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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语感和语感教学
1.1词义的定义和特征
本文只是说：“直觉”是语言的天赋，是对文本的正确理

解。这个定义似乎很简单，但是足够广泛。此定义可以解释如下：
语言的预言主体是一个人，即从事听，说，读，写单词练

习的人。听着，这是对单词和接收者的理解。说写的是言语表达和发
送者。不要从事言语活动，不要创造语言感。单词的感觉活跃于一个
人一生中单词的各个方面，语言的感觉，生活和情感都息息相关。

激怒或激发语言的客体意义。无论是口头文字还是书面作品，
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演讲对象都可以达到特定的交流目的，为
了表达特定的含义，形成了连贯的单词。

单词感知的过程和结果-语音对象的感知和理解。认知学校
认为，获得一种个人的语言感觉是将您的知识或经验与新事物联
系起来，吸收到您已经存在的认知结构中，不断地重组和扩
展，形成新知识。

2  朱自清诵读教学思想探究
2.1阅读障碍理论的内容和理论基础
2.1.1吸收教学阅读思想的主要内容。我们的古代老师称之

为朗诵阅读。这个概念首先出现在“每周仪式”中。孙秦时期的
教学材料包括诗歌，楚语，历史散文和散文等。在“学校”一书
的结束语中，他说：“今天学习studies吟的人正忙着他，他的故
事，他们的人数，因此他们的焦虑，”以及今天，正如他们所说的，
老师在学习过程中，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到学生的接受程度，而只
是从教科书中阅读它们。这意味着阅读教学是一种单方面的，教
师主导的活动。

2.1.2理论背景。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人类文化的载体，也是
思考和交流的最重要工具。帮助和教学生学习语言，以便他们能
够理解和使用其母语是语言学习的主要任务之一。以母语授课语
言必须遵守语言学习法则。阅读是一种与汉语学习的特殊性相匹
配的教学方法，这一点已在汉语教学中数千年的实践中得到证实。
通常，讲母语是“模仿-记忆-记忆-模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
他们被同化，理解，积累，记忆，运用和改善了关系，使人们能
够掌握其母语。阅读和学习是一个不断烦人，重复和与汉语教学
方式保持一致的过程。

2.2实施学习读写概念的两个重要要素
2.2.1教学。老师应该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语言教师应不受

自己方言的影响，并应相互自由交流。对于学生来说，这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正确，流利的普通话阅读可以帮助学生正确理解课
文内容，从而帮助他们建立使用标准普通话的感觉，促进师生之
间的交流和沟通。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可以轻松地想象说
不同地理方言的师生之间的交流有多困难；其次，促进口语的使
用和传播。普通话的传播是外语教师无可争议的责任，普通话的
传播不仅有助于在学生中形成正确的语言意识，也为他们随后与
不同地区的人们交流奠定了基础。教师应充分利用语言素养的这
一重要联系来影响学习者，开发公共电话，并为他们的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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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打下基础。
2.2.2学生阅读。阅读附在学生身上。这意味着学生在老师

的指导下，跟随他，阅读文本，在阅读中感知文本，在阅读中享
受趣味。朱自清在他的《诵读困难的教学》一书中指出，“诵读困
难是一个旨在培养学生的知识和写作技能的学习过程。学习始于
老师从模式中阅读，然后从学生阅读中开始。”应该注意，伴奏阅
读是读写教学方法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

学生正在学习。分析和阅读，就是朱青朱青青读书方法“学
生读书”的链接。分析，即分析。分析和阅读是指通过采用教学
阅读的方法，在老师阅读并跟随课文之后，学生开始对课文进行
单独的解释。阅读优质文章通常需要冗长而重复的过程，涉及越
来越多的阅读。朱自清曾经说过一篇出色的文章：“每次阅读更
多，我们需要了解的知识不只一层，以了解对增长的理解和理解
将是无限的。”因此，分析和阅读本节是自我毁灭性教科书的重要
组成部分，形成自我意识，也是阅读教学方法的核心要素。

3  朱自清诵读教学思想对语感教学的启示
然而，实际上，许多以语言授课的人在学校里都非常努力

地学习，作为“职责”。初来乍到教学法后，他变成了“教人读书”，
然后他停止读书。结合现有考试系统在学习过程中的影响，大多
数人只是沿着问题海而行。在信息领域迅速发展的原始知识储备
现在已变成“日光之花”。学习新课程，我们会发现修改后的学校
教科书难度较小，但范围更广，许多古典著作以及现代文学，科
学技术和报告文学都包含在教材中，这些教材侧重于发展学生的
基本知识和文化素养...如果教师本身知识有限，您如何适应这些
变化？新课程不仅为教师设定了定量的阅读要求，还使语言教师
的观点具有变化的文化，以便他们更加关注世界的变化，促进自
身知识的更新并特别重视培养其语言素养。在这方面，朱自清先
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尽管他拥有非
常深厚的哲学和国立大学，但他“没有足够的知识”，不断使用教
科书进行广泛的研究，旨在不断提高他的语言质量，从而最终他
达到了很高的文化水平。

4  结语
朱自清丰富了传统的阅读和阅读教学，将其作为语言课中师

生合作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既是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正确表达阅
读意义的过程，又是学生不断体验并准确表达作者情感的过程，也
是与作者交流与对话的过程。这不仅是阅读，而且是内部和外部的
情感展示。学生是一个用自己的声音重复作者思想的人，了解作者
通过文章传达的内心世界，以便正确，深刻地理解文章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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