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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好英语是“读”出来的 
◆叶青容 

（广东省清远市源潭中学  广东清远  511533） 

 
摘要：朗读教学，是培养学生语感审美和积累语言的重要途径,是培养英
语综合能力和创造力的教学手段。本文从朗读方式和创设朗读平台两方
面来浅谈朗读教学的训练策略，力争教师让朗读在英语课堂中发挥应有
的优势，提高英语的教学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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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是一种语言，好的英语是“读”出来的，朗读是英语教
学中的关键环节，我们应该抓好这一环节，回到英语教学的正确
轨道上来，从而提高我们的英语教学效益。笔者在教学实践中，
深刻体会到朗读教学在教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下面就教学
实践中的一些做法谈谈朗读的训练策略。 

一、创设多样形式，激发朗读兴趣 
在朗读教学过程中，单一的朗读形式会使得学生乏味，但尝

试运用多样化的朗读形式，就有利于学生在变换中体味朗读的快
乐，从而激发朗读的兴趣。以下介绍几种重要的朗读形式。 

1.集体朗读 
集体齐声朗读是一种适用于各层次学生朗读形式，但是这种

形式适合于朗读重点语段，目的是让全体学生通过朗读熟练，理
解并巩固其知识点，并有活跃教学气氛的功效。集体朗读也可为
胆怯害羞的学生进行大声朗读提供良好的机会，有利于学生下一
步独立进行朗读的自我实践进程。 

2.分组朗读 
分组朗读可以为后进生创造朗读环境，后进生大多朗读有困

难，帮助他们纠正错音，对个别难读的句子，多领读几遍尤为重
要。在朗读教学中我采用了小组活动中的“一帮一”朗读法，后
进生的小组成员至少安排两个是语音语感很好的学生，这样每次
新课跟读录音后的自读时间，他们就可以在小组活动中好的带动
能力一般的迅速提高朗读能力。通过小组“互帮”提意见，时间
长了，朗读水平均见长。 

3.个人朗读 
个人朗读可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口语练习机会，有利于检查和

督促学生朗读时问题的发现。在我检测朗读中，我发现如果先让
朗读能力比较强的学生进行朗读，朗读得好就起到示范作用，朗
读比较差的学生，在教师和起示范作用的同学的帮助下纠正不
足，不仅促其进步，还可以起到警示他人的作用。当他们有了进
步之后就在全班大力表扬。这样，学生们在争取好的表现的影响
下，朗读能力必然会提高。 

4.分角色朗读 
教学过程中，根据教材文本的要求，利用现代化的教学设施

创设一定的情景，让学生扮演一定的角色去进行对话交流，这也
是对朗读的一种拓展和延伸。分角色朗读适合戏剧或对话形式体
裁的文章，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性格特点，朗读能力，分配给适
合的角色，让学生尽情发挥，激情表演。当然，偶尔让学生们反
串一下，也会取得令人异想不到的效果。例如我们在高一高二进
行的新概念口语练习课里，就有很多对话很适合让学生去分角色
表演，这种朗读形式很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习和表演的
兴趣。例如：故事性短文学习中，让学生理解课文大意前提下，
以分角色朗读的形式表演出来，要读的活、读得像。学生们兴致
勃勃，小组内表演热烈。不仅深刻领会了课文意思，更在表演与
模仿中，在轻松和笑声中训练了学生有感情朗读英语的能力，有
助于形成良好的英语语感。 

5.接力赛式朗读 
接力赛式朗读是一种有较强的比赛意味的形式。在朗读教学

中，我尝试过将学生按性别或座位区域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
读相同的或不同的内容，看哪一各小组读的好，因为有了小组竞
争意识，学生们一般都会努力奋争，积极表现。 

