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道春行早，阅读正当时

----“双减”之下我们该怎样开展小学生阅读教育

固始县第十一小学 罗小群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学生的智力发展取决于良好的阅读能

力，谁不善于阅读，他就不善于思考，而一个不阅读的孩子，就是学

习上潜在的差生。”阅读的重要性，不容小觑。随着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

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等相关政策的落地，学校多措并举落实“双减”，

探索课后服务路径，开展阅读活动无疑成为主力担当。“双减”减负，

不减阅读，鼓励学生以书为友，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营造浓厚的“书

香”氛围，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双减”政策之下，学科类培训少了，作业少了，在校时间延长

了，孩子在学校就能完成作业。孩子“减”出来大量的空闲时间又该

做什么？针对这一问题，“双减”政策第 8 条和第 10 条明确指出科

学利用课余时间，其中包括学校和家长要引导孩子放学回家后，开展

阅读和文艺活动；提高课后服务质量，开展丰富的文体、艺术、阅读

等活动。由此可见，双减”政策落地后，阅读将成为孩子们成长进步

的最佳选择。

《语文课程标准》规定：九年义务教育课外阅读总量应在 400 万

字以上。 而在小学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学段（1、2 年级）要求---

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 5 万字。 第二学段（3、4 年级）要求---课外

阅读总量不少于 40万字。 第三学段（5、6年级）要求---扩展自己



的阅读面，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 100 万字。 经过九年制义务教育，

学生应具有独立阅读的能力，注重情感体验，有较丰富的积累，形成

良好的语感，学会运用多种阅读方法。针对小学生不同年龄段的阅读

需求，制定适合的阅读计划，以期达到学生热爱阅读、学会阅读的目

的。

一、创设良好校园读书环境，让师生闻到书的“香味”。

丰富的学校文化造就优秀的学生，优秀的学生积淀更深厚的学校

文化精神。因此，以校园环创、学校图书室、班级图书角、校园广播

站、校级刊物等为平台，创新运转方式，优化阅读环境，让校园生活

弥漫书香气息。一是校园阅读氛围营造，每一棵香樟树下都是“小小

读书吧”，张贴着读书格言标语，供师生室外阅读。二是学校有专门

的图书阅览室，藏书 23000 多册。为进一步扩大师生阅读覆盖面，实

现好书共享，学校阅览室日日开放，班级周周借阅。三是广播站每天

定时播放读书心得、诗文音乐欣赏，让孩子们每天沉浸在书香中。四

是学校专门设有百米长廊文化。学生诗文、字画、读书心得、手抄报、

报刊琳琅满目，同时把长廊与班内“我是主角”等版块相结合，给学

生创造广阔的读书战果展示平台。

二、以班级为单位，创设各具特色的书香班级。

为了让学生浸润在浓浓的书香氛围之中，耳濡目染，身心得到和

谐发展。一是各班级设有图书角。孩子们将自己喜爱的书籍带到学校，

进行图书换读，让其他同学分享书籍的美妙，感受读书的乐趣。每班

的图书达人手至少 2 册。班级图书有专人管理，保证既开放阅读，又



管理有序。二是各班选威信高、负责任、具有较强组织能力的读书组

织委员，组织班级的阅读活动。三是各班教室黑板报开辟“每周一诗”

