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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试论小学语文教学中学生朗读能力培养策略 
◆郑钰川 

（云南省大理市下关第九完全小学  云南大理） 

 
摘要：结合当前语文教学中朗读能力培养存在的问题，从自身的小学语

文教学经验出发，多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小学语文教学中学生朗读能

力培养的策略，希望能有助于今后提升小学语文教学中学生朗读能力，
符合新课标下的素质教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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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课标的要求下，结合小学教育开展特点，人们也路越关
注到如何有效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方面。小学语文教学则是
小学教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广大一线小学语文教师非常重视如
何有效提升教学质量以及全面加强学生的综合能力的教学工作。
在小学语文学习中，朗读能力则是小学生应该具备的主要能力，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导致当前的小学语文教学在学生朗读能力方
面存在较大的欠缺之处，这自然不利于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的提
升[1]。基于此，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分析了语文教学中朗读能力
培养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提出有针对性的培养策略，希望能有效
力于全面提升小学语文教学质量。 

1 语文教学中朗读能力培养存在的问题 
1.1 学生朗读没有浓厚的兴趣，也没有明确目标 
在新课标的要求下，小学语文朗读教学实践中并没有十分明

确的目标，这样会造成小学生的朗读兴趣大打折扣，存在着整体
语文素养偏低的情况。通过有效培养学生的朗读能力，能全面有
效提升小学生的语文素养，能进一步帮助他们更好掌握课文内
容，能够深入体会到作者的思想感情，有利于思维方式的拓展，
还能实现语言表达能力的提升。当前，由于小学生没有朗读的兴
趣，造成自身的语感能力大大下降，不利于自身语文素养的提升[2]。 

1.2 学生朗读时间不足且朗读内容有限 
由于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小学语文在进行朗读教学过程

中，存在着朗读时间不充分、内容不丰富等问题。部分教师存在
着对于朗读教学的片面认识，认为其并不应该占据过多的课堂时
间，部分教师则是侧重于朗读形式而忽视了朗读的实质效果。在
大多数情况下，部分小学生的课堂朗读时间仅为五分钟左右，这
是远远不够的。另外，部分教师在朗读教学中过于关注尖子生，
而没有从整体上来重视其他学生的朗读情况，这样难以全面提升
整个班级的朗读水平。 

2 小学语文教学中学生朗读能力培养的策略 
2.1 课程进行创设情境以充分调动学生朗读兴趣 
为了进一步提升小学生的朗读能力以及水平，广大教师则应

该从全面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入手。教师可以借助于信息化多媒体
技术的优势，结合课文内容，选用图片、视频以及音乐等方式积
极构设良好的课文情景，不断提升学生的朗读兴趣。比如，在进
行赞颂竹子的高尚品质的教学中，教师可以选择播放竹子相关的
视频资料，便于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到竹子的特性，能够深刻体
会到其所蕴含的高贵品质，能够实现和作者的情感共鸣，有利于
深入了解课文内容。 

在小学的朗读教学中，教师经常使用范读的方法，可以充分
利用好小学生较强的模仿能力，特别是注重在语气方面的模仿。
通过有效的范读方式，不仅能有效将学生的情绪带入文章中，进
而有效体会作者的情感，还能有效激发学生的朗读兴趣，能实现
不自觉的模仿教师朗读的语气，从而保证自身的朗读能力的提
升。另外，考虑到学生的差异性情况，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生长
环境，自身所在的情感表达以及语文能力存在差异化，肯定会存
在不同的理解方式。教师则应该认识到客观的差异性，通过朗读
形式的不断完善，鼓励每个学生都读好书。比如，针对人物众多
的文章来说，可以在全面掌握人物角色基础上，进行课文内容的
排练；针对较为抒情的散文来说，可以选择配音方式来有效提升
学生的朗读感觉，利用多媒体的方式来激发学生的朗读热情。利
用不同形式的朗读教学，有效激发学生的朗读兴趣。 

2.2 采用多样化的学生朗读训练方式 

为了帮助学生能更好体会到文章中所要表达的深层次情感
以及意义，教师则应该进行声情并茂的朗读示范，能够将书面文
字通过口头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通过声音来进一步感染学生，
帮助学生更好地体会到作者的想法，能够帮助学生掌握课本中的
基本知识点内容。比如，在进行《企盼世界和平的孩子》的教学
中，教师可以结合文章的写作背景，给学生普及相关的世界发展
情况，让他们认识到世界和平的意义，以及更好掌握文章的感情
线，结合主人公的奋发图强、自强不息的斗争精神，鼓励孩子们
有感情的朗读出来，这样能更好地认识到他们那种盼望世界和平
的美好愿望。 

2.3 进一步实践强化学生读写能力 
为了有效提升学生的个人素养能力，不断提升朗读水平，还

可以通过朗读比赛的形式，这样也符合小学生的好胜心比较强的
特点。在上课过程中，教室可以开展模仿性朗读、表演性朗读以
及配乐朗读等方式，将朗读比赛设置在读书课、早读课的过程中，
可以让学生自主进行评选出“朗读先锋”，这样能不断激发学生
的朗读热情。可以采用多种形式的朗读比赛形式，比如，采用擂
台挑战等方式，实现学生之间相互切磋和交流，实现自我的朗读
能力的提升，有利于小学生的整体语文素养的提升。 

对于广大小学语文教师来说，应该在语文教学实践过程中认
识到朗读教学的重要性，通过朗读训练主要目的则是有助于学生
进一步理解课文内容。教师应利用多样化的激励措施和手段，多
采用激励教育的方式来进行点评，比如，教师在学生朗读课文之
后，可以多用表扬性的语言，“你读得真棒”、“你的声音清晰流
畅，非常好”以及“你读得太好了，非常流利，很有感情”等，
这样无疑会大大提升学生的朗读兴趣。 

3 结语 
综上所述，朗读则是小学生所应该具备的基本语言能力，不

仅能有效帮助深入理解课文内容，还能进一步有效加强学生的语
言表达能力，符合新课标的综合素质教育的要求，这也是今后深
化小学语文教学改革工作的重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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