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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文教学工作过程中，课外阅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环节。温儒敏教授曾言“语文教学，最重要的是培养读书

的种子”。语文统编教材中新设置了“快乐读书吧”板块，

这是“课外阅读进课程”的一个代表性新栏目，也是把阅

读从课内延伸至课外的桥梁通道。现在的语文教材除了“教

读课文”“自读课文”，还把课外阅读编进教材，纳入课程，

可见课外阅读的重要性。

北大教授钱理群说过：“学好语文有很多要素，但最

核心最根本的方式就是阅读。”而反观学生的现状，有的

人把阅读当成了游离于课堂之外的“点缀”，变成了闲暇

时的消遣，读一些轻松幽默的漫画、笑话，真正从阅读中

汲取的知识寥寥无几；有的人缺乏阅读的兴趣，没有阅读

的目标，属于“放任自流”式的阅读，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无法真正促进阅读能力的提升和知识的积累；有的人甚至

连阅读的时间也无法保障，把课余时间都花在了看电视、

玩电脑、刷手机上 [1]。

“快乐读书吧”是对学生课外阅读的引领和导向。学

生如果先有了课外阅读的积累，届时学习相关单元时也可

以促进其对课文的理解。比如四年级上册以神话为主题的

“快乐读书吧”原本编排在第四单元，但笔者在学期伊始

就布置课外阅读中国神话故事的任务，因为神话是集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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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神秘性和故事性于一身，由篇幅不长的小故事组成。

其中既体现了人类复杂的人性，也蕴含着一个民族的精神，

符合这个年龄段学生的兴趣。而在此后学到课内第四单元的

《精卫填海》《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时，学生已有了

先前课外阅读的“加持”，理解起来变得轻松自如。当然教

师在制定“快乐读书吧”的教学目标时不但要指向课堂，更

要指向课后延续阅读的过程。

每册书的“快乐读书吧”都有一个核心主题。如五年

级上册是“民间故事”，下册是“四大名著”。学生课内学

习相关主题的课文篇目数量有限，但可以利用课内文本开拓

思维，引发更多课外的自主阅读。课内是《猎人海力布》《牛

郎织女》等中国民间故事，课外可以继续拓展阅读其他的中

国民间故事，也可以读读世界各地的民间故事，如阿拉伯故

事集《一千零一夜》、欧洲的《列那狐的故事》和《非洲民

间故事》。可以先选择自己最感兴趣一本来进行课外阅读，

对学生要予以期望“相信你可以读更多，收获更多”。

让学生自身掌握阅读技巧与方法，懂得如何辨别优秀

题材的阅读资料，是将课内外阅读衔接的关键点。例如，教

师可以教授学生如何在阅读过程中进行批注阅读，边读边

写，在笔记本上记下自己对文章的见解或者感悟，记录下好

词好句，标记出不理解的地方，或者对某些问题引发的联想

等，都可以在课内外阅读中标记出来。培养良好的课外阅读

习惯，提高阅读理解能力，真正让阅读陪伴孩子成长，终身

受益 [2]。

课堂内外要设计多元化的阅读活动以激发学生的热情。

例如，四年级上册“神话”单元阅读中，让学生用自己擅长

的方式，将所读的故事、人物、主题等在班级进行展示，比如：

①童心妙笔“画”起来：学生通过绘画和颜色的搭配，认识

神话故事中的人物形象，认识不同的图腾和标志，了解人物

的造型和服饰特点，并用绘画的技巧描绘自己喜欢的神话人

物，将想象的事物具体化，不但提高了学生的创意思维和应

用能力，还在引导学生喜爱阅读，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方面，

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②惟妙惟肖“演”起来：教育戏剧是

真正用身体学习的课程。一本书无论多么经典，多么伟大，

都是白纸黑字，只通过读的方式，学生的收获是有限的，并

没有和学生的生活发生连接。教育戏剧的介入，符合全课程

全身学习的理念，通过表演让学生真切地体验故事情节，让

书本活在孩子们的心中。

“快乐读书吧”就要让阅读变成悦读。顾名思义，悦

读就是用快乐的心去阅读，从阅读中品味生活的情趣与乐

趣，让生命因读书而收获更多的喜悦。课内的阅读时间有限

且阅读材料往往比较单一，多利用课外延伸阅读的机会去体

会“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同时，让书籍流动起来，师生一起努力在班级里建立图书角，

一起分享自己的藏书、好书。也可以利用学校的图书馆里丰

富的资源借阅自己喜欢的图书，让学生在知识的海洋里快乐

遨游 [3]。

①过程性评价：设立每日阅读规划。在开始阅读的时候，

要让学生有整体的规划，也要有每日具体的计划，定期开展

评比活动，激励学生阅读。

②总结性评价：通过小测验这种最直观的方式，考查

学生对书中内容的掌握程度，奖励先进者。

③发展性评价：每个月根据学生阅读活动记录单上的

记录情况以及参与课外阅读活动的表现，对学生进行评价，

评选班级“阅读之星”，以此来激励学生的阅读积极性。

综上所述，教师用心在课内外阅读的衔接上下功夫，

课内阅读教学为课外阅读提供方法和习惯上的指导，课外阅

读开阔课内阅读的视野，延伸课堂教学的长度，拓宽课堂教

学的广度，这两者相互促进，和谐发展，一定能引领学生变

被动为主动阅读，让他们的生命因阅读而充实精彩。“快乐

读书吧”系列活动，对学生的精神成长和语文素养方面的培

养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让学生感受到阅读之乐、阅读之美，

从而爱上阅读。

参考文献
[1] 林永红 .快乐读书吧——小学整本书阅读教学策略探微 [J].黄冈

师范学院学报 ,2017(2):32-33.

[2] 崔艳霞 .小学整本书阅读教学策略研究——基于部编教材“快

乐读书吧”[J].新智慧 ,2020(5):28-29.

[3] 张敏红 .书海无涯“读”作舟——小学语文课内外阅读有效衔

接分析 [J].中学课程辅导 (教师教育 ),2016(13):1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