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打造评价操作模式
基于以上理念，阅读能力提升

必须狠抓校园阅读氛围，每周、每
月、每学期、每学年都应有相应的
阅读评价，环环递进，有条不紊。我
们开展了语文阅读“六个一”活动。
分别是“每天一节课，精读一本书、
每周一交流、每月一展示、每学期
一评比、每学期一兑换”。结合学校
其他课程的安排，学校主要利用午
休课、放心课和托管的第二节课为
阵地展开阅读，打造课后阅读的主
阵地。低段以师生共读为主，中高

段主张自主阅读为主。阅读形式分
为年段必读、班本必读、组内必读、
个性选读和同伴邀读，同时进行对
应的评价实操：“一周一课评”“一
月一讲评”“一书一共评”“一期一
选评”“一期一展评”“一期一兑
换”。

（二）设置阅读评价考核标准
在具体阅读考评中可以从阅读

情感态度、阅读能力和阅读方法与
策略加以细化评估，以评价等级
ABC三档展开打分。以中段学生阅
读能力考评为例，可以从“简单概括

文本的主要内容”“边读边想象，猜
测故事情节”“在交流中表达自己的
感受，对书本作出评价或提出疑
问”“积累语言并运用到实际表中”
等明细进行展开。要注意的是低、
中、高三段的阅读能力要结合其身
心发展特点进行设置。

（三）构建外部评价体系
课外阅读成效如何，少不了评

价。如何正确适时、适当的评价也是
我们研究的重点之一。学生往往存
在惰性，为了使得这种新模式能顺
利展开，正确的评价体系至关重要。

1.积分制奖励
在阅读环节中设置任务分，分享

分，展示分。对于部分学习能力比较
薄弱的孩子，也可以通过倾听学习来
获得积分。积分到了一定的数量，在
学期末按照各班比值兑换成学习卡。

2.奖卡制奖励
语文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表现，

进行奖卡奖励。学校为了促进孩子
们的阅读兴趣，从阅读数量和阅读
质量两个方面提出了要求，制作“我
的阅读足迹表”，根据阅读表现，进
行相应的阅读学习卡奖励。

海曙区古林镇布政小学 徐双娜
【摘 要】学生语文素养的培养是语文教学的根本目标，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最好的方式是丰

富的课外阅读。从 2017 年开始，布政小学语文教研组对学生阅读能力提升进行了初步探索，从

“书香分层、‘三式’并推、评价提升”三个方面逐步落实农村小学课外阅读的推进，让学生在丰富

充实、减负高效、长智启思的阅读活动中感受语文学习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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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标准》提出：“重视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高阅读品位。提倡少做题，

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的书”。阅读是一个切入点，做得扎实，可以助推学生阅读素养的深化，培植情

怀，提升审美。本文以学校为单位，着眼大局，教研组凝心聚力，轻负趣学，有效落实课外阅读教学工作。

课标中，对第一学段要求降低默
读要求，默读朗读并行；重视综合表
述阅读方法；引入儿童诗的阅读，注
重诵读内容的层次性。因而，这一阶
段的阅读要从学生的兴趣出发，讲究
童趣，注重积累。课标对第二学段“阅
读”的阶段目标重点是：重视阅读，指
导学生初步学会默读；注重基础，加
强理解词句的学习；注重积累运用，

整体把握文章大意，突出年段特点。
因而，这一学段，要加强学生在阅读
中的理解能力训练，默读、概述、质
疑、推敲。课标对第三学段“阅读”的
阶段目标则充分体现了层次性和发
展性的设计特点，因而，这一学段主
要体现为阅读能力要求的逐步提高、
引导高年级学生开展更为广泛的阅
读活动，包括默读速度提升、浏览提

取信息、习得表达顺序等。
学生的阅读能力参差不齐，有所

差距，课外阅读要有内涵，有层次，
要有一个从浅到深的梯度推进。低
段侧重绘本、经典国学、漫画、童谣、
童话故事、儿童诗等体裁；中段侧重
以童话故事、校园小说、科普读物、
寓言故事、外国名著、中外神话、动
物小说等体裁；高段则侧重散文、民

间故事、名家小说、人物传记、古典
名著等体裁，互相融合，内涵推进。

同理，学生阅读水平不一，阅读
的速度也有所不同，我们对于学生
的阅读量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一
般水平的学生我们要求做到达标，
即课标规定的阅读量，而对于高水
平的学生，则希望他能做到课外阅
读的“海量”。

