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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小学课外阅读指导的现状及改善需求
——基于云南和贵州部分地区的调查分析

易  进  李惟楚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课程与教学研究院，北京

摘  要｜阅读课程是塑造学生阅读行为、培养学生阅读素养的重要途径。鉴于乡村教育质量相对薄弱的现状，考察乡

村小学阅读课程的实施情况是必要的。通过对云南省、贵州省六县1000余名小学教师的问卷调查发现，乡村

课外阅读教学质量参差不齐，部分教师对阅读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了解不足；学生在自主阅读意识、良好阅

读习惯和阅读方法等方面需要更多指导；学校阅读资源和阅读环境还有改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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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发展乡村义务教育，既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又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行动。作为中国教育

最敏感的“神经末梢”，乡村教育承担着阻断乡村贫困代际传递、扶智与扶志并举的任务与责任［1］。

乡村小学的阅读课程作为乡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为培养新一代求知欲浓厚、想象力丰沛、有独

立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的乡村儿童奠定基础。根据《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的学段要求，

到小学六年级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 100 万字［2］，阅读教育的高标准和重要性可见一斑。考察乡村小学

阅读课程的实施情况、了解乡村语文教师在课外阅读指导方面的问题和需求具有切实意义，有助于有针

对性地提高乡村小学阅读课程质量，激发乡村儿童主动阅读的意愿，培养其良好的阅读习惯。

本研究是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原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一项乡村教育促进项目的组成部分。该项目

旨在为我国西南地区几个新近脱贫县的乡村学校提供专业支持，通过开设课外阅读课程提升学生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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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为了使项目拟开发的阅读课程符合当地实际需求，项目组围绕乡村学校阅读课程的建设和实施展开

了研究。

2  文献回顾

回顾国内外文献发现，当前对于乡村儿童阅读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乡村儿童阅读现状与改善建议。关于乡村儿童阅读现状的研究多数采用量化研究或混合研究

进行大规模调查。有的关注儿童的课外阅读行为。例如，周林兴等调查南昌和宜春部分地区的乡村小学生，

发现他们存在阅读习惯有待提升、有效阅读时间短和师长关注度低的问题［3］。有的聚焦教师的阅读课

程设计。例如，樊文芳调查某县乡中心学校的低年级段语文教师，归纳出阅读教学计划缺乏全面性、教

学实施没有以学生为主体和评价内容、功能及方式单一的问题［4］。还有的对比城乡儿童阅读环境的差异。

例如，姚海燕等比较重庆市主城区和库区儿童的课外阅读环境，发现二者的家庭阅读环境不存在显著性

差异，但学校和社会阅读环境存在显著性差异［5］。这些研究针对调查发现的问题，分别从政府政策支持、

社区阅读服务、学校教师阅读关怀、家庭阅读陪伴等角度提出改进建议。

第二，乡村儿童阅读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国内外学界对乡村儿童阅读影响因素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

富的成果。国外有研究者采用混合研究方式对肯尼亚农村公立小学学生进行研究，发现学校、家庭中的

阅读资源和家校阅读支持对儿童阅读能力至关重要［6］。另有南非马鲁蒂区一所乡村学校的案例研究发

现，父母受教育程度、社会经济地位、家庭课外阅读支持和阅读资源可获得性等，对学生阅读表现有重

要影响［7］。国内研究者对农村留守儿童阅读经验的量化研究发现，个体阅读自我效能和阅读沉浸体验、

同伴支持、教师支持等对儿童课外阅读行为有积极的影响［8］。总之，学校、教师、家庭的阅读支持和

阅读资源对乡村儿童阅读行为有重要影响，这也和学者们提出的阅读教育建议相印证。

第三，乡村儿童阅读行为与其学业发展的关系。国内不少研究和政策文件强调乡村儿童获得优质的

阅读指导、实现有意义的课外阅读的必要性。国外，美国 2015 年的基础教育新法案中首次出现“高效

的中小学图书馆”及其与学生学习成果的关联表述［9］；尼日利亚大学一项城乡学生阅读理解成绩的比

较研究提出，阅读理解与教育的成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10］。另有实证研究证明，农村小学生阅读能

力低下、阅读材料缺乏、教育准备不足等因素对其考试失利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11］。据此，深度的阅