专栏，每周五举行“我是小诗人”诵诗议诗比赛。五是各班有班级刊

物，优秀作品发表在校刊上，以写促读，让书香流泻于笔尖。六是为

了继续激发孩子的阅读兴趣，班级还要坚持定期开展好书分享会的活

动，鼓励孩子把自己的阅读感受和大家分享，让孩子获得自由阅读的

愉悦。

三、根据年龄特征，进行学段阅读指导。

阅读能力的培养还真是一件不能急的事，在孩子不同的年龄阶段，

寻找切合成长节律的指导方法，才能一步一步领着他们慢慢接近真正

意义的阅读领地。一是小学低段，这是教师培养孩子“阅读兴趣”的

关键期，老师和家长不能疏忽，在孩子真正进入一个班集体后，老师

就应该把班级阅读的氛围营造起来，让孩子泡在故事里。每天固定一

个“故事时间”，时长 10-20 分钟，开展丰富的讲故事活动。比如：

听老师讲故事、故事娃娃、故事大王评选、故事妈妈活动（邀请家长

来讲）、好故事推荐活动。故事以经典的图画书为主，讲故事的过程

就是全班共读一本大书的过程，图画书图文并茂，把图画书制作成

PPT，效果会更好。二是小学中段，就以“培养持续默读的能力”为

班级阅读文化建设为核心。老师可以利用孩子中午和下午延时的时间，

固定一个时段为“静心阅读”的时间，每天在校保证持续默读 30 分

钟以上。这个时段全班安静阅读，不做其它的任何事情，让孩子把心

静下来，持续地读自己喜欢的书籍。孩子能静下心来阅读是阅读的基



本能力，低段的听故事阅读方式属于被动阅读，所以，中段要完成孩

子被动阅读到主动阅读的过渡，需要坚持，孩子的持续默读能力才能

形成。三是小学高段，孩子基本已养成自觉读书的习惯，课外阅读已

成为孩子每天所期待的事情，成为他们生活中很重要的部分。有了一

定的阅读积淀，孩子的阅读需求更高了，这时，老师和家长从精神层

面的深度介入和指导就显得尤为重要。引领孩子走向阅读的深度。以

班级读书会、读书笔记、经典作品解读、主题阅读、同题电影阅读等

方式引导孩子体验深度阅读的快乐。

四、让学生学会阅读，掌握适合的阅读方法。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是语文教学中的千年古训，也是

我们现代人开展读书活动所遵循的原则，小学生的阅读，并不仅仅是

为了理解读物的思想内容，吸取知识、体味情感、欣赏语言，更重要

的是学会阅读，掌握阅读方法。一是按照阅读的一般步骤，依次进行

初读、精读、悟读、熟读，直至达到消化吸收，像人吃东西那样，经

过细嚼慢咽，才能把书中的精华变为自己的知识营养。二是不动笔墨

不读书的方法，学会圈点勾画，抓住关键词句、语段，做批注，写感

想。三是注重积累，鼓励学生把名言警句、精彩片断、佳词妙句等摘

录下来，方便翻阅、背诵、进行再创作。四是边读边思考的方法，边

读边思考是阅读的基本要求，也是其他各类方法的基础和前提。应通

过概括内容、复述原文、体会思想感情、分段分层、理清文章条理等

多种形式的专项训练，引导学生逐步掌握分析、概括、比较、综合、

联想等思维方法，达到以读促思、以读促写的境界。



五、开展形式多样读书活动，搭建展示平台。

古人云：最是书香能致远。在班级里已形成了良好读书氛围的基

础上，开展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使得大家畅游书海，共同分享着书

籍的美妙，感受着读书的乐趣。一是各班级都有读书笔记，摘抄精彩

词句段，定期开展优秀笔记展览。二是各班以手抄报形式展示阅读成

果，优秀手抄报全校展示。三是好口才源于大量的阅读积累。各班定

期开展讲故事比赛，并且优秀者参加全校讲故事大赛，让阅读充满打

动人心的魅力。四是班级开展课本剧，让读书以别开生面的形式展示

出来，并让学生在剧本创作和表演中，真正体会到读书的快乐。

六、家校携手，共读共写共同生活。

“阅读是互相‘传染’的，充满书香的家庭氛围是我们所追求的，

家长是学生课外阅读的积极影响者、重要支持者。一是重视家长的引

导作用，向家长介绍积极健康的适合各个年级段学生读的书籍、报纸

和刊物，像青少年系列的文学名著。二是开展亲子共读活动，让家长

主动带领孩子一起进行整本书阅读，做读书笔记，办读书小报，培养

孩子的读课外书的兴趣。三是倡导家长和孩子一起购买小书架，一起

逛书店，整理家庭随处流浪的图书，打造居家阅读基地创建。“共读

共写共同生活”的理念，体现了家校合作共育的理想。

“一个不热爱读书的民族，肯定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而一个

崇尚读书的民族，则肯定蕴藏着巨大的潜力。”我们清晰“双减”，

“减”只是手段，最终要达到厘清教育脉络、提升教育效益的目标。

因此，我们以阅读为载体，希望我们的孩子在承接人类文化的同时，



让阅读的清流滋养心灵的成长。阅读是我们要终身坚持的事情，学会

阅读不仅会帮助学生够更好地成长，而且会使学生在阅读中寻找一种

文化认同感，寻求人生的价值。作为教师的我们，要秉承着前人的脚

步，继续引导学生进行有效阅读，培养学生们的阅读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