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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语文教学中如何培养小学生的朗读能力 
◆韦春桃 

（南宁市武鸣区双桥镇腾翔小学  南宁市  530103） 

 
摘要：朗读是语文课上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手段，教会学生“听说读写”

是语文教学大纲规定的语文科教学任务。在小学语文课本中，几乎每篇

精读课文的练习中都有这样一项：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可

见朗读课文对于小学生来说是多么重要，朗读是语文教学中很重要的一

部分，朗读作为一种有声语言的艺术，在朗读过程中能发挥“有声语言”

的艺术作用，能使学生深刻体会到作品的思想内容，提高学生的欣赏力、

想象力，丰富学生的感情，陶冶学生的人格。因此，在小学语文教学中

如何培养学生的朗读能力，就成了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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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有助于学生掌握每个汉字的音、形、义，有助于加深对
词语的理解和运用，也有助于把握文章的层次结构，朗读还是培
养语感的一种好方式。但是，在农村小学的教学中，朗读教学现
状不容乐观。诸如农村孩子的语言不规范，学生们说普通话的基
础也很薄弱，老师指导朗读也是比较困难。再者是不重视朗读能
力的训练，孩子朗读的多少，朗读的好坏，家长很少关注，他们
只关心孩子的考试成绩，忽略孩子的口头的朗读作业是否完成，
这就造成孩子朗读的时间少之又少。以及接触朗读的面比较狭窄
和缺乏兴趣及正确指导，由于学生接触到的朗读面狭窄，所以他
们缺乏朗读的兴趣，朗读习惯也没有很好养成，朗读时出现了很
多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本文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创设情境、多种形式激发朗读的兴趣 
在阅读教学中，恰当地，充分地运用朗读手段，可以帮助学

生理解课文内容，发展语言，发展思维和陶冶情感。我认为在指
导学生朗读的过程中，要达到有效朗读的目的，提高他们的朗读
能力，朗读的形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学生
的朗读兴趣。在平时的教学中，我经常采用示范读、分角色读、
表演读、比赛读、问答式朗读等多种方法，特别是范读引路，使
学生读有导向，我们范读时要全身心地投入，把自己融入作品之
中，运用声调、音量、速度、停顿等变化，以此感染学生；还有
通过表演读的方式，让学生在不同环境中感受朗读的乐趣，以提
高他们朗读的能力。如：教学《狐假虎威》时，我布置了相关场
景，让学生戴上头饰进行朗读表演，边读 边想象看见狐狸和老
虎后的不同表现，学生边演边说，再现了课文中的情景，同时在
表演中还加入自己的言行，通过运用活泼生动的表演朗读，不但
丰富了学生的想象，深化了情感，而且还启迪了他们的思维，提
高了他们的朗读水平，学生对课文内容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二、重视基础、培养学生良好的朗读习惯 
此外要提高学生的朗读能力，必须先指导学生做好朗读前的

预习工作，如：预先解决文中的难字生词，每一篇课文中都有新
的生字生词，如果学生在没有扫清字词障碍,没有理解课文的基
础上,就进行有感情朗读课文,结果往往事半功倍。因此，在教学
中，我们应该先指导学生做好预习，预先解决难字生词，通过初
读课文，圈出生字，借助拼音及课本后面的生字表或者请教别人
等方式，先把文中的生字生词读准，读流利，进而初步感知课文，
这样培养了学生正确朗读的良好习惯，也为感情朗读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良好的读书习惯也是提高朗读能力的一个关键，学生朗读时
注意力不集中，经常加字、漏字、读错字。还有些学生读书的姿
势不正确，拉长声音，或一字一顿、一词一顿形成唱读等毛病。
我在教学时，要求学生朗读时坐姿端正，做到“三到”，即：心
到、眼到、口到，如出现读错、加字时一定要令其纠正，直到读
正确为止。同时对不同课文、不同段落、不同句子的停顿、语气、
语调、语速等的处理反复进行悉心指导，避免学生读破句，还提
醒学生朗读要用接近于生活中自然谈话的语言，不要唱读或快
读，做到朗读流利，语句流畅，语气连贯，语速适中，切实读出
自己的感受。在朗读时声情并茂，声音响亮，抑扬顿挫，恰当掌
握语音的缓慢，语气的轻重，能大大提高对学生语感的培养，从

而让他们产生更美好的体验。在教学中我不仅经常运用示范读帮
助学生纠正轻声、重音等方面的问题，如：“的、呢”，姑“娘”，
妈“妈”等，而且还在指导学生读好长句、正确停顿方面下了很
大的功夫。如通过划停顿符号来指导学生正确朗读，这样可以使
学生觉得困难的句子变得简单易读，学生不仅能掌握读长句的本
领，也能明白句子的含义，在充分的朗读中感知，在朗读中感悟，
很好的培养了学生的语感。 

三、注意方法，多方举措使学生主动朗读  
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大

胆地放手，让学生去创造。当学生已具备了一定的朗读能力时，
老师要充分给学生自主权，激活参与，让学生在自主朗读中进一
步掌握朗读的技巧，比如采取自读自评，学生互评，教师点评的
方式以此唤醒学生的灵感，激励创造，关键的时候还要“扶”一
把，注意扶要扶得精巧，要扶在学生的疑处、难处，只有这样才
能使学生的朗读能力得到最好的发展。为激发学生的朗读兴趣，
提高朗读的效果，我注意引导学生听一些好的朗读作品，帮助他
们理解性地朗读，让他们明白朗读好一篇课文，无论对自己还是
对听众都是一种美的享受。我们还在班中创建了图书角，并让学
生带来符合他们阅读的书刊，到学校图书室借来书籍，如：童话
故事、寓言故事、成语故事等，利用阅读课及课余时间朗读，使
班中学生人人有书读，人人大声读。这样，学生不仅找到了朗读
的乐趣，还为读流利、读出情感打好坚实的基础。同时，我还经
常组织学生进行班级、小组或个人的朗读比赛，在比赛中注意发
音的清楚响亮，不读错字、不掉字、不添字、不颠倒、不唱读，
能读出轻声和儿化韵，读正确的基础上，要做到朗读得流利，并
按照个人表现适当奖励，使学生爱上朗读。再次，我还充分利用
好家长的资源，比如：开家长会使家长们明确朗读在语文教学中
的重要性，让学生回家朗读课文给家长听,让家长把孩子的朗读
录音上传班群分享等，使家长们对孩子朗读引起足够的重视，让
孩子主动朗读，爱上朗读。 

四、结束语 
朗读对于语文教学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但是，学生朗

读能力的形成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因此，学好语文，朗读是必
不可少的，只有学生的朗读能力提高了，学习语文才能自然而顺
利，在语文教学中帮助学生规范语言，拓宽朗读面，激发兴趣，
培养习惯，即可达到提高学生的朗读能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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