读指导能够助力学业发展，让乡村儿童获益。

第四，乡村儿童阅读推广与服务项目。乡村儿童阅读推进项目的具体工作包括设立学校图书馆、流

动图书服务、推荐阅读书目、指导学校建设阅读课程、组织多样化课外阅读活动、组织相关的讲座培训等。

北欧具有丰富的阅读推广经验，例如，芬兰政府拨款的“阅读起步走”项目会为不同年龄段儿童提供图

书礼包，并通过流动图书馆给偏远地区的儿童送书［12］。国内也有诸多乡村阅读推广项目，例如，2018

年以来，由国家新闻出版署、教育部推动的“我的书屋·我的梦”农村少年儿童阅读实践活动以主题阅读、

征文写作、结对帮扶等形式开展多元教育服务［13］；又如，国家新闻出版署不断完善农家书屋的重点图

书推荐目录，其中少儿类图书的占比在 2019 年达到了 41.61%［14］。国内外乡村儿童阅读推进项目体现

了以政府牵头托底，图书馆、社区、民间力量、学校等各界参与配合、全社会联动的模式特征。

国内外有关乡村儿童阅读的研究多采用问卷调查为主、访谈为补充的数据收集方式，描述和分析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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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小学阅读教学活动的实施现状及影响因素。目前关于乡村学校阅读课程的调研分析大多反映某一个地

市的具体情况，今后可以从区域层面以及更大范围展开进一步的调查和分析。

3  调查样本

在参阅已有研究关于小学阅读课程、整本书阅读教学、阅读课程资源等方面的调研工具的基础上，

本研究编制了教师问卷，以电子问卷形式，在云南省和贵州省各三个县的乡村小学发放，总计收到已填

写的问卷 1035 份，其中有效问卷为 1033 份。

参与调研的云南教师占比 66.80%，贵州教师占比 33.20%。各年级任教教师数量在 160—183 人次之

间波动，且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呈现平缓递增的趋势，较为均衡。

填写问卷的乡村教师中，专职语文教师仅有 65 名，占比 6.28%。兼任三门以上科目的教师比例最大，

约 46.38%，兼任两门科目的教师约占 37.38%，还有约 20.78% 的教师兼任三门以上科目。大部分教师每

周授课 16—20 课时。可见，绝大多数乡村小学教师身兼数职，同时承担多门学科的授课任务，工作压

力比只承担某一学科的专职教学要大很多。

4  教师开展课外阅读教学的现状

4.1  总体情况

绝大部分教师已对学生进行课外阅读指导。向学生提出课外阅读要求并提供推荐阅读书目的教师接

近一半，另有超过四分之一的教师报告显示有开设专门的阅读课程。极少数教师没有参与指导学生课外

阅读的活动。

4.2  教师对统编语文教材课外阅读栏目的认识和运用

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快乐读书吧”是对特定单元课文体裁的拓展和专题阅读，如五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的民间故事主题“快乐读书吧”。该栏目是小学生汲取课外阅读信息和阅读方法的重要途径。

问卷数据显示，大部分教师对“快乐读书吧”有所了解并尝试依据该栏目组织教学，但教学设计不

够深入。超过三分之一的教师对该栏目非常了解，约 30 名教师表示“不清楚”，其他教师有部分了解。

从教学应用看，半数以上教师按照教材提示略讲，65 名教师直接跳过此部分的教学内容，不过仍有

350 名教师能够精心设计教案进行教学。

4.3  对课外阅读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把握

乡村小学语文教师普遍存在阅读指导能力薄弱的问题，他们对课外阅读指导的内容及常用工具缺乏

了解。据图 1 所示，“图书借阅规则”是教师相对而言最熟悉的内容，对于“情节曲线图”“图书推介会”“图

书馆使用策略”“阅读记录单”“阅读计划表”等内容，教师的了解程度较低，其中“情节曲线图”是

阅读课程中教师最不了解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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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教师对阅读课程相关内容的了解程度

Figure 1 Teachers’ knowledge of reading class

在阅读教学方法的使用上，近八成教师认为自己具备一些但不够成熟的阅读教学方法，在“创设良

好阅读氛围”“激发学生阅读兴趣”“教授学生阅读方法”“开展课外阅读评价”四个项目中，“开展

课外阅读评价”相对更困难一些，超过 10% 的教师完全不知道该怎样做，熟练掌握相关方法的教师不到

10%。大部分教师对自己的阅读指导能力和方法不自信，需要专业的指导老师在专门的时间对他们进行

培训。

图 2  教师对阅读教学方法的掌握情况

Figure 2 Teachers’ applic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in reading classes



