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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文核心素养下的朗读指导评价策略 
王雅琳 

（杭州市临平区临平第五中学  311100） 

摘要：朗读作为初中语文课堂教学中的重要环节并没有得到真正落实，与教师教学观念、学生朗读技巧等诸多方面有密切关系，

本文着眼于义务教育新课程标准关于读这一目标要求，提出从激发朗读兴趣，开启有趣体验；借用多媒体技术，辅助朗读教学；构

建评价体系，多层朗读要求等三方面出发，重塑课堂朗读的新面貌，成为语文朗读教学的助推器。 

关键词：核心素养 朗读指导  评价体系 

 

新课程标准中各个学段都强调朗读的重要性，学生会用普通话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显然是最基础，同时也是贯穿整个

义务教育阶段的朗读要求。在初中阶段要求学生能够通过朗读，体

会作品情感，通过分析不同的声调、节奏来体会作者的情感。在反

复朗读中与作品、与作者对话的过程，在对话中感受作者和文本中

的情感，通过反复品味语言来获得独特的阅读感受和情感体验。但

在实际教学中，读书声逐渐“销声匿迹”，教师的朗读指导也是寥

寥无几，难得一见。语文教学中，教师应基于语文核心素养的培养

前提，把“朗读指导”贯穿始终，设计适合的朗读活动，完善朗读

评价体系。 

一、探究语文朗读教学存在的问题 

首先，教师指导朗读观念淡薄，方法滞后。很多语文教师对朗

读教学内容不够重视，朗读教学中没有有意识地凸显学生的主体地

位，难以发挥朗读的教学作用。在有限的四十分钟课堂的学习时间

中，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给予学生朗读的时间较少，多数是视情况而

定，最后不了了之。其次课前预习课文时朗读、或者不安排朗读、

课后自愿去读。朗读指导也只是走过场，学生难以培养朗读的兴趣

和积极性，导致语感和节奏弱化，甚至不敢或厌烦朗读。 

其次，学生缺乏朗读技巧指导。跨入初中很多学生却从以前的

活泼勇敢变得内敛寡言，不愿在众人面前自我发展表现，除了性格

转变的特征外，多数学生认为朗读技巧是个人朗读存在的最大问

题。学生关于朗读的知识主要是来自于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所讲授的

零散的知识，而现在的问题在于某些教师对于朗读知识的并不精

通，学生缺乏朗读技巧。可以说，大多数学生并不懂得朗读之法，

特别是不理解发音、换气的正确方法，不能根据朗读的实际需要去

处理声音、语气、停顿以及语速等方面的问题。学生也不懂得怎样

用“朗读”去“传情”。加上老师的重视和深入挖掘不够，造成初

中生朗读越来越弱化。 

于漪老师曾说：“语文课堂上不能放‘无声电影’”。 中国文字

是形、音、意的结合体，如果学生只用眼睛来欣赏课文，它的语言

力量和思想的内在力量就大大受到了限制。出声的训练方式可以通

过咀嚼文字的意义，揣摩作者自己说话的语气和神态，体会文章的

韵味。 

二、初中语文朗读教学的指导评价策略 

(一)激发朗读兴趣，开启有趣体验 

朱熹曾说:“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

曾说过:“没有丝毫兴趣的强制性的学习过程，将会扼杀学生积极探

求发展真理的欲望。”培养学生的朗读兴趣，帮助学生形成持久不

衰的内在朗读动机，是朗读教学的重要任务。如何让朗读变成一件

随口拈来的自然而然的乐事，可以尝试以下几点： 

首先，教师要成为一个朗诵爱好者或欣赏者，自觉注重自身教

学语言的抑扬顿挫，绘声绘色，学生在耳濡目染中被影响，再亲自

常做示范作品朗读，定能吸粉成功。在临平区卫星党课大赛暨“共

同富裕。青年说”宣讲大赛中，我校党员教师宋灿灿老师荣获一等

奖，作为语文老师的她凭借扎实过硬的演讲功底，锐气盎然的演讲

风格把我校新疆支教的张春芳老师青春精彩演绎。演讲让我们班的

学生为之感动，听的津津有味。  

其次，注意挖掘与选择课内外朗读素材，如果从体裁角度去整

理一番教材，当然会很快发现诗歌最适合朗读，读得成功最能读出

诗歌的“味道”，像小说、戏剧、散文也适合通过大声朗读来寻求

文章的精神之气，给学生更多的发挥余地。教师再把自己关注的朗

诵平台有意无意地介绍给同学们，比如浙江省朗诵协会在浙江图书

馆举办的“朗诵名家面对面”课程，可以聆听到省级传媒方面专家

授课。及时给学生通报杭州在各区图书馆举办的各种年度朗诵比

赛，比如：余杭大剧院“诵祖国华诞 70 周年朗诵会”。推荐微信平

台“为你读诗”。拓展课挑选经典节目来播放一下：比如董卿的三

季《朗读者》。朗诵氛围的营造让学生有了整体感知，就为课堂上

老师的具体指导和学生的主动尝试做好铺垫，提起了兴趣，加之有

名家示范引导，课堂朗读的积极性就会大大提高。       

再次，变换形式，丰富朗读体验。  进行朗读教学的形式有很

多，教师在教学生朗读时需要根据课文的各个感情特点来选择相应

的朗读方法。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对于感情奔放热烈的课

文，适合集体激情朗读;对于感情委婉含蓄的课文，适合模仿录音细

细朗读;对于情景色彩浓厚的课文，适合配乐活泼朗读;对于戏剧小

说类课文，则适合分角色个性朗读。朗读课文的形式有很多，如听

读、分角色朗读、领读、录音范读等。例如在学习《黄河颂》《安

塞腰鼓》时可以运用集体朗读或男女生分层集体朗读;在学习《紫藤

萝瀑布》、《济南的冬天》时候可以运用录音范读法;在学习《皇帝的

新装》、《卖油翁》时候可以运用细分角色朗读法;在学习《观沧海》、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时候可以运用领读法。对于这些朗读形式的

选择，可以根据课文的具体特点单个发挥，也可以多项交叉灵活使

用。在初中语文朗读课堂上如果能充分调用多种朗读形式，就可以

在激发学生朗读兴趣的的同时培养学生的朗读技能，也可以不断增

强学生自主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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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指导朗读《皇帝的新装》时，笔者采用《语文作业本》上的

