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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谈提高山区初中学生朗读水平的策略 
◆陈兰华 

（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硝芳中学） 

 
摘要：在语文教学中，朗读是最重要、最经常的阅读基本功，也是理解

课文内容、体会文章所表达的思想感情的重要手段。本文以山区初中语

文朗读教学为例，简要阐述了几种在教学中提高学生朗读水平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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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文教学中，朗读是最重要、最经常的阅读基本功，也是

理解课文内容、体会文章所表达的思想感情的重要手段。《全日
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提到：“要让学生充分地读，在读
书中整体感知，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中培养语感，在读中受到
情感的熏陶。”但由于我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及老师片面的追求教
学成绩，不够重视朗读训练，因此，存在以下问题： 

1、我校位于粤北山区，学生平时就不说普通话，朗读能力
就更差了，有的学生一在众人面前读书就面红耳赤，声音放不开，
还有的同学读书时东张西望，有口无心。 

2、在语文教学中，有的老师只注重讲，不注重读，学生在
课堂上朗读的机会很少，教师在指导朗读方面不够重视，不少读
得不错的同学在课堂上不会举手读书。 

3、学生朗读时爱拉着长调子，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唱读，
或是毫无感情，平淡如水，让人听起来很不舒服。 

凡此种种都令人担忧，老师觉得学生朗读能力差，但从未找
过原因，这样恶性循环，学生表现差，老师也失望。因此，提高
学生的朗读能力，对于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语文素养是很重要
的，也是必要的。我在教学中作了如下尝试： 

一、范读引路，引起共鸣 
范读是形象化教学的手段，它除了将声音传递给学生之外，

还把教师的动作、神情也直接传递给了学生。不但能引起学生的
想象，激发情感，把学生带入作品诗一般的意境之中，还能引起
他们思想上的共鸣，激发他们朗读的欲望。教师读之以情，学生
就会感知以趣，趣之以读，读之以悟。我在语文教学中，特别重
视朗读。在教学《出师表》这一课时，文章较长，有的同学还不
能完整的把课文读下来，我就开始范读，哪里该停顿，哪里的语
气强，哪里的语气弱。学生一听，原来古文经过老师的朗读也可
以这么美。这样能给学生一种美的享受，来激发他们朗读的兴趣，
抓住他们思想单纯，上进心强，爱表现自己的特点，使他们争先
恐后地要求朗读，看谁读得好。读过几遍后，有的学生竟要和我
比赛读，我的目的达到了。因此点拨学生朗读，不仅要让学生动
口，还要让他们动脑思考，积极学习朗读方法和技巧，这样也就
形成一个良好的课堂气氛。 

二、创设情境，诱导朗读  
在本学期，我充分利用课本中的几篇文章，抓住点滴的时间

让学生自由地大声地读，读完了再找自己的好朋友去读。刚开始，
孩子们有点害羞，放不开。但渐渐地，他们都能很主动地下位找
学习伙伴读书了，有的读着读着，还会不知不觉地摇头晃脑！这
时候，我就积极地鼓励他们，告诉他们读书真是个一件美好的事
情。有了这样自由、轻松、能够表现自我、能够与同伴们交流的
空间，孩子们的兴趣也浓厚起来，读书时都想把故事读得更生动
些。使他们由不愿读到自愿读，由被动观望到主动参与。 

三、以读代讲 加深理解 
课堂上采用多读少讲，以读代讲，把重点放在指导学生有感

情地朗读上。指导朗读时，不要从理论上抽象讲解停顿的长短、
读音的轻重、语调的高低、速度的快慢、语气的舒缓，而要从感
性上让学生在读中体会到怎样读才有感情。要根据教材特点和学
生实际，恰当地采取自由读、指名读、分角色读、同桌互读、小
组读等形式。在教学戏剧《茶馆》时，我让学生分角色读、指名
读、同桌互读。让学生在反复的读中体会文章所表达的感情，在
读中找出答案。同时这样熟读成诵，也为写作奠定了基础。 

四、取长补短 互相促进 
经过观察，我发现，班里学生的朗读能力是有差别的。有的

孩子能够读得有声有色，有的孩子却读得干干巴巴。怎么能让他
们的朗读能力得到发展呢？我想，若要使读得差一些的学生朗读
水平有所提高和读得好的学生共同前进，那么，在朗读时，要多
叫一些读得好的学生读给差的听，以作示范，读完以后略作评析，
从字音上、轻重缓急上是否把握住了语句的感情色彩，读得好的
地方给予肯定。在教学《白杨礼赞》时，朗读白杨树象征的意义
那三个排比句和反问句这一自然段时，我叫了班上一个读得好学
生读，她完全读出了那种层层深入、气势磅礴，同学们投去了赞
许的目光，也跟着读了起来，几遍之后，感情果然丰富了许多。
另外，还要多叫一些读得差的学生读，只有读得多，才能发现他
们的不足，也只有让他们多读才得以提高，待他们读完之后，还
要指出他们在朗读中存在那些问题，然后针对朗读时出现的这些
问题，我给予一一订正。这样做，读得好的和读得差的互相促进，
以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 

五、注重评价，关注学生 
我们要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哪怕是小小的一点进步，就是成

功。所以在朗读能力的培养方面，要以学生为主体，注重每个学
生的发展。课堂上，对于有进步的孩子，我一定要把他的成功告
诉大家，让同学们夸夸他。老师和同学们的评价就是一种良好的
心理暗示，让暂时有困难的学生充满了继续努力的勇气和信心。
对于读得不认真和退步的学生，不指出也不行。我常常说，“老
师一直相信你能够读得更好”“你完全可以读好”“只是再用心一
点就更好了” 之类的话。因为，相信学生，不断地给他们积极
的鼓励，他们的成功也会使你感到惊喜。 

总之，朗读训练是一项不容忽视的阅读基本功训练，朗读是
眼、口、耳、脑并用的阅读活动，有助于对课文的记忆，对巩固
字词，提高表达能力也有重要作用。每个老师都有各自的教学方
式，但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对学生进行扎扎实实的朗读训练，达
到《课程标准》提出的“能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
课文”的要求。有效地让学生掌握语文知识，提高语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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