乡村小学课外阅读指导的现状及改善需求 
——基于云南和贵州部分地区的调查分析

2024 年 2 月
第 6 卷第 1 期 ·115·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es	 https://doi.org/10.35534/es.0601019

在问卷的开放题部分，有教师提出，他们“不具备阅读指导方法”，不知道“如何培养阅读情感”，

不清楚该“如何实施阅读评价、检验阅读效果”。

总体而言，乡村小学教师大多数对阅读课程有比较泛化的认识和指导，除了极少数语文教师会忽略

对学生课外阅读的指导，很多教师都有探索阅读教学策略的意愿和行动，并急迫需求专业的阅读课程教

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培训指导。

4.4  地区差异

问卷里反映教师课外阅读指导频率、内容和形式的选择题共计 19 道。统计时对每个选项赋分，分

数越高代表教师的课外阅读教学做法越好，满分为 70 分。统计结果显示，最低 21 分，最高 67 分，平

均得分为 41.35 分，尚未达到“及格线”。根据累计百分比，确定前 27%、后 27% 的临界点分别为 37 分、

45 分。45—67 分为“课外阅读教学得分高分组”，共计 369 位教师。六个县高分组教师的比例如下图。

图 3  课外阅读高分组教师的各县域占比

Figure 3 The proportion of teachers with high score of extracurricular reading teaching in each county

根据统计数据，不同县的差异很明显。有的县超过一半的教师在课外阅读指导方面表现优秀，有两

个县的高分比例未达到三分之一。

4.5  课外阅读指导的制约因素

在问卷里，教师对课外阅读指导的突出问题和改善需求等问题进行了回应。可能影响学校课外阅读

指导活动开展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教师工作繁忙，无暇顾忌；二是上级主管部门过于强调考试

分数；三是有的教师不清楚课外阅读指导的有效做法。老师们建议的改善举措包括，教育评价不局限于

分数，让老师有时间和空间大胆尝试，陪着学生一起阅读；安排专门的阅读时间；请专业人员给教师进

行培训和辅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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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课外阅读教学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为了客观地分析乡村学校开展课外阅读指导的实际需求。问卷里设置了若干与学生阅读行为和态度

有关的题目。这些题目的数据可以为乡村学校开设阅读课程和组织阅读教学活动提供事实依据。

5.1  乡村学生课外阅读行为和态度的突出问题

问卷里列举了小学生在课文阅读方面常见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乡村学校的学生中都有表现，但是不

同问题的普遍性不一样（见图 4）。

图 4  学生的课外阅读行为表现

Figure 4 Students’ extracurricular reading behavior

如何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是当下乡村小学生在课外阅读中面临的一大难题。根据图 4，教师在与学

生相处过程中发现，尽管绝大多数学生是有兴趣、有意愿阅读课外书籍的，但这部分学生中，76.43% 都

遇到了一些困难，导致他们没办法坚持读完一整本书。其中出现最多的情况是认知上的困难，59% 的学

生读不懂课外书。45% 的学生找不到合适的课外读物；38% 的学生因为学业压力大、学习负担重等种种

原因没有时间坚持课外阅读行为，需要学校设置专门的阅读时间来弥补空缺。

5.2  乡村学校课外阅读指导的具体需求

问卷设计让老师们根据自己学生的情况，勾选课外阅读指导最需要关注的问题，结果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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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课外阅读指导的关注要点

Figure 5 Main points of attention in extracurricular reading instruction

5.2.1  阅读兴趣

从图 5 可以看出，九成以上的教师认为，学生的兴趣是课外阅读指导需要关注的首要因素。80.1% 的

教师强调课外阅读指导还需要增进学生的阅读意愿，78.26% 的教师指出课外阅读指导需要帮助学生体会阅

读的意义和价值。至于引导学生阅读兴趣的方法，有教师在开放题中指出，“读书之前需要把故事有趣的

部分讲给他们听，学生才会认真去读，如何让学生自主发现图书的乐趣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5.2.2  阅读方法

问卷中，有 931 位教师对“学生在阅读方面最需要得到的帮助？”填写了自己的答案，有效答案大

致可以分为 11 类（见图 6）。

图 6  学生在阅读方面最需要得到的帮助

Figure 6 What students need in reading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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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显示，阅读方法被教师提及次数最多，达 32.26%。在图 5 中，“学习读书方法”也是教师认为

