个性化阅读方法，不断地提

高自身的阅读水平，形成自己的阅读能力。

一、语文教学中个性化阅读指导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1.个性化阅读指导符合小学生心理发展的特点。 对于任

何小学生来说，其心理的发展可以分为纵横两个方面：纵向上

每个人的心理发展都会经过几个阶段， 这些不同的阶段也会

展现出不同的心理特点， 小学阶段是理解语言和吸收外界知

识的旺盛期，而且在这个阶段每个人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带

有自己独特的个人色彩。 从横向的角度来说， 小学生彼此之

间属于同龄人，聚集在一起共同玩耍，共同学习的时候往往会

因为纵向的个性差异，从而展现出浓烈的个性色彩，学习任务

也会因为个性的不同产生不同的标准。 但是无论是纵向还是

横向角度，教师都应该努力地适应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以适应

学生的需求为最终的归宿[1]。

2.阅读是个性化的一种心智活动。 从阅读学和文章学的

角度来说，阅读是个性化的一种学习活动，学生所学习到的各

种诗文、 课文以及名著等其实都是一定现实环境下现实生活

的一面加上作者自己产生的独特感觉， 然后将其用文字的形

式表达出来，可以说这种表达具有极强的开放性和不唯一性。

当人们在阅读的过程中， 就会通过文字这种特殊的载体来体

会作者当时的心态和感受。 这时学生会将在这个过程中将自

身的经历及生活嫁接到文章中， 这样就可以实现作者感受的

“异化”，变成读者的切实感受，因此，小学生在阅读的时候，教

师应该充分尊重每个人的个性，实现个性化的阅读指导目的。

3.阅读个性化可以更好地改善传统阅读教学现状。 相对

来说，传统的阅读教学模式偏于单一死板，一般都是经过五个

步骤：解析题目、识字解词、划分章节并归纳总结意思、中心思

想及写作特点[2]。 很多时候的教学都是采用讲读分析的方法，

对于学生理解程度并没有给予重视，追求的是“讲深讲透”，对

于学生是否需要懂得部分或者是懂的程度都不关心， 教师往

往都是一个人在台上讲，忽略了学生的主体地位。这种教学模

式，更多的是重视讲读和考试，轻视日常的熏陶和积累部分。

因此，需要不断地唤醒学生内心的阅读灵气，倡导每个学生都

可以实现个性化的阅读。

4.个性化阅读指导可以更好地解决学生“阅读退化”问

题。据调查发现，目前很多小学生的阅读水平都出现了不同程

度的退化问题，主要表现在整体的阅读容量和时间量不足，在

文化学习的过程中阅读的份额不足， 部分学生的阅读内容太

过于单一狭窄，有的学生虽然有大量的阅读，但是也是被迫阅

读一些辅导刊物。根据研究发现，很多学生的阅读退化问题是

来自内心对于阅读失去自由的原因导致， 迷失了阅读的真正

价值，很多时候无法体会到阅读的成就感和成功感[3]。 如果要

更好地解决这种问题， 就必须充分认识到语文教学中个性化

阅读指导的必要性。

5.个性化阅读指导可以抵御不良信息的传播。 当前属于

信息社会，各种信息总量在爆炸性地增加，因此，我们必须开

发出不同的学习方法来进行应对， 或者是必须挖掘更加具有

个性化的阅读方法来应对。对于小学生来说，面对海量的信息

很多时候无法正确地辨识其中的好坏优劣， 对于很多不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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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心理需求的信息传播往往不能及时地进行发现和抵御，这

