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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语文教学中，朗读占据着重要地位。其可以提升学生对于字词的掌

握程度，也可以提高对文章的理解能力。在小学低段语文教学中，学生的朗读效

果不佳，究其原因在于学生理解能力较差、教师教学方式陈旧、学生兴趣不高等

方面。为了提升小学低段朗读教学效果，需要激发学生朗读兴趣，提升学生朗读

效果。教师可以在低段语文朗读教学中开展趣味性教学，激发学生朗读兴趣。本

文以部编版一年级《语文》教学为例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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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朗读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情感，巩固学生所学知识点。在语文教学中，教师

要清晰的认识到朗读教学的重要性。小学低段语文朗读教学要符合学生的年龄特

点以及心理特点，教师可以开展趣味性朗读教学活动，激发学生的朗读兴趣，调

动学生的课堂参与性，促使学生积极地参与到朗读教学活动中，享受朗读所带来

的快乐。教师在进行朗读教学时，要注重学生朗读情感的培养[1]。让学生带有情

感进行朗读，感受文章所蕴含的情感。教师通过趣味性朗读教学提升低段学生朗

读学习效果。

一、语文朗读教学的现状分析

随着新课改不断深化，其对低段小学生的朗读教学有了新的要求，明确朗读

的目标、朗读内容以及建议等规定。但是在实际的语文教学中，朗读教学的开展

存在着诸多困难。因此，教师要摒弃过于注重学生成绩分数的态度，为学生开展

朗读教学。在低段小学语文朗读教学中，教师缺乏正确的朗读指导，使得学生朗

读学习效果较为低下。长此以往，学生降低了朗读学习的兴趣，甚至对语文朗读

产生厌烦情绪。即使在教学中，教师安排学生进行晨读，想以此提升学生朗读效

果，但是学生常常心不在焉、只对口型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进行朗读学习，促使

晨读学习方式流于形式[2]。

二、趣味朗读让低段语文课堂"活"起来



（一）创建趣味教学情景

由于低段小学生的年龄特点以及心理特点，其对于新鲜的事物有着较大的好

奇心，因此语文教师要充分地利用学生好奇心这一点，为学生创建趣味教学环境，

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引领学生进入到教师为其创造的教学环境中，身临其境的感

受课文的意境，感知课文中所蕴含的情感[3]。例如：在学习《怎么都快乐》时，

可以基于课文的基线进行思考，部编版教材的设计以学生为中心，课文的设计具

有较强的童趣，且与生活实际有所关联。教师在开展朗读教学环境时，利用教材

中的资源为学生构建教学环境，激发学生朗读兴趣。另外，教师可以举生活中的

实际例子，从三个小朋友玩丢手绢游戏，再到四个小朋友玩、到五个小朋友……

依次增加，到全班小朋友玩游戏，在学生想象做游戏的过程中，融入情境中，表

达学生自身的情感，进而使得学生可以带有情感的朗读课文，提升学生朗读学习

的效果。

（二）多样化的趣味朗读形式

传统教学中，教师尝尝采用领读的方式带领学生进行朗读教学。但是这种教

学方式，降低学生朗读兴趣，促使学生无法积极地参与到朗读教学活动中。因此

教师要开展趣味朗读形式，调动学生积极性，促使学生主动参与到朗读教学活动

中。教师应将朗读技巧的学习融入到趣味朗读中，从而形成多样化的朗读形式，

且能够准确的掌握朗读技巧[4]。例如：在学习《动物儿歌》时，整个文章节奏感

较强，教师要在朗读教学中与学生建立良好的语感，简单的了解课文所讲述的内

容。教师将文章的脉络厘清，将语句结构加以划分，且向学生提出三大类问题，

即“什么”（猜动物）+“在哪”（猜地点）+“做什么”（猜活动）。从第一类

问题猜动物到第二类问题猜地点再到第三类问题猜活动，这是逐渐递增关系，学

生看课文回答教师的问题，培养学生朗读的语感，奠定了学生朗读学习的基础。

教师的整个教学活动以竞猜的形式开展，吸引低段学生的注意力，引导学生深层

次的理解课文内容，同时锻炼低段学生的语感，促使学生可以更好地掌握朗读技

巧，使得学生朗读教学效果得到提升。

（三）角色扮演增强朗读趣味性

在语文朗读教学中，语文教师让学生带有情感朗读课文，但是实际中，学生

所带情感与课文内容所表达的情感不相符，影响学生朗读学习效果。教师在日常



教学中，不厌其烦地指导低段学生朗读技巧，希望学生加以掌握，但事与愿违，

学生朗读技巧掌握不足，朗读学习效果不佳[5]。教师开展趣味朗读教学活动，可

以采用角色扮演的教学方式，将学生代入到课文情境中，让学生换位思考，促使

学生将自身的理解放入到课文朗读中，带着自身的理解进行朗读，切实提升学生

的朗读能力。例如：在学习《乌鸦喝水》一课时，教师为学生讲述乌鸦喝水的故

事，将乌鸦长时间喝不到水的焦虑情绪加以表达，以及经过乌鸦自己的努力，最

终喝到水时的喜悦心情阐述。朗读过程中，教师要让学生理解乌鸦心理变化情况，

鼓励学生发挥想象思维，让学生扮演乌鸦，在烈日下，长时间的喝不到水，找不

到水，此时“小乌鸦”是什么样的心情？在找到水后，却喝不到时的心情。通过

学生自己的角色扮演，其能够感受到小乌鸦的心理情绪变化情况。促使学生在进

行课文朗读时，将自身理解的情感融入到朗读中，提升学生朗读水平，增强学生

朗读感染力。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小学低段语文朗读教学中，语文教师要充分地重视学生的年龄

特征，并且深度挖掘部编版语文教材的教学资源，为学生增加趣味性教学，以趣

入境，让学生感受到朗读的快乐。语文教师可以通过创建趣味教学情景、多样化

的趣味朗读形式、角色扮演增强朗读趣味性等方式，增加朗读教学的趣味性，促

使语文朗读教学课堂真正地“活”起来，进而提升语文朗读教学质量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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