第二重要的阅读教学需求。一些教师指出，学生不会挑选适宜的课外读物，阅读过程中缺乏快速阅读的

能力、不会提取文中主要信息，急需阅读方法上的指导。有的教师出于应试的角度考虑，认为课外阅读

指导应指向语文考试成绩的提高。同时，教师希望学生能够在阅读中提升理解力、模仿阅读中的表达方式，

为写作打下基础。另有教师提出学生需要进一步学习“读书笔记”“读书记录单”“阅读批注”的方法，

接受全面、系统、专业的阅读方法指导。还有的教师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比如在课外阅读指导上关注

阅读与写作之间的关联，通过阅读提升学生的写作水平，借助信息技术对学生进行电子阅读的指导等。

5.3  阅读环境和资源

问卷结果显示，认为学生在阅读资源方面最需要得到帮助的教师仅次于关注阅读方法的教师（见图

6）。教师提及的阅读环境和资源问题及改善需求见表 1。

表 1  乡村小学生的阅读环境与阅读资源情况

Table 1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for rural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reading

类别 问题 需求

阅读环境

缺乏良好、安静、舒适的阅
读场所；
缺乏专人进行图书管理，学
生无法随时借书；
班级图书角的图书易丢失

打造有专人管理的阅读空间、图书室、单独的图书馆、图书阅览室、
班级图书角、走廊书吧

家庭督促
留守儿童身边只有老人，老
人不识字，无法亲子共读

提升家长对阅读的认知；
家长积极配合老师监督孩子进行课外阅读

图书资源

缺少大量的、种类更多的、
适宜各阶段身心发展特点与
年龄特征的、能够与语文书
同步的阅读书目

多种多样的图书品类：
文学类、童话故事类、知名作家所著图书、传统文化类、红色文化类、
写作类、百科全书、科普类、科技类、学习工具书、好词好句类、中
外传统故事类、寓言故事、教学生做人懂礼的、发挥想象力的、实际
操作类等；
图文并茂的、整本阅读的、立体书、洞洞书、电子读物等

阅读学习工具
阅读单、阅读电子版图书的阅读工具、图书配套动画、阅读思维导图、
用于制作读书手抄报的彩色铅笔、方便快捷查阅字词的电子产品、电
子读物、网站资源、视频音频方面的资料

首先，乡村小学生获取课外阅读资源的渠道较为单一，以学校为主。但部分学校开展阅读课程的条

件仍然很有限，难以为学生提供充足的、可选择的阅读学习资源和能够沉浸式阅读的环境。

学生获取课外读物的途径主要局限在学校和家庭中，其中学校图书馆或阅览室、班级图书角是学生

课外读物的主要来源，同学之间相互借阅、家里提供次之。而能够通过周边书店、社区图书馆获取的课

外读物只有一成左右的占比，可以推测样本所在地区缺乏相应的读书资源，或是教师没有充分利用社区

资源。

虽然学校是学生目前获取课外读物的最重要的渠道，但部分教师表示学校缺少大量的、种类多样的、

适宜各阶段学生阅读的、能够与语文书同步的书目，需要补充更多质量高、类别和形式丰富的课外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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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其次，部分学校缺乏良好的阅读课程环境。由于乡村小学生中有不少留守儿童，身边只有老人陪伴，

家庭阅读氛围一般。这也印证了叶松庆等调查总结的农村留守儿童阅读缺陷“书刊经费投入有限且阅读

视角较窄”［15］。学校是绝大多数小学生的主要阅读环境，但不同教师所在学校能为学生提供的阅读课

程学习条件也存在差距。

统计结果显示，74% 的教师表示学校有图书馆，便于学生借阅课外读物，但有的图书馆缺乏专人进

行图书管理，学生无法随时借书；46.28% 的学校能比较便捷地找到印制阅读学习单所需要的纸和复印机；

13.14% 的学校提供相应学习经费，可以到打印店印制学习单。还有 15.27% 的学校得到家长的充分支持，

家长能够自行购买学校推荐的课外读物。此外，也有 14.88% 的学校既没有复印机，也没有相应的经费

提供学习资源；33.43% 的学校虽有复印机，但是纸张难有保障。

只有在提供丰富充足且适应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的图书资源的环境中，阅读课程才能有效实施。克服