教学设想，提前布置任务、号召同学们揣摩挑选人物角色，认真准

备，积极参与表演。老师开始还担心：有些台词太长，同学们会有

畏难情绪，意想不到的是自告奋勇上来表演的几位男同学都入戏很

深，角色定位准确，朗读人物对话时把剧中人物胆怯撒谎，自欺欺

人，虚伪愚蠢的性格表演出来，还配上动作，在皇帝面前下跪恳求。

真是一次大胆放手学生，以生为本的有益尝试。 

(二)借用多媒体技术，辅助朗读教学 

教育管理信息化，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在教育教学领域中广泛

有效地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即以应用现代主义教育科学技术为突破

口，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 

根据“教育技术学”的定义可以知道以多媒体为主要依托的教

育技术是“提升和辅助”教学，保证教学任务能高质量完成的重要

手段。音乐和文学都是语言的艺术，它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如

果我们能把多媒体信息技术运用到语文朗读教学中，就会产生一个

非常理想的教学活动效果。多媒体的应用，可以给学生营造一个良

好的朗读环境。把学生置身于声光色影的情境氛围中，激发学生进

行无穷无尽、自由自在的想象力，使得我们初中生的朗读更富有表

现力，在这样的环境下朗读很容易促使学生体会到文辞的音节美与

作品饱满的思想感情，由此孩子们会感到充实喜悦。 

无论哪种体裁的文学作品都有“意境美”的特点，文字作品的

意境美正是多媒体环境下通过朗读者的艺术再创作才呈现出来，事

实上一个好的作品，情感比较复杂，也是需要多种音乐背景交替穿

插，如《木兰诗》第一段木兰在哀愁中织布叹息，可用二胡曲《二

泉映月》。去市场买战备用具和紧张的战斗生活就用二胡曲《赛马》，

回家团聚再用喜庆民乐《万事如意》，看起来制作有点麻烦，但是

做好后却是一劳永逸，好的朗诵是需要根据情感变换音乐。朗读者

然后通过自己独特的有声语言来让故事进入了意境美、韵律美的醉

人境地。学习《黄河诵》《壶口瀑布》学生们就特别需要视频直观

感受母亲河的雄伟磅礴的气势，才能感受到黄河精神的伟大坚强。 

讲解朗读要点，方法辅助朗读 。语文教学中的讲解和朗读是

互补的关系。讲解是要让学生走进文本，领会文章的旨意，而朗读

则是要让学生“力透纸背”，读出隐藏在文字里的“情愫”。讲解前，

让学生朗读可以及时发现问题，从而确定或者调整的重难点;朗读

前，如果老师对作品能进行精彩的分析，学生就能在理解的基础上

进行朗读，更能读出作品的情感，也能通过朗读为教学反思提供案

例，使得教师的教学技能不断提升。朗读就是用普通话清晰、响亮、

有感情地读文章并传达其中的思想内容。要通过朗读中语音的高低

不同，强弱、语调的结构升降变化和速读的快慢节奏去传达出寄寓

在作品中的作者的思想感情以及“神气”。 

在指导七年级下册课文《秋天的怀念》朗诵教学时，教师首先

与学生一起探讨把握全文的感情基调：深沉而忧伤；叙述的语气：

平静而内敛。同时把握住在追悔往事的悲痛情绪中又有一份领悟生

命意义的豁然达观。总体把握在心，再局部看每一段的朗读语气都

