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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巧拨善导  读出实效 
——也谈低年级朗读指导策略 

◆侯桂玉 

（福建省福清市教师进修学校  福建省福清市  350300） 

 
摘要：随着课改的日益深入，我们欣喜地发现，越来越多的语文教师已

达成共识：阅读教学就应该以读为本，读中思考，读中感悟，读中品赏，

让学生真正成为阅读的主人。于是在许多课上，特别是一些公开课、示

范课，我们又能看到孩子们摇头晃脑的读书模样，又能听到孩子们银铃

般的琅琅书声。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又遗憾地发现：在教学实践中，

在 真实的常态课上，“读”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如：读的时间不够充分，

一节四十分钟的课，真正属于学生读书的时间往往不到十分钟；读的目

的不够明确，读前无要求，读中乏指导，读后少评价，学生只是被教师

驱赶着为读而读；读的指导机械生硬，重技巧轻感悟，学生的理解、体

会与朗读表达脱节…针对低年级阅读教学中“读的训练”存在的问题，

可以采取以下对策进行改进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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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讲少问，保证充足的读的时间 
一节课就四十分钟，要保证有充足的时间让学生来读，时间

哪儿挤？这就要求老师得精讲少问。那这“精”这“少”依据是
什么呢？是《语文课程标准》中的年段目标。《义务教育语文课
程标准（2011 版）》对第一学段，即一、二年级的阅读教学提出
的要求是：1、喜欢阅读，感受阅读的乐趣。2、学习用普通话正
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学习默读。3、4、5、6……课标
对各学段的教学目标定位非常明确。教学时，教师花很多的精力
进行频繁的问答，去分析课文内容，去灌输思想教育，结果是“种
了别人田，荒了自己的地”，用在识字、学词、写字上的时间很
少，用在指导学生正确地朗读课文上的时间就更少了，于是两节
课下来，老师讲得满头大汗，学生读起课文来仍旧磕磕绊绊、结
结巴巴。我不由得想起在一场教学研讨活动中，省普通教育教学
研究室教研员在听了我市实验小学一位年轻教师展示的二年级
阅读教学后掷地有声的指导：“我们一定要做好‘守土工程’，低
段的课就要上出低年级的特色，少一些形式，少一些问答，扎扎
实实地让学生去读书、去写字。我给大家下达一个硬指标：第一
课时里至少得让孩子读上五遍课文。”因此我觉得，特别是在低
年级，老师更应理直气壮地抓读的训练，牢牢把握《课程标准》
中的年段目标，结合学情、教材特点，精心设计问题，让繁琐冗
长的讲解问答让位给读，让形式花哨却无实效的小组合作让位给
读。 

二、巧拨善导，追求读的质量 
1、激发兴趣，让学生爱读 
课程标准对低年级阅读教学的目标定位第一条便是“喜欢阅

读，感受阅读的乐趣”，因此，在学生读的训练中，老师首要的
任务就是要想方设法激起学生读书的兴趣，调动全体学生全身心
投入读的训练。如一位老师在教学《胖乎乎的小手》时，先让全
班的小朋友都把小手伸出来，老师巡视后，请上了一个虎头虎脑
的小胖墩，让他把一只小手摁在黑板上，然后顺着他叉开的指头
三下五除二就勾画出了一只胖嘟嘟的小手轮廓。那小家伙刚把手
拿开，全班顿时爆发出一阵惊呼：“哇，太可爱啦！”“哈，太好
玩了！”在小家伙们无比羡慕的惊叹声中，老师不紧不慢地说道：
“没事，还有机会！现在请小朋友们认认真真地打开课本，读读
《胖乎乎的小手》，待会儿请你来展示，看 能把课文读得正确
又流利，老师也把他的小手画到黑板上。”哈，老师话音未落，
已有相当一部分小家伙摇头晃脑地读开了。多用心的老师啊，她
没有煞费苦心地去准备多媒体课件，而是抓住了一年级孩子好表
现的特点，巧用身边资源，吊足了孩子的胃口，让他们兴致盎然
地去读书。因此，只要我们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就一定
能营造出浓郁的读书氛围。 

