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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职中朗读教学的探讨
赖莉芬

（东莞市纺织服装学校，广东 东莞 523909）

提要：根据职中学生基础薄弱这一实情，本文从提高学生的思想认知、改革学习教材和增加教学形式这三方面提出相关对策，激发

学生朗读兴趣，进行朗读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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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职中生对语文很不重视，抱着一种冷落它的心态，认为

在日常生活中天天接触、时时见面，没必要在课堂上花过多精力。

朗读的声音微若抽丝；朗读的人数寥若晨星。在这种情况下，如

何使职中学生的朗读水平得到提高，进而提升他们的语文能力呢？

一、破除语文无用的思想障碍，树立科学语文观、朗读论

大多数职中生认为学语文社会实用性不强，念念读读、抄抄

写写的，没多大出息，一味从实用的角度去衡量，因此导致语文

课上、朗读时忽视、冷落的心理。那么作为任课老师就必须对这

种不正确的思想状态高度重视。如何破除学生语文无用论的思想

障碍？

（一）思想宣传

在新生开学伊始，第一节语文课上，就及时进行思想意识上

的“大扫除”，讲清楚语文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科，传承着中国

上下五千年灿烂的古国文明，有着浓厚丰富的人文性，让学生明

白了语文的功能与内涵，才能去学生心中语文的“轻”，树起语

文的“重”。

（二）生活实践

自身得出的经验总是比外界强加的结论要来得深刻。因此，

我还布置一道课堂作业——请在生活中找出运用语文因素的三个

事例。同学们对这种带有强烈生活色彩的作业挺感兴趣的，他们

马上就打开了话匣子。有的说，药品上注明的使用说明就是运用

了语文的说明文方法；有的说，过年贴的春联呀、店铺名字呀等

都有语文的因素……通过作业、讨论，同学们充分地意识到语文

原来还有着强大的社会实用性，挺有用的呢。

二、改革教材，注重范文的质音兼美

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好的文章足以影响

一个人的一生。所以教材里的文章既要注重思想性，也要注重音

律美。学生对哪些课文喜欢，哪些不喜欢，我做了个简单的调查表，

在 15 高职 1 班展开调查，表如下：

中等职业学校语文第一册学生调查表

1. 你喜欢的课文有

2. 你喜欢的课文

□因为这些课文容易理解，通俗易懂。

□因为读起来琅琅上口，语言很美。

□因为内容有丰富的内涵。

□其他

（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你不喜欢的课文有

4. 不喜欢的原因

□因为文章过于浅白，不耐咀嚼

□因为文章的语言很浅显，欠缺音韵美

□其他

（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你希望读哪些文章

□著名作家的作品□浅显而有内涵的古文□小说□科普文

□散文，如《丑石》□诗歌□网络文章

□实用文体，如合同写作□其他

调查结果

1. 你喜欢的课文前 5 名排行榜

排名 文章

1 《足球与人生》

2 《智取生辰纲》

3 《丑石》

4 《诗词四首》

5 《古人睿智的故事》

2. 喜欢的原因

以选择“因为读起来琅琅上口，语言很美”和“因为内容有

丰富的内涵”为主，有些学生还在注明处写道“内容好，给人生

启示”“运用了智慧、技巧”。

3. 你不喜欢的课文前 5 名排行榜

排名 文章

1 《职业》

2 《论“入迷”》

3 《水刀的启迪》

4 《虾丸鸡皮汤》

5 《假如没有台风和闪电》

4. 不喜欢的原因

绝大部分人选择了“因为文章过于浅白，不耐咀嚼”和“因

为文章的语言很浅显，欠缺音韵美”，还有同学注明“内容不够

丰富”“难理解，太多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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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的作品