一、凝聚共识，书香分层

课外阅读能让语文学习变得更
加富有现实意义，学生通过阅读，可
以丰富积累，联系生活，加深体悟，
感知道理，共通情感，领略不同的人
生风景与趣味。学校以“阅读”为切
入点，将共读学习做了细致的浸润。
每日一读，月月一谈，浸润着书香，
润物细无声。我们的语文课外阅读
就可以把午休课和托管课中菜单式
选择的课程结合运用起来，促进阅
读。阅读补充了课堂知识，使学生更
完整地学习语文。阅读中多变的情
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扣人心弦的同
时，也使学生的语文阅读兴趣在不
断地被激发出来。学生有了兴趣，就
更会爱上阅读，爱上语文。

（一）案例式学习
案例式学习首先是老师把比较

合适的经典案例呈现出来，以案例
作为典型问题的驱动，让学生对现
在呈现出来的案例先进行分析和思
考，再根据这一经典案例的理念和

方法来学习。简单来说，案例式学习
就是让学生从案例中总结出方法规
律，运用到自己需要解决的问题中。
案例学习模式在单元阅读教学中比
较适用，其操作顺序是：第一，把合
适的经典案例呈现出来，想一想这
个案例的创意在什么地方？第二，案
例阅读学习应该怎么做？最后是现
在我们如何设计一个新的案例。

（二）读法式习得
学有定法，如何在课外阅读中灵

活运用各种方法加深体悟对学生来
说既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习得过程，
同时也是脚踏实地慢步往前的扎实
深化。我们可以运用诵读、浏览、听
读、影视、批注、预测等方法，助推学
生阅读能力提升。以听读为例，人们
对于传统“阅读”的概念认识大概都
是白纸黑字看文章。在大家的常规
印象中，总觉得眼睛看到的才可以
称作为“阅读”，严格来说，我们应该
把它称之为“视读”。这里要更正并

强调的是：人类语言、文字产生和发
展的规律本来就是先语言后文字符
号。阅读可以由“视读”和“听读”构
成。听读法就是教师和学生选择感
兴趣的语段或者有特色的语段，自
主性地参与到“读文”中来，用以提
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可以是由老师
来读范文，学生一边听一边记，录成
文章，加以理解。也可以是由学生按
合作小组推选代表轮流上台进行美
文赏读，同学们可以将自己深有感
触或打动人心的片段记录下来，写
到“采蜜本”中。

（三）辅助式推进
1.制作“主问题”或“主任务”学

习单
教师提出的问题或分配的任务，

要有价值，有一定的挑战性，对全书的
脉络或重点内容要有一定的把握能
力。因此，以“主问题”或者“主任务”的
形式展开，便于提纲挈领，直击要害。

2.使用阅读学习单

课外阅读多为课下学生独立阅
读。学生填写阅读学习表格，不仅是
一个梳理语言、融会贯通的过程，更
重要的是一个思维能力的提升过
程。学习单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教
师设计的学习单可以起到“抛砖引
玉”的作用，学生也可以自制“人物
档案袋”“人物推荐卡”“人物评价
椅”等形式来加以展开。以情节类的
阅读单为例，学生可以把事件经过
和事件结果对应填写，便于抓住主
要事件来领会主要内容。

3.巧用思维导图
在课外阅读教学中，思维导图占

据了重要的位置。尤其对于需要精
读的文本而言，这个方法有其闪光
之处。他能够让学生抓住关键的字
词，运用画图的方式，凝练而清晰地
表明文本的主要内容或内涵体现，
进而帮助学生在不断地提炼中提升
逻辑思维能力，激发想象能力，逐步
做到“深入”阅读。

二、蓄能激趣，“三式”并推

三、以人为本，评价提升

凝聚共识、蓄能激趣、熏陶提升、提炼设计，学校以生为本，多维共建，从“阅读”切入，将阅读渗透到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中，
通过有序推进，逐层深入，使得学生的课外阅读意识更为强烈，阅读兴趣更为浓厚，既有效优化了学生阅读的方法，也形成了阅读
成效与阅读评价的良性循环。在具体的推进中，如何丰富阅读策略，如何将不同阅读策略的运用更好地与不同年段发展特点相适
应，以及如何对学生阅读能力进行量化评估，也是后续要继续探索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