有哪些变化。结合《语文作业本》的示例分析中找方法。 

作者在母亲暴病后才学着成长，回忆中惭愧后悔感人的细节较

多，有必要带领学生读透、讲透，例如“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

忍住哭声说：“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儿活，好好儿活……”朗

读时学生会抓住“扑”“抓”两个词语重读，再指导学生着重理解

“扑”的情感内涵：是母亲急切地想立刻扑灭儿子轻生的念头，阻

止他的自暴自弃。“抓”可见母亲的紧张心痛焦急。“忍住哭声”的

“忍”，也要重读，是强调母亲是用多么强大的毅力克制着自己的

悲情，“好好儿活”连续两句，反复的央求儿子，也是母亲对自己

的要求。她是多么努力地想给儿子一份坚定的力量啊！所以，在初

中语文朗读教学中，不能把“讲解”和“朗读”割舍开来，帮助学

生在朗读中还原并理解人性的复杂，母爱的伟大，要充分利用两者

“相辅相成”的关系为朗读教学增色。 

(三)构建评价体系，多层朗读要求  

著名朗读家张颂说:“朗读不是一种机械单调的读字活动，它需

要讲究一定的方法和技巧，是一种口头表达艺术。”践行朗读这门

艺术有三个层次的要求:一是运用标准的普通话进行清晰朗读;二是

在朗读过程中把握好停顿、重音和语调;三是在之前两个层次的基础

上有感情地进行朗读。 

在语文课堂朗读的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采用多种形式面对

学生，提出多层次的朗读要求，并实施有特色的朗读评价。比如常

见的有：赏识评价、诱导评价、自我评价和学生互评等评价手段。

教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而且是一种激励的艺术，所以，当有学生

结束朗读之后，应该及时中肯地评价朗读情况，大的前提就是务必

多鼓励，多去挖掘并点亮学生朗读过程中的闪光点。评价手段当中

赏识评价是基本也是主要手段，诱导评价其实是一种辅助评价。 

假设使用诱导评价：“同学，如果你尝试这样去读，效果可能

会比刚才更好一些”；“你的感情的已经跨上第一台阶，如果饱满起

来再提上两个台阶，这个度就刚刚好”。这样，既能达到引导学生

的目的，又能保持学生原来朗读时候表现出的积极态度与朗读热

情。 一节好的朗读课，应该包含有朗读形式、朗读要求和朗读评

价。如果能把握好这三个要素，就会产生良好的教学效果，就会增

加语文朗读课堂的有效性，就会使朗读课堂永葆生机。 

要提升初中课堂朗读教学效果，教师必须着眼于提升学生的语

文的核心素养，充分认识到朗读教学的重要性，努力提升自身朗读

水平，耐心地、精心地、科学地指导学生的朗读实践。重视优化语

文朗读教学评价体系，激发和培养学生朗读的兴趣，让学生感受到

朗读的无穷魅力，使学生学习态度由“要我读”朝“我要读”转化，

从而带动其他方面语文能力和综合人文素养的总体提升，期盼深情

朗读植根于学生们的心灵，生根、发芽，成为学生终身的幸福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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