6.半读半听式朗读 
对于高层学生，半读半听式朗读是较为适合的。在朗读教学

中，我尝试过将全班学生分成两大组，先让一组齐声朗读，而另

一组则在不看原文的条件下静静的听，并且在教师指导与安排下
回答事先提供的问题，这样不仅仅锻炼了朗读人的发音，并且锻
炼了听力理解。  

7.小组互助法 
小组互助法，为学困生创造朗读环境。中学生朗读习惯的培

养离不开对后进生的辅导。后进生大多朗读有困难，帮助他们纠
正读音，对个别难读的句子，多领读几遍尤为重要。我的班级采
用了“一帮一”朗读法，后进生的同桌安排的是语音语感很好的
学生，这样每次新课跟读录音后的自读时间，他们的效率才能达
到最高。就是朗读能力一般的学生，同桌“互助”提意见，建议，
时间长了，朗读水平均见长。当然，对于学生的点滴进步，要及
时肯定和表扬，使他们树立信心，获得初步的成就感，产生进一
步学好英语的动力。 

二、创设自由舞台，尽展学生才华 
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每个学生都有学习表现的欲望，并且

希望得到教师或家长的肯定。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学生的这一心理
特点，给学生创造自由舞台，尽情展现才华，进一步激发朗读热
情，培养学生主动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和思维创新的能力。 

1.朗读比赛 
教师可预先指定部分课文或让学生寻找自己最喜欢的童话、

寓言、诗歌或课文等读物作品，让学生在选定的一个恰当时间内
进行比赛，经过抽签轮流依次上台朗读给大家听，由师生共同对
参赛者进行评议。我时常利用读书课开展班级朗读比赛，每次评
选出一名“朗读天使”，让得奖的同学尝到成功的喜悦，让失败
者继续努力，争取夺魁。这样，既可以充分展现学生才能，也可
让学生体验到自己的能力得到师生肯定，从而学习积极性更高，
学习兴趣更浓。 

2.表演朗读 
为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在教学趣味性比较强的故事时

我会让学生先在小组中分角色表演，一边朗读，一边表演，通过
这样营造良好的气氛，学生就可以更好地感悟文章，从而促进学
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合作表演日常交际对话，可以让文中对话
形象生动化，学生通过丰富的语调，形象逼真的表演，再现课文
的情境，加深理解，增强学生语感，从而提高学生语言交际。另
外，让学生对表演进行评议，小组成员就会更积极，都努力为这
个集体争取荣誉，他们之间的表演协调合作精神随之加强，同时
也锤炼了口语表达能力。 

3.录音朗读 
平时落实好学生朗读课文任务之后，让学生朗读多遍之后就

进行录音，这样既可以让教师对学生进行检测，纠正读音问题，
也可以让学生听到自己的朗读，更容易发现自己的不足。在高三
备考高考口语考试中，我要求学生每周对口语训练材料朗读多遍
之后就进行录音，或将我们大纲中所要求掌握的重点课文与段落
录制在他们随身携带的 mp3 上，然后交给我在课外、或在课上、
或在小组、或在全班，放给大家听，一起进行评价。读的最好的
或有进步的均有奖励。通过激励他们这样做，他们的语音语调有
了很大的进步，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听力与语言记忆。布置课后录
音作业。老师布置听磁带，朗读课文的英语家庭作业，并要求学
生将自己朗读的内容录制到磁带并带到学校播放，相互鉴赏，相
互交流，相互学习。通过这种方式，学生自然就会不厌其烦地听
磁带，模仿练习，以达到最佳效果，并促使学生养成了在家里自
觉朗读的习惯。 

“教学千法读为本”，好英语是“读”出来的，让朗读教学
走进我们的课堂吧，让书面的语言变成有声的语言艺术，读出感
情，读出个性，读出英语语言的真正魅力。 

 
作者简介：叶青容（1980.3-）女，汉族，广东清新人，本

科，高中英语一级教师，一直在广东省清远市源潭中学从事高中
英语教学，有丰富的教育教学实践经验，对课程标准及高中英语
教学均有深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