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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纠正唱读，提高学生的朗读能力
刘小莉

（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中心小学，广东 广州 510900）

摘要：朗读是最经常的阅读基本功。好的朗读能使人情舒畅，

是一种听觉的享受。唱读是朗读中存在的一种不良的习惯，使人

心情烦躁，掩耳避之。抓住文章的重点词句进行朗读理解，能起

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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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是最经常的阅读基本功。即是有琅琅的、抑扬顿挫的读

书声。好的朗读能使人情舒畅，是一种听觉的享受。而唱读是朗

读中存在的一种不良的习惯，它是拖长声音的朗读，没有语调的

起伏，没有感情的流露，听起来低声沉闷，没有精神；或大声喊读，

使人心情烦躁，掩耳避之。针对这一现象，我在教学中，特别注

重加强学生的感情朗读，纠正他们的唱读。具体做法有以下几方面。

一、重视朗读中的正音，语调的协调 

（一）纠正读音

学生开始朗读一篇课文，不能一下子要求他们读得非常通顺

流畅，富有节奏和情感，而是从最基本的读准音、咬准字抓起。

对现在的小学生来说，已掌握了一定的识字量，已能读了。但不

一定会读。有些学生咬音不准，吐字不清，如翘舌音、平舌音之分；

前鼻音、后鼻音之分；多音字容易混淆等。遇到这些情况，有些

学生会借助工具书来纠正，但有的学生懒，怕麻烦，不会读时随

便找个音拖拉含糊着读过，造成了唱读。如“哺育”应读“bǔ”育，

不读“pǔ”育；再如“你扮演这个角色挺好的。”“角”应 读“jué”

不能读成“jiǎo”；还有“这里埋藏着许多宝藏。”第一个藏应

读“cáng"，第二个藏应读“zàng”。因此进行朗读必须先帮助

学生纠正读音，把音读准确了，才能更好地把句子读通顺，把唱

读防止于萌芽之中。 

（二）注重语调的协调

在朗读中，有的学生把字音咬准了，但语调、语速不协调。

有的读得不是断断续续，就是读得过快，没有语感，也是造成唱

读的重要原因。一般的朗读应一个词一个词咬准音，再根据文本

的感情色彩来调节语调读。如以下两种读法：第一种，微 / 风 / 从

/ 左边 / 的 / 昆 / 明 / 湖 / 上 / 吹来，使 / 人 / 神 / 清 / 气 / 爽。第二种，

微风 / 从左边的 / 昆明湖上 / 吹来，使人 / 神清气爽。很明显。第

一种读法平均使用语气，就会造成唱读，而第二种就会避免，而

且听起来还很舒服。

二、重视范读的作用 

范读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对于文情优美或节奏感强的文章，

我特别注重范文的朗读。让学生感受文章朗读的的韵律和节奏，

领悟出作者的感情，并从中有所收获。在教学过程中除了一般的

范读外，我还总结出以下两种形式的范读。 

（一）配乐、配境的范读

这种范读适用于写景抒情或故事情节强的文章。如《飞夺卢

定桥》，可配合多媒体画面呈现读。再如《五彩池》，是一篇文

笔优美的写景文章，教学时，我设计了配合优美的音乐和多媒体

呈现的美丽画面而进行朗读的范读，边看着五光十色的池水，边

听着优美的配乐。让优美的读书声感染学生，激起了他们想读、

爱读的情绪，再充分朗读课文，在琅琅读书声的熏陶下，他们就

会以饱满的精神投入朗读，效果很好。 

（二）夸张的朗读

所谓夸张就是故意突出、特别强调。夸大文字所表达的意思。

这种范读在原文录音是没有的，它是通过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

为了更好地突出文章的意韵，更好地陶治学生而选用的。如范读

《威尼斯的小艇》中的一句“静寂笼罩着这座水上城市，古——

老的成尼斯又沉——沉入睡——了。”“古”字提高音调，“沉沉、

入睡”声音又慢又低，“睡”字低得好象听不见，使人感觉成尼

斯真的睡了。 

再如《山雨》，我是这样范读的：“不知什么时候，雨，悄悄地——

停了。风，也屏住了——呼吸，山中一下子变得非常幽静。近处，

凝聚在树叶上的雨珠还往下滴着，滴落在路旁的小水洼中，发出

异常清脆的音响，丁——冬，丁——冬……仿佛是一场山雨的余

韵。”读时，“悄悄”可读得低而慢，“丁——冬”可读得清脆，

但是声音越来越低、越来越慢。

三、重视品词、品句

抓住文章的重点词句进行朗读理解，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也可很好地避免唱读的出现。如《五彩池》“无数的水池在灿烂

的阳光下，闪耀着各种不同颜色的光辉，好像铺展着巨幅地毯上

的宝石。”这样抓住“无数、光辉、好像、宝石”等重点词。形

象地突出了五彩池的神奇、美丽。又如教学《四季的美》，我主

要引导学生读好中心句“春天最美 // 是黎明。夏天最美 // 是夜晚。

秋天最美 // 是黄昏。冬天最美 // 是早晨。引导学生读好重点词“最美”

并以排比句的形式读出一句比一句更有诗意，突出春夏秋冬的美。

这样抓住重点词、句进行朗读理解，学生就会比较容易读出文本

的意韵，也读出了感情。

四、结语

朗读是一种有声的语言艺术，它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占据着重

要的位置。只有我们每位教师坚持不懈地努力，才能促进学生更

好地发展，才能使朗读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展现出它特有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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