些坏的信息可能会影响其身心健康发展，因此，通过个性化的

阅读就可以更好地进行抵御，撇掉无用的信息，获取更多适合

学生身心发展的信息。

二、语文教学中个性化阅读的指导原则及策略
1.以课堂内容来营造更加具有民主自由、共同合作的阅

读氛围。 在实际的语文教学工作中， 教师应该努力地营造一

种和谐、民主、平等、相互合作的阅读氛围，为每个学生都提供

一个积极参与平等的学习机会和平台 [4]。 通过在这个平等的

氛围中能够让学生和教师之间形成一种共识， 有助于提高学

生的个性化阅读水平，让学生都能够更加主动、积极地去发挥

自己的个性化阅读潜能。 在阅读教学中， 教师应该不断鼓励

学生及时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给学生更多的机会

和时间去自主地探究知识。

比如在讲授《比金钱更重要》一课时，教师可以利用“纸

条”作为整体的突破口，以此来突出重点部分，提炼主线，引导

学生能够相互合作实现探究性的阅读。 对于很多学生来说，

一般会提出两个问题， 一个是发生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有哪

些？ 文章中的作者为什么会将其写入纸条中？ 第二个问题就

是被撞的车主当拿到纸条的时候，只看到了“我”的电话、姓名

及希望车主联系等。 他根本不知道此次发生的交通事故到底

是如何导致，原因是什么，整个的来龙去脉都是模糊的，为什

么打电话是致谢却不是索要赔偿呢？ 按照传统的教学模式，

这些问题都是教师主动地提出，然后学生根据问题重新阅读

找到答案， 个性化阅读指导的方法就是让学生通过自主地阅

读某个内容然后主动提出自己的疑问，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

个环节。 学生会对自己的疑问产生极大的热情去探索和寻求

答案，通过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讨论交流，共同

相互补充答案内容，形成学习方法，得到丰富的知识，加强了

小组合作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5]。

2.利用各种方法不断的激发学生阅读兴趣。 在小学各阶

段必须对学生的阅读兴趣培养方面安排更多的时间， 给予足

够的关注和重视，在不同的阶段采用各种方法去激发学生阅

读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以此来开启每个儿童心中的阅

读大门， 正确地引导学生迈入知识的殿堂。 随着我国新课改

步伐的不断深入发展，对于语文课堂来说，课前的阅读资料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教师应该充分运用课前资料查阅交流

环节， 进行诸如世界奇闻、 优美文章及片段节选等方面的介

绍，或者是在班级设置一个阅读的信息栏，给学生的阅读查阅

提供不同的资料。 同时，教师也可以根据课文的实际内容，将

学生划分成不同的小组，然后布置查阅作业，小组长进行综合

的整理，组员进行资料的搜集，通过这种形式可以更好地形成

一种良性的阅读氛围，培养学生阅读的兴趣。

3.利用课外实践活动来加强个性化阅读的引导。 课外实

践活动是非常好的一个载体来指导学生的个性化阅读， 丰富

多彩的课外阅读活动可以给每个小学生提供更加广阔的适合

自身特点的阅读空间，因此，教师应该充分重视和关注这种方

式。将生活积累和阅读积累有效地结合到一起，积极地推动个

性化阅读指导的不断发展。

在阅读积累方面，教师可以利用“读、写、背”三个模式来

引导学生阅读。 “读”主要是指学生根据自己的需求自主地去

选择图书，教师可以合理地设置阅读周，每个周都有阅读的主

题，学生就可以根据主题主动地去寻找自己的书籍。 对于主题

的设置要更多地涵盖一些高品位、高领域的方面，切合实际地

将学习的内容和阅读内容结合到一起，避免学生只能阅读课文

书籍的弊端，让学生在不同的阅读中积累更多的文化内涵和丰

富的知识。 为了能够更好地体现和实施课外实践阅读，可以设

置一些诸如“读书成果汇报课、读书书法课、名作欣赏课及写作

课”等等，通过这些不同的形式可以更好地让学生领略到阅读

的真实乐趣，实现小学生的主体阅读走向个性化。 在“背”的方

面，可以设置不同的背诵文章，“写”的方面可以设置字词、诗句

等具体的写作要求。 总之，通过这些丰富的模式可以更好地围

绕个性化阅读的指导内容和目标展开，具有不错的实践效果。

4.加强阅读评价环节的个性化指导内容。 传统的阅读评

价很多时候都会表现出指向不明朗、过于笼统的情况，因此，

要对阅读评价环节给予更多的界定：首先是阅读情感，阅读的

兴趣、需求及动机三个环节；其次是阅读习惯；最后一个界定

就是专项的阅读能力，主要包括解释转换能力、认读能力、审

美能力等方面。 通过这些不同的评价内容， 可以更好地加强

对小学生进行个性化阅读指导工作。

此外，教师的评价也应该更加多元化，实现评价主体之间

的互动过程，教师不但自己搜集信息进行评价分析，同时还要

指导学生进行自主的汇报，自主地记录阅读活动内容，合理地

调节阅读时间，找到更加贴合自身状况的阅读方式，可以说良

好的评价环节是个性化阅读指导的关键所在。

综上所述，对于小学生来说，通过阅读可以自主地提高识

字水平、形成更好的语言表达能力，通过积累各种优美的语句

也可以提高自身的高尚情操。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教师应该努

力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习惯，塑造出更加高尚的人格，在小学

语文实际的教学工作中， 教师应该注重个性化阅读方法的指

导，让每个学生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种阅读方式和习惯，从

而积累更多的知识，提高自身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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