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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素质教育和新课改的深入发展，诗歌朗读教学在初中语文教

学中的重要地位日益突出，如何提高初中语文诗歌朗读教学的有效性已

经成为广大教育者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这就要求语文教师必须要对教
育理念和教学模式进行不断创新，注重对学生诗歌朗读兴趣的培养，通

过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不断向学生传授多样性的朗读技巧，在增强教学

效果的同时，也能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从而更好的满足学生全面
发展的实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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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诗歌朗读教学作为初中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

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强化诗歌朗读的有效
性，不仅能够促进学生朗读能力和理解能力的提升，而且还能强
化学生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促使学生在朗读诗歌的过程中能
够体会诗词优美的意境，从而激发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鉴于
此，本文针对初中语文诗歌朗读教学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阐述
了具体的教学策略，希望能够为广大教师提供一些参考依据。 

一、借助多媒体创设有效的朗读情境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多媒体教学被广泛地应用于初中

语文教学中，将其与诗歌朗读教学相结合，不仅能够为学生提供
生动、有效的朗读情境，而且还有助于激发学生的朗读兴趣。[1]

因此，广大语文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为学生创设有效的朗读情
境，让学生通过丰富的图片、视频和音频强化自身的朗读兴趣，
从而提高学生自主参与诗歌朗读教学的积极性。一方面，教师可
以利用多媒体进行课堂导入，以此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在
最短时间内能够迅速被教学内容吸引，从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
能动性；另一方面，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为学生创设生动的背景
音乐，让学生在背景音乐的感染下有感情的进行朗读，这样不仅
有助于引发学生的感情共鸣，而且还能丰富学生的学习体验，最
终为强化学生的理解能力和情感认知能力奠定良好的基础。例
如，在教学《沁园春•雪》这首诗时，教师可事前利用多媒体搜
集有关雪、优美风景及古今人物等的视频和资料，在授课过程中
播放给学生欣赏，让学生在真实的视频资料中产生对诗歌朗读的
欲望，与此同时，还能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诗歌的情感和内涵，
这对强化学生的朗读能力是十分有利的。 

二、加强对学生诗歌朗读训练的重视 
古语有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因此，在语文教学的过

程中，教师必须要加强对学生诗歌朗读训练的重视，引导学生由
浅入深、由表及里地品读诗歌，从而强化学生的朗读技能。[2]首
先，教师需要指导学生在反复朗诵中体会诗歌含义，请学生在诵
读的过程中，真正投入其中，融入个人情感，边读边联系自己的
生活体验，以此来加深理解和体会。例如，在学习《在山的那边》
这首诗，教师可引导学生抓住其中重点字、词、句着重品味和朗
读，在这一过程中，学生自然而然就明白和理解了“山”与“海”
所蕴含的象征意义，教学效果自然不言而喻。其次，教师可指导
学生读出诗歌的音韵节奏，如在朗读杜牧的诗歌《赤壁》时，教
师可请同学们对前两句的叙事和后两句的议论分别用不同的语
调进行朗读，这样无形中就帮助学生明确了诗歌结构层次，从而
更容易把握诗人所传达出的情感；最后，教师可组织学生开展朗
读竞赛，由于初中生都具有较强的好胜心，为此，语文教师可以
抓住学生的心理特点，让学生在比赛过程中获得表现自我的机
会，以此丰富学生的成功体验。例如，在教学《归园田居》时，
教师可用十分钟时间组织朗诵竞赛，看哪一位同学能够准确把握
诗歌的情感、语调等，能准确快速背诵下全诗，相信此举定可有
效激起学生的兴趣和好胜心，进一步促进学生朗读质量和效率的
提升。 

三、引导学生发挥想象力体会诗歌意境 
要想真正体会诗歌意境和情感，丰富的想象力和深刻的情绪

体验是必不可少的。[3]因此，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激
发学生想象力，帮助学生在感性认识和形象思维之中，获得真正
的艺术感受。例如，在教学《如梦令》时，由于这首词主要描绘
了词人一次郊游流连忘返的经历，因此，教师可请同学们在反复
诵读的过程中，借助画面展开想象。在美丽的夕阳余晖之中，一
个妙龄女子沉醉在藕花丛中恋恋不舍，似乎忘记了时间和周围的
一切，在女子的旁边是亭亭玉立的红花、摇曳多姿的绿叶、幽深
湛蓝的湖水，此情此景构成了一幅完美的人景结合，动景静景交
相辉映的画面，可谓美妙至极。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必须要充分
发挥自身的引导作用，让学生将所学内容与实际生活相联系，借
助真实的生活情景来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从而为学生更
好的体会诗歌意境奠定良好的基础。 

四、将学生对诗歌的情感体会落实到书面上 
在学习诗歌的过程中，教师可加强对学生的练笔训练，请同

学们对诗歌进行仿写、改写及创作等，实践证明，这种练笔尝试
是提高学生诗歌鉴赏能力，达到学以致用教学效果的有效举措之
一。首先，教师可在授课过程中指导学生进行仿写，所谓仿写具
体来讲就是在立足前人创作的基础之上，以一定的语言材料为范
本，进行模仿写作，如可模仿范本的结构安排、用词、句式、情
感表达方式等，这样不仅能够降低学生学习诗歌的难度，而且还
能促进学生创造力的提升。其次，教师可鼓励学生对诗歌进行改
写，让学生在自身对诗歌情感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和延伸，从
而强化学生的情感认知。例如，在学完《石壕吏》之后，教师可
请同学们根据诗中所传达出的妇人被抓走，门被踢开等内容，在
忠于原著的基础之上，充分发挥自身想象力，把诗歌改写成一篇
散文，这样不但可有效加深学生对诗歌内容的理解，还能拓展学
生语文学习能力，进一步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初中语文教学的过程中，强化诗歌朗读教学的

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仅能够丰富学生的学习体验，而
且还有助于实现素质教育的根本目标。鉴于此，作为一名初中语
文教师，我们必须要加强对诗歌朗读教学的不断创新，注重对学
生诗歌朗读兴趣的培养，为学生提供自主学习的空间，引导学生
将自己对诗歌的情感理解落实到书面表达上，促使学生的朗读能
力和创作能力得到显著提升，从而切实提高诗歌朗读教学的实效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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