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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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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文课程应以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为根本，在语文教学过程中诵

读可以丰富预言积累，培养学生的语感，从而发展学生思维，提高他们

的阅读、写作能力，诵读过程也是一种提高口语交际能力的过程，娴熟

的诵读技巧及方法可以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及审美情趣。那么如何在语

文课程中实施诵读教学呢，本文以此为重点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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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中语文诵读分析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由于应试教育的局限很多老师过分强调

知识而忽略人文修养；过分强调分析而忽略学生的感悟分析。课
堂上过分强调字、词、句、篇等意义的分析而淡化学生在诵读过
程中的吸收消化。久之，学生在语文课上逐渐走向沉闷，他们的
诵读热情遭到压抑。 

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很多人诵读存在片面的认识，而诵读不是
死记硬背，也不是摇头晃脑撕心裂肺的大声读，而是读者一种带
着融入自己的理解有感情的学习活动，在这种过程中读者能够与
作者产生共鸣，能够陶冶自己的情操并能够习得新的知识，获取
创造。好的诵读能够规范我们的语言、提高我们的语感、并能无
形中丰富积累、发展我们的思维，从而提高我们的口头表达及预
读写作的综合能力、同时有助于我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审美情
趣。同样作为教师要充分认识学生的认知规律，充分认识知情意
行的心理特征，弄清楚学生对诵读对象的感知及理解层次，让诵
读不成为一种形式和纯卖弄技巧的表演，在诵读过程中要充分激
发学生对诵读材料的理解和吸收能力，让他们能够产生身临其境
的认同感，而不是为了读去读。 

二、初中语文诵读内容与方法剖析 
（一）技巧指导 
诵读是读者通过感知并用话语声音来表现的阅读方式，在感

悟中理解文章并能够内化积累不分知识，提高自己的语文素养，
那么如何才能掌握好诵读呢，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教师指导学生进行正确的发音，汉语拼音包括声母、韵
母、声调等等，而且声、韵、调形式与情感色彩在特定的语境中
有一定的对应性，例如，声母舌音及齿音发音的时候受阻较多，
显得较为低沉、细腻；韵母，按韵腹的开口度的大小分为不同的
感情色彩，另外教师在日常教学活动中要让学生学会正确的坐
姿，调动他们的情绪，积极兴奋、自然放松、统一集中的精神状
态更加有助于学生在朗诵过程中体会作品，从而加深自己的领悟
能力。其次，教师在进行指导的时候要让学生灵活处理作品中的
停连，停连在诵读中很重要，恰当的处理好这样的技巧可以控制
好语速，通过调整语句节奏，形成抑扬顿挫的旋律美感。在日常
训练中可以根据语法或者意义停顿。同时在朗诵过程中要注重语
气和重音，语气包括作品思想感情，也包括不同高低、强弱、快
慢、虚实的声音变化。 

（二）习惯养成 

诵读包含了感觉、知觉、记忆、联想、思维等复杂的心理因
素。所以，培养诵读习惯必须调动起各种感官，把读与活动很好
的结合起来让学生理解文本，进入意境，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那么应该做到读与想结合，在诵读的同时，发挥联想和想象，可
以将抽象变为形象，补充和丰富作品的情感和内容；诵读者更容
易进入诗文所表现的意境，可以更好地表达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和
感悟。另外在诵读的过程中要注重启发学生的思维，引导学生边
读边思考，让学生能够深层次的理解文本并能够借鉴吸收部分内
容，启发学生在诵读的过程中进行新创造。避免学生有口无心的
读。在读的过程中辨别词语，句子及段落文章的意思，让学生做
学习的主人。当然好的诵读习惯还应该在读的过程中慢慢品味，
对于写的好的句子或者是词语习惯性的圈点勾画，通过作品的文
学语言来把握出艺术形象，具体认识作品所反映的真实社会生活
面貌及其本质，体会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同时也可以学习
作品的艺术技巧。那么启发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通过诵读能够赏
析关键的动词、形容词、副词等的用法。教师引导学生在诵读的
过程中通过减、增、换、调、联的方式反复诵读，比较、推敲，
学生很容易可以感受到古诗文语言的妙处，从而进一步达到感其
情、晓其义、体其境、悟其旨的目的。在诵读文章的过程中学生
应该细细品味修辞手法及作者的表现手法来提升自己的写作能
力。当然诵读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因此在读的过
程中也要让学生加强写的训练，读写结合让诵读产生实效。 

（三）诵读形式与活动开展 
首先是开展丰富多样的课内诵读活动，多维互动，播放资源

让学生模仿校音，利用资源在课堂上创设教学情境激发学生的兴
趣。 

作为教师应该规范自己的语言，说好普通话并能够给学生做
好示范，因为教师的示范可以提高学习效率，学生在品味老师的
诵读过程中能够收到鼓舞和激励，同时老师的泛读，可以拉近与
学生之间的距离，让学生觉得老师真实，感情细腻，也有助于提
高学生的审美情趣。教师还应该鼓励学生多种多样的互动，和老
师一起读，学生齐读，学生教读，学生之间比赛读、分角色诵读
等形式，让诵读的形式多样化，这样可以保持学生学习的兴趣，
也能符合教学环节的设计。 

其次要开展丰富的课外诵读活动，比如开展演讲比赛，普通
话大赛等活动让学生重视诵读，也让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形成欣
赏美的效果。 

三、结论 
语文课程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而我们也知道语文

素养是学好其他课程的基本，诵读在全面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方
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形成良好的诵读习惯需要教师进行正确
的引导，让学生在平时的诵读中讲究技巧和方发并且形成良好的
学习习惯，只有这样在良好的诵读学习氛围中学生才能真正得到
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