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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承接课堂，利用课前、课中、课后三个环节引导学生

积累知识，有效建立学生知识积累的意识；依托阅读，实

现“积累”和“阅读”相互促进，有效培养学生知识积累

和自主阅读的能力；开展活动，实施评价机制，激发学生

积累知识的兴趣，增强学生持续阅读的兴趣。

2 小学生课外阅读现状调查概述

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对学生的阅读方法、阅读习惯、

阅读兴趣等策略研究的颇多，总是希望找到行之有效的方

法以增加学生的阅读量，扩展学生的知识面，达到知识的

积累和运用，来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但是，用尽各

种方法，发现大部分学生成效甚微，甚至学生对于汉字词

语的识记和书写也在退化，怀疑学生的记忆存在着问题，

别说课外阅读的积累和运用了。学生也好，家长也好，所

表现出来的理由就是没有时间阅读，孩子不爱读书等等。

即便是读书的学生，阅读类型单一或囫囵吞枣或半途而废，

没有持续阅读的耐心，被动的情况下，学生也是“小和尚

念经，有口无心”。尤其是网络信息在我们生活和学习中

的深入，有问题找“百度”、找“搜题”App 等，直接剥

夺了学生深入阅读和思考的能力；各种网络游戏、视频软

件侵占了学生更多的时间，使学生整天心神不宁，对学习、

读书失去兴趣，丧失耐心。学生的知识面严重欠缺，从现

状看，学生没有阅读的主动性，缺乏积累知识的意识和习

惯。所以，提高学生自主阅读的能力已是刻不容缓。为此，

在现学情下，如何扩展学生知识面和促进学生自主阅读就

有了更多的思考。

3 以积累知识提高自主阅读能力的策略

部编版语文教材的编写理念、特点重视学生课外阅读

的延伸，“和大人一起读”“快乐读书吧”这些亮点栏目，

为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指明了方向。在新时期的大语

文观环境下，要想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不仅要学好课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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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还要加强对课外知识的拓展。这就对教师对学生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激发学生自主阅读的意识和兴趣，变“学

会”为“会学”便成了语文课堂的主旋律之一。

3.1 承接课堂，建立学生积累知识的意识
3.1.1 课前引入

知识的积累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利用课前

一两分钟的时间达到积累的目的。上课伊始，学生的注意力

是最集中的，他们都在期待本堂课的内容。所以，利用课前

一两分钟的时间，设计一两个知识点出示在屏幕上或口头交

流、分享，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其积累知识的内容包括：

与本课所授的课文内容相关的知识点，或作者信息，或事物

特性，或相关背景等。

3.1.2 课中关联
教材是学习的重要来源，教师引领学生学习，首要的

任务就是要掌握巩固教材中的内容。其实每一篇课文中，需

要掌握的知识点很多，需要拓展的点也很多，为了让学生多

学到知识，可以采用“1+n”的教学方式（即“1”指一个

知识点，“n”指拓展或延伸出的多个知识点）。教师不仅

要引领学生掌握课文中的基本知识点，还可以适时、适当的

对某一个知识点进行拓展、延伸，所要积累的知识点，可以

是一个词语，可以是一个人物信息，可以是一个事物的特点，

可以是一个文学常识等等；同时，可根据某一知识点进行拓

展延伸，有效地促进了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

3.1.3 课后拓展
课后拓展环节是对这一堂课的总结和内容的延伸，利

用这一环节，再次设计题目进行知识的积累，这一部分教师

会根据不同的内容设计不同类型的题目，展示的方式也有所

不同。一方面是教师将知识点出示在屏幕上，师生共同完成，

或学生独立完成；另一方面是通过题目要求，由学生在课后

自己搜寻答案，这样，通过知识点的积累，着力促进了学生

自主阅读的主动性和能力，同时也逐渐消除了学生不爱读书

的现象，增加了学生的阅读量，也扩大了知识面 [1]。

3.2 依托阅读，培养学生知识积累的习惯
课外知识的获取大部分来源于课外阅读，我们就以知

识积累为手段，实现自主阅读的这一终极目标，使“积累”

和“阅读”互促互进，不仅增加了学生的阅读量，而且拓宽

了学生的知识面，还形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

3.2.1 通过阅读，积累知识点
语文的学习是一个长期知识积累的过程，而阅读又是

落实知识积累的重要条件，以课内带课外，以课外促课内，

从而实现语文知识积累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以学生的知识

积累入手，促使学生多阅读，多积累，为激发学生阅读兴趣

奠定基础 [2]。

①制作“阅读记录卡”。

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读的书多了，许多

有用的东西也不一定记住。在阅读中，根据自己的学习方

向或需要可以制作文摘卡、心得卡、索引卡等记录卡片（如

下表），将阅读中的重要段落、精彩词句、事例、感悟、新

的思考等摘录在记录卡上，便于以后查对、补充和回忆，这

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记载，更为重要的是为自己充实了阅读历

程，丰富了头脑，获得了学习的自信。

②创建“知识积累本”。

过目不忘的人毕竟只是少数，于是我们让学生设置一

本知识积累本，把自己认为用得好的词语，写得好的句子写

下来，并注明出处，也可以把重要的事件及发生的时间等记

下来，形成自己独有的知识题库，使积累内化为属于自己的

东西。

3.2.2 着眼知识，促进自主阅读
美国著名教育家吉姆·特利里斯说过：“我们过去重

视孩子如何阅读，而忘记了教他们如何自愿地想去阅读”。

所以，兴趣是推动学生课外阅读的巨大动力。一旦学生有了

兴趣，就会从内心深处产生主动阅读的需要，因此教师要努

力激发学生课外阅读的兴趣。我们的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孩

子存在不爱读书，读书量少，或是没有时间去读书等问题，

为了使孩子们“自觉自愿地想去阅读”，我指导让学生先着

手知识点的积累，再以知识点为焦点，自主阅读去探寻它的

本质、特点、来源等相关内容 [3]。

3.3 开展系列活动，激励学生持续阅读
学习效果最好的检验方法就是把你的所学所得分享给

大家。

第一，阅读教师推荐书目。每两周给同学们推荐一本

有价值的阅读书目，鼓励学生及时做好“阅读记录卡”，并

定期开展一次师生阅读心得交流会，在师生共同的交流中听

取不同的阅读收获。

第二，每月开展一次读书活动，从多方面多角度地让

同学们将自己的所得分享给他人。例如，“综合知识竞赛”“我

是阅读小明星”“讲给大家听”“我是知识积累小达人”“我

爱‘每日一练’”“精彩故事会”“好书推荐”“畅谈阅读

感悟”“读书是一件美好的事”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学生

展示自己所得，聆听他人所获，极好地体现了自我能力。

4 结论

课外知识积累对于厚实学生语文功底很重要，作为一

名语文教师在立足课堂的前提下，要将学生引领到课外，增

加阅读量，扩大积累范围，来延伸学生的眼界，扩大知识面，

拓展思维，从多角度、多层次地提升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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