□浅显而有内涵的古文

□小说

□科普文

□散文

□诗歌

□网络文章

□实用文体

□其它

5. 你希望读哪些文章

三、展开多样的方式，调动学生、激发学生读的兴趣

职高的学生接触语文基本已九年有余，往日的作者背景、中

心思想的模式，题海战役、满堂灌的“填鸭式”，已让他们有烂

婆娘的裹脚布之嫌。怎样才能点燃这些已有九年疲劳“抗战”、

基础薄弱、激情寥寥的“干苗种”？活动！就是活动！在活动中

拨动他们读的心弦。活动的内容与方式尽可能内涵与生动、活泼

溶为一炉。下面是我们尝试的几种做法。

（一）展示个人座右铭，激发朗读激情

座右铭是一个人眼里的指航针、心中的向往。因为座右铭往

往是语言的精华、人生的浓缩，它走进了学生的心田。因此当要

他们倾诉这种情怀时，自然能较为容易声情并茂地朗读出来了。

按照规定时间收集好他们的座右铭之后，我指定一名写字好的同

学，在黑板的左角或右角用醒目、美观的字体展示出来，并署上

学生的名字，两天更换一次，可以按学号或座位表（最好开始时

老师与几名语文爱好者有所示范），然后在每节语文课上课前几

分钟让该生大声深情地朗诵自己的座右铭，若能稍作简单地诠释

更好。这种方法能很好地唤起学生心中的情感，正如一名学生说道：

“我的座右铭是‘我不可解的情结，我要用我激情的浪花去再现它，

演绎它，这样才不会对它有所亵渎和辜负’”。事实证明，这样

不仅提高了学生的朗读水平，也锻炼了学生的开口胆量（职中学

生基础差，平时上课时总是不敢回答问题或微若虫鸣，担心他人

取笑）与开口的习惯。而且，令人惊喜的是，同学们在写作时也

不时地引用这些座右铭（名言名语），还提高了写作水平呢。

（二）创建朗读兴趣小组，实现以点带面

众所周知，兴趣是做好的老师。关于这点，我的做法通常是：

创建语文兴趣小组——组织参加朗读比赛——以点带面，敦促后

进。

在 15 级高职（1）班我组建了语文兴趣小组，成员有叶淑君、

何贵芳、叶雪玲、黄应弟、陈小霞等 8 名同学。平日里有意识锻

炼小组成员，如特别辅导以及让他们组织班里语文知识竞赛等。

等他们有了一定基础后，就开始把她们推向学校、镇上的各式比

赛舞台。她们都取得骄人的成绩，勇夺校朗诵一等奖，镇演讲三

等奖，收益颇多。如叶雪玲同学，原本对自己的朗读水平很不自

信，早读时总是有时大声、投入，有时就了无兴味、甚至走神发呆，

自从参加了学校举办的朗读比赛，并在老师的指点下，获得了全

校二等奖的好成绩。有了成功的体验和甜头以后，她现在变了，

变得上语文课时、朗读时非常积极、热情高涨，对朗读有了一个

质的认识与飞跃。

另外还让兴趣小组成员带动周围的同学，以先进带后进，以

点带面，共同提高。后来该班平时的朗读和语文课都有了很大的

改善。

（三）角色体验，模拟演员，感知语言魅力

大部分职中生疲劳于老师理论的分析、成堆的练习，他们需

要鲜活的因素，简单而不古板，有趣而有内蕰。戏剧表演是动作

性强、需要调动丰富情感与文学功底的一门艺术，同时也深受学

生的欢迎。在语文课、朗读教学时恰当地引入戏剧表演能大大激

活学生的表演欲、活跃课堂。学生在排演的过程里，必然要进行

角色、人物的分析，推敲如何再现语言、对白的表现力，在人物

的扮演、角色的体验里，不知不觉中完成了教学目标，同时也提

高了朗读水平。

例如在教《雷雨》时，我让学生分别扮演周朴园和鲁侍萍。授《鸿

门宴》时，分配好刘邦（陈德辉同学饰）、项羽（吴衬好同学饰）、

张良（钟伟平同学饰）等人的角色人选。学生在接到这个学习任

务时非常兴奋，热情高涨，排演中也相当用心努力，其用功程度

是让学生死读，教师喋喋不休、苦口婆心的讲析时所无法比拟的，

虽然后来他们的表演还非常幼嫩、不少地方不到位，道具也很简陋，

但同学们却在欢笑声中感受到语言的可亲可爱、文学艺术的无穷

魅力。

（四）配乐朗读，提升审美情操

“文学的本质是始于感情终于感情的。”特别对那些抒情性

极浓的散文，教师可以借助音乐作为朗读背景，指导学生配乐朗诵，

把音乐语言与文学语言沟通起来，充分调动学生的听觉、视觉等

器官，使文中所描绘的景和物，所倾吐的情和意，叩击学生的心灵，

引起共鸣，让学生在愉悦的学习中提升审美情操。

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为了让学生深入领会作者情景交融、

境与情、人与景合一的完美境界，预先准备《荷塘月色》乐曲作

为音乐背景，要求学生用心去听，然后深情朗诵，通过音乐的感

染力来唤醒学生积极、愉快的情感体验，使学生通过对节奏、旋律、

音响等听觉表现，进行分解和综合等心智加工活动，培养学生的

朗读审美想象。

三、结语

朗读是学习语文的传统方法，也是审美传情的极好手段。在

教学中还需要声情并茂的范读、热情洋溢的鼓励，另外不妨借鉴

李阳疯狂朗读法。朗读是借助语音形式生动、形象地表达作品思

想感情的语言活动，是一项十分复杂的语言艺术，也是一种最基

本的不可废弃的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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