这些物质条件的限制是实现有效的阅读课程的前提，是推进乡村阅读课程的先决条件。

6  助力乡村小学阅读课程改进的方向

6.1  激发学生长期阅读兴趣，培养自主阅读习惯

王守仁曾以“乐嬉游而惮拘检”描述儿童独特的心理特征。一时的好奇心和兴趣点能够让小学生进

行短期的阅读尝试，但往往不足以支撑他们持之以恒地读完一整本书。因此，培养学生的自主阅读意识，

使阅读成为学生内在于心、外化于行的习惯，是学生阅读能力发生质变的必要步骤。创造个性化、趣味化、

社交化和多模式的阅读体验，有助于改善枯燥无味的阅读过程，维持儿童的内在动机，促进儿童阅读参

与［16］。具体而言可以尝试以下途径：

第一，从兴趣点入手，引导学生思考阅读书目的生活价值。教师在遵循课标不同学段阅读要求的前

提下，可以通过课上询问、课下交流以及与家长对话等方式了解学生的关注点和阅读需求，推荐合适的

阅读书目。书目的选择贴近学生生活经验时，更有助于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和表达欲望。教师也可以依

托乡土设计阅读课程，有意识地让学生在阅读中联想生活实际，让学生们在乡村生活的感知中密切乡村

情感［17］，比如指导学生阅读儿童诗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观察回忆自己身边存在哪些富有野趣的意象，

思考如何用欢快轻巧的节奏、韵律呈现生活中的乐趣和美好，怎样把自己的日常趣事诉说得受欢迎、令

大家印象深刻，让学生从阅读中品味欣喜和成就感。教师也可以经常与学生分享自己的阅读体验和收获，

引导学生感受阅读的意义。

第二，营造浓厚的班级阅读氛围，使学生共同参与、彼此互促。阅读教学是一个生成性的过程，应

展现民主、活跃的交流与对话，鼓励师生、生生之间的思维碰撞与创新［18］。教师可以采取小组共读一

本书的形式，根据学生个性化的阅读需求将兴趣相似的学生们划分为临时小组，在给定时间内共读一本

书，并依据书籍的内容特点向学生提出阅读建议和任务，鼓励小组成员提出问题、交流想法。同时根据

阅读进程组织多样化的阅读活动，如每月开展读书分享会、故事会、情景剧等，让学生有机会展示自己

的阅读成果，吸引更多同学关注不同类型的书目，以来自教师、同伴的正向反馈来激励学生坚持阅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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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还可以监督学生的阅读成果转化状况，参照单元写作要求设置相应的开放性作文主题，如童话续写、

改写等，鼓励学生在作文随笔中联系已读书目中的素材，并在班级里分享自己的心得，读写互促，养成

自觉能动的阅读意识和思维能力。

6.2  培训教师阅读指导能力，规划阅读课程时间

鉴于缺乏系统、可参照的阅读指导理念、指导方式以及足够的阅读课程实施时间，很多乡村小学语

文教师对于阅读课程教学持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态度。因此，一方面，为了提高教师的阅读指导水平，

