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9 月（总第 212 期） 

 910 

教学实践 

小学语文课堂朗读教学有效性探究 
◆于长昊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江县龙江镇西太平川学校  黑龙江齐齐哈尔  161100） 

 
摘要：小学语文教学的主要内容包括基础的汉字认读、古诗背诵、课文

朗读以及写作练习等，其中朗读教学对学生的自信心以及语言情感表达

能力有着极高的要求，同时，高效的语文课堂朗读教学也有利于构建和

谐的师生关系，并加深学生对课文中蕴含着的思想情感的体会，生化自

身的情感精神，促进学生文学素养的全面提升。为此，教师应当采用多

样化的朗读教学方式，营造语文朗读氛围，开展朗读竞赛等活动，全方

位提高学生的朗读能力。笔者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就如何增强小学语文

朗读教学的有效性进行探究分析，希望对各位同仁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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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小学语文朗读教学作为语文教学体系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

分，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语感以及学习自信心，通过对课文内
容的朗读，真切的体会其中蕴含着的思想情感，有利于学生思想
情感境界的提升以及文学素养的提高。尤其在素质教育改革与新
课程标准不断深入和落实的背景下，提高小学语文朗读教学的有
效性，培养学生的朗读能力就成为所有语文教师的共同追求。然
而受到性格特点以及思维差异性等因素的影响，当前小学语文朗
读教学的效果并不理想，作为小学语文教师的我们应当根据学生
的性格特点以及思维理解能力等因素制定相应的教学方案和计
划，提高朗读教学的有效性。 

一、小学语文课堂朗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朗读时间不足 
在当前小学语文教学中，普遍存在朗读时间不足的现象。课

堂教学中，教师总是把大量的时间用在了分析课文内容，讲解文
章写作技巧等方面，留给学生的朗读时间少之又少，只是让学生
快速的阅读一遍课文，大体的了解课文所讲内容，教师未考虑学
生是否读懂便开始进行讲解，严重限制了学生朗读能力的培养。 

2、缺乏有效的指导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在要求学生进行朗读时，只是简单

的要求学生有感情的、流利的朗读课文，但对学生朗读的语感缺
乏指导，使学生不能准确的把握不同人物在不同的环境下应有的
语调，从而朗读时空洞，缺乏真情实感的表达[1]。 

3、朗读目的不明确 
在小学语文课堂朗读中，教师安排学生进行朗读时缺乏重

点，没有明确的目的，朗读形式较为单一，导致学生朗读时看似
热闹，但对文章的重点部分却没有读懂读透，读完后不知道自己
读的是什么，明白了什么。这样不仅浪费了课堂教学的时间，又
导致学生没有形成正确的朗读习惯。 

4、缺乏有效的评价 
学生在完成朗读后，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只是简单的“好”或

者“不好”，使学生也不清楚自己好在哪里，差在什么地方，从
而不能很好的进行改进，严重影响了学生朗读能力的培养。 

二、小学语文课堂朗读教学的有效策略 
1、指导学生在初次朗读时整体感知课文 
选入教材的课文都是精选的文章，因此文章的精华之处是需

要学生在朗读过程中去用心体会与理解的，但由于小学生的认知
水平有限，以及学习差异性的存在，他们在朗读课文时有可能不
能很快理解与掌握文章的要点，甚至对于学习的课文在理解上产
生一定的困惑，不能把握课文的整体内涵[2]。鉴于此，教师在教
学课文前就要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和理解能力的差异性布置不
同的朗读目标，提出不同的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去读课文，并
且要求学生在朗读前要把本课的生字生词作一记忆与理解，这样
在朗读课文时就不会因为生字与生词的障碍而影响对于课文整
体的理解与把握。对于课文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和中心内
涵，教师可在学生朗读前作一简略的提示，这样有利于学生有针

对性且不盲目地阅读。 
2、营造良好课堂氛围，开放式阅读 
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读书心有境，

入境始为亲。”在小学语文朗读过程中，教师要为学生营造出良
好的课堂氛围，使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开展朗读，从而形
成开放式的教学，有效的激发了学生的朗读热情，使学生能自主
的融入到课文情境中，使语言文字变得更加的形象化，进而使学
生对课文有更深入的理解，同时培养了学生的语文综合能力[3]。
例如，教师在讲解《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文时，教师可以首先提
问，“这篇文章主要讲述的故事是什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出
现这种事情，你认为这篇文章中最感人的细节是什么，有哪位同
学可以有感情的向全班同学朗读这篇文章？”老师在提出这些问
题以后，可以让学生们自由进行分组，并对这篇文章进行朗读，
让小组成员之间相互点评，老师进行巡视，并对巡视过程中发现
的问题进行解答。 

3、品读文章，尊重情感体验的个性化 
品读文章指的就是在小学语文朗读教学过程中，让学生更深

层次地挖掘文章中的内涵，去感受作者丰富的情感世界，从而使
学生与作者产生共鸣，产生情感交流，加深学生对文章内容的理
解和感悟，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例如，在讲解《鸟的天堂》
这一教学内容时，教师可以在课堂上询问学生他们眼中“鸟的天
堂”是什么样子的，引出课堂教学内容。教师让学生朗读文章后，
要求学生将课本合上，拿出一张空白纸，在教师朗读文章的过程
中，学生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将自己认为的鸟的天堂画在纸上。
在教师朗读后提问：“同学们，在老师朗读文章的过程中，你们
是否感受到了‘鸟的天堂’的美丽，下面就拿着你画的《鸟的天
堂》对文章进行朗读，细细地去品味文章的魅力所在。” 

4、互动评读，巩固提升 
当学生朗读完成之后，为了更好地提升学生的朗读水平，还

需要及时地对其朗读情况进行评价，这样能够使其认识到朗读的
优势和不足，在今后的朗读过程中能够对不足之处进行改善，从
而不断提高自身的朗读水平[4]。对学生的朗读进行评价主要有以
下两种方法：第一种评价方法是生读师评，即学生朗读，教师评
价。这就需要教师在学生的朗读过程中认真聆听，对于朗读出众
的地方教师需要做好相应的记录，同时对于朗读不足之处也需要
做到心中有数。待学生朗读完毕之后，教师需要表扬其朗读出众
的地方，鼓励其他学生多向其学习，这样能够鼓励学生更好地进
行朗读学习。与此同时，对于朗读表现不佳的地方，教师需要进
行巧妙的点拨，使其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并鼓励其今后进行相应
的改善。还有一种评价方式就是生读生评。这种评价方式是在学
生朗读完成之后，由某一位学生或者是由某一组学生来对其朗读
情况进行合理的评价，这样不仅能够使朗读课堂更加丰富，同时
还能在促进学生之间友谊的时候，提高全班学生的朗读能力。 

结语： 
综上所述，培养小学生的朗读能力对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和

今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需要小学语文教师长期的坚
持，运用丰富的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朗读兴趣，养成学生良好
的朗读习惯，进而提升学生的朗读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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