2、巧授方法，让学生会读 
曾经听一位老师执教一年级《小小竹排画中游》一课，初读

完课文后，她请了一个小女孩再读课文。那小女孩亮开银铃般的
嗓子读了起来：“小竹排，顺水流，鸟儿唱，鱼儿游……”同学
们都神情专注地听着，却有一个小男生两指搭成尖尖的鸟嘴儿，
嘴里还欢叫着：“啾啾——啾啾——”那女孩读不下去了，大伙
儿也把目光全聚焦在这个不识好歹的男孩身上，等着看一场好
戏。 也没料到，老师不但没狠狠地批评他，竟然还夸他呢：“哲
敏上课 专心、 投入了！”在孩子们惊愕的目光中，老师一本
正经地问那小男孩：“你刚才看着课文，听着朗读，好像看到了
什么，听到了什么？是吗？”那男孩先是一愣，再看看老师亲切
的微笑，殷切的眼神，他站起来了，神采飞扬地说：“是啊！我
看到小鸟在枝头上跳来跳去，在高兴地唱着歌儿呢。”老师郑重
其事地接过他的话说：“多会读书的孩子呀！如果读课文都能像
他那样，在脑子里‘过电影’，把课文里的那些字变成一幅幅生
动的图画，那不仅说明你用心读了，而且说明你读懂了。”学生
们无限崇拜地望着那位叫哲敏的小男孩，若有所悟地点点头。在
教学实践中，教师还可以结合学生对文本内容的理解与把握，适
当地从语音、语调、语气等方面进行指导。一般来说，故事类文
章的朗读，高兴兴奋时用高昂的语调，悲伤难过时用低沉的语调，
紧张激烈的场面描述语速快、急一些，自然的叙述语速平缓些。
抒情写景文章的朗读则以好词佳句为重点，引导学生用欣赏的眼
光去感受语言的气韵和美感，用自己的朗读揣摩文本中语言文字
的精妙，从而达到学习积累和运用语言文字的目的。 

3、迁移体验，让学生读得自然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版）》的“教学建议”中明

确要求：朗读要提倡自然，要摒弃矫情做作的腔调。叶圣陶先生
也曾经说过：“要求语感的敏锐，不能单从语言文字上去揣摩，
而且应当把生活的经验联系到语言文字上去。”教学中我们发现，
孩子在生活中与家人交流、与小伙伴交往已形成了一定的语感，
可为什么一张开嘴巴读课文，立马就变腔调了呢？ 近经常在观
摩名师的课堂教学实录，我发现，在于永正、贾志敏两位著名特
级教师的课堂上，常常能听到这样的一句话：“读书要像平常说
话一样，自然地来读。”当学生们拿腔捏调地进行着所谓的“有
感情”朗读时，他们总是舍得停下步子，循循善诱：“像平常说
话那样，自然地读，那才是 美的。”看来，不是孩子的语感太
差，而是我们老师太在意“有感情”了，有意无意地把书面语言
与孩子的口头语言割裂开来，让学生一捧起书来便得昂首挺胸，
严阵以待，非得读出“感情”来不可。因此，我们得学会将文本
内容与学生某一方面的生活经验联系起来，融合起来，去触动孩
子内心独有的感受，而后引导他们迁移体验，就像平常说话那样
来朗读，来表达自己的读书感悟，这样才能真正读出味道来。 

有人说，看着孩子们其乐融融地徜徉于文本之间，那真是一
种快乐舒心的享受。是啊，当孩子们真正喜欢上阅读，学会了阅
读，语文课必将成为他们的向往，成为师生共同施展才华的大舞
台。为了这美丽快乐的梦想，老师们，我们共同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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