可以将阅读教学作为国培计划语文领域的重要研讨问题，使乡村教师通过阅读课程实地观摩考察、案例

研讨、专家专题讲座等形式去汲取阅读教学的先进理念和方法。同时鼓励专家深入乡村学校实地考察，

参与阅读主题的校本课程开发和建设，并通过网络研修远程指导乡村教师设计阅读教学，在更长的期限

中对乡村教师阅读课程的目标设计、评价设计和过程设计等完整的实施过程进行及时的答疑和调整。当

地各级教育管理部门也应建立校园阅读指导委员会，形成各部门综合协调机制，共同研究校园阅读工作

中的重大问题［19］，帮助乡村教师实现专业成长。

另一方面，实施阅读课程需要语文教师投入更多的备课时间和研讨时间，而由于师资力量薄弱，不

少乡村语文教师具有“全科教师”的特点，身兼多科，容易忽视课外阅读指导。针对这一客观现象，在

政府鼓励城乡教师交流轮岗、增强乡村教师编对毕业生求职的拉力的背景下，学校也应合理分配教师的

教学课时，减少教学以外的行政性事务对教师的干扰，在教师考核中采取多样化的评价模式，重视教师

对学生阅读素养的培养成效，以免教师受制于应试成绩而丧失进行课外阅读指导的意愿；也避免工具理

性浸染下教师追求课外阅读的功利作用，导致课外阅读实践异化、学生对阅读的情感疏离［20］。

6.3  提供多种类型阅读资源，打造校内阅读空间

部分乡村留守儿童身边只有老人，他们文化水平和精力有限，难以指导、辅助小学生阅读，无法为

小学生营造浓厚的家庭阅读氛围。因此学校显然是小学生阅读课外书籍的首要场所，需要为学生提供合

适的、可供选择的阅读资源以及让学生安心阅读的环境。

在阅读资源方面，根据学生的认知发展特点和兴趣爱好，遵循课标的要求和分级阅读的原则，学校

需要注重对图书质量、价值导向的筛选，为学生提供足够数量的图书，满足不同年级、不同兴趣学生的

阅读需求。图书的文体类型可以多样化，例如儿童小说、儿童散文、儿童诗歌、儿童戏剧、童话、寓言、

少儿科幻、动物文学以及绘本图画书等各种书籍。图书的呈现形式也需要多元化，除了传统的纸质书籍，

还可以配备电子书籍、有声读物等多元化的阅读资源，打造灵活性、交互性、综合性、应用性俱备的泛

媒体阅读学习平台。阅读资源既需要学校自主购买提供，也需要教育部门配发的支持，政府也可以引导

阅读公益机构及社会各界捐赠书籍、向乡村学校开放数字读物共享平台，满足乡村小学生的阅读需要。

在阅读环境方面，政府需要监督、扶持乡村小学建立图书馆、阅览室、阅读研讨间等场所，配备充

足的图书资源和桌椅，并设计完整的图书借阅、管理制度，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安排专门的图书管理员。

同时，图书馆、阅览室或阅读研讨间等应位于教学楼附近、学生经常路过的位置，方便学生随时借阅，

学校也可以鼓励语文教师将阅读、习作类课时设置在阅读场所开展，让图书馆等得到最大化的利用，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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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活”起来。此外，学校也应督促每个班级设立图书角，将图书放置在方便学生取阅的地方，收集学

生的阅读意向定期更换图书，教师可以将图书角设计、管理的主动权赋予学生自己，由班长、学习委员、

语文课代表等组织图书角的更新和整理，让全班同学参与图书角的设计，使图书角充满童趣、提供情绪

价值。

最后，乡村学校应当以主动、开放的姿态，积极邀请多方主体合作，争取阅读资源和阅读环境的改善。

一方面，学校应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善于和当地政府、社区沟通，主动报告学校的办学情况，合理倾诉

本校在阅读环境建设中遇到的障碍，以争取帮助［21］。另一方面，学校要努力向家长宣讲培养孩子阅读兴趣、

阅读习惯的长远意义，赢得家长的信任和支持。当学生家庭条件允许，学校也可以通过家长会、家访等

活动鼓励家长伴读，提高家长对亲子阅读意义的认知，形成家庭—学校合作机制，共同促进学生的阅读

成长。

7  结语

阅读能够塑造童年记忆，影响儿童一生；阅读课程因其艺术性、趣味性和教育性而在小学生的学习

成长中不可或缺。然而当前乡村小学阅读课程中，仍存在教师对阅读课程缺乏理解和指导能力、学生不

具备自觉阅读的意识、学校阅读资源供给不足等各种问题。提升乡村小学阅读课程实效，既需要学校自

身重视学生阅读素养的培养、重视阅读环境的维护，也需要外界力量的介入，比如专家指导阅读课程、

政府牵头供给阅读资源等，凝聚各界合力，关怀乡村小学生群体的阅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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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us Quo and Improvement Needs of Reading Guidance 
in Rural Primary Schools

—Take Parts of Yunnan and Guizhou Province as Examples

Yi Jin Li Weichu

Institute of Curriculum and Pedagogy, Faculty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Abstract: It’s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reading courses are beneficial to shaping pupils’ reading 
behavior and cultivating their reading literacy. In terms of the relatively weak quality of rural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investig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ading courses in rural primary schools. Based o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more than 1000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in six counties of Yunnan and Guizhou 
Province, our research has witnessed that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extracurricular reading in rural areas 
is uneven, the issue of which deserves attention. For one thing, some teachers are weak in in-depth 
understanding and sufficient teaching methods of reading courses. For another, rural students lack the 
awareness of independent reading, good reading habits and reading methods. Furthermore, there still 
need some improvement in reading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Key words: Rural primary school; Reading courses; Extracurricular reading; Chinese teach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