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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巧点精评，读出精彩 
◆叶  波 

（苏州工业园区新城花园小学） 

 
摘要：“让每个孩子都没有遗憾地坐下去。”这是对老师进行朗读评价提

出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学生感悟语言的能力，把学生带入教学

所需要的情境中去。在读中陶冶情操，在读中得到美的享受，真正确立

学生在“读”的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使我们的语文课堂焕发生命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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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是阅读教学 重要、 常用、 有效的训练，是引导学
生还原语言形象，感受语言情境，体味语言情感，理解语言蕴含
的重要方法，是培养学生语言的感受力、领悟力、品评力的有效
手段。每一篇文章都有其生命，作品的生命不能通过教师“死”
的讲解来赋予，只有通过学生的朗读来体现，因为，朗读是“活”
的，只有朗读才能赋予作品以生命。记得初登小学教坛之时，我
曾数次按测试要求，对本班学生进行“朗读测试”，让学生选定
自己认为读得 好的段落当众朗读，并邀请两名班干部与教师一
起认真评分。结果发现学生的朗读水平提高甚微，令人失望。 

如何让学生更好地读出课文的情感呢？除了方法的指导，我
们教师还须巧点精评，创设一个民主、平等、和谐、人人参与的
朗读氛围，让所有的学生都能得到充满人文性、激励性的评价语，
体验到读书的快乐。 

一、抓住细节评价，让学生会读。 
无论是教学中的朗读还是测试中的朗读，教师对学生朗读后

的评议均应有示范作用。围绕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要求，
教师应恰如其分地作出评价，让学生知道自己哪个地方读得好，
那个地方还须改进。如果教师只是简单地给予一声肯定或否定，
而不作具体分析，学生的朗读水平是很难得到提高的。一千个观
众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由于朗读基础的不同，对词语的把握不
一样，课堂上学生的朗读也各不相同。我们经常听到课堂上有这
样的朗读评价：“你读得不错，还有哪位同学能比他读得更好。”，
或者简单一句评价：“你读得真不错”，这样的评价学生并不知道
究竟哪里读得不够好，怎样改进或者好在哪里。从孩子的发展出
发，需要我们教师抓住细节，具体评价，这才有利于激发孩子们
的朗读兴趣，树立自信。在朗读教学中们可以这样评价学生：“你
读得真有感情，如果能把字音读准就更好了”，“你读得很流利，
速度放慢一些情感就能更好地表达”，“你读得很好，若是声音能
再响亮点，会比现在好很多”，“你读得很认真，如果能在课下用
这样的态度多练习几遍，相信你会读得非常流利……”这些既有
赏识鼓励又具体针对朗读细节的评价语言，能使学生知道朗读要
做到声音响亮、快慢适度、读音准确、语言流畅，同时也明白只
有多练习，朗读水平才会提高。 

二、多用激励评价，让学生乐读。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教师的评价对学生的情绪和情感影响很大。
因此，教师的评价应该重情感投入，即用简短恰当的语言热情地
给予褒奖。如“我们班又多了一颗朗读明星。”“你读得比刚才进
步多了。”“老师为你感到骄傲。”“听，大家的掌声已经响起来了。”
“不久的将来，你会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你有一双慧眼，真
是火眼金睛，把藏在文字背后的东西读出来了。”……这些富有
鼓励性的话语，不仅使学生体验到成功的愉悦，更能帮学生树立
读好书的信心。特别是“谁能把他给读坐下。”“谁能比他读得更
好。”“谁来向他挑战，成为卫冕者。”使没读的学生跃跃欲试，
刚读过的学生拭目以待，外在的激励变成了学生内在的竞争。 

富有鼓励性的课堂激励用语，无疑会给学生的朗读注入兴奋
剂，会释放学生的潜能，让朗读成为一种充满快乐、富有成就的
趣味性活动。在平时的朗读教学中，我总是从学生的发言中敏锐
地捕捉到其中的闪光点，并及时给予肯定和表扬。另外，激励式
的评价还应常结合体态语言：翘大拇指、鼓掌、发自内心的微笑、
连连点头等，达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当然，我们在使
用激励式评价语时一定要做到实事求是、具体明确、自然真诚。 

三、幽默评价感染，让学生敢读。 

幽默是思维的火花、智慧的结晶，是教师知识、才能长期积
累的结果。诙谐幽默的评价语恰倒好处地推动了教学过程，使朗
读指导风趣而高雅。 

例如特级教师于永正在执教《小稻秧脱险记》一课时，文中
写到杂草被大夫用除草剂喷洒过后有这样一句话：“完了，我们
都喘不过气来了。”有一个学生朗读这句话时，声音非常响亮。
老师笑了笑说：“要么你的抗药性强，要么这除草剂是假冒伪劣
产品。来，我再给你喷洒一点。”同学们和听课老师都笑了，该
同学会心地耷拉脑袋有气无力地又读了一遍，这次读出了效果。 

四、善用同桌互评，让学生肯读。 
教师在朗读训练中所作的具体的恰如其分的评议，学生在友

谊无意中会加以学习。在此基础上，教师可安排同桌学生在朗读
课文后相互评议，在评议过程中作适当的记录，以便教师抽检，
作相应的指导，并对做得好的同桌经常给予表扬。这样就大大地
激发了学生的朗读热情，有了这股热情，学生在互读互评中总是
思维活跃，精力集中。有听众、有评价，在这样轻松、自由的、
能表现自我、能够与同伴们交流的空间里，学生的朗读兴趣会越
来越浓厚。同桌互评，能使学生的朗读水平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 

五、人人参与评价，让学生善读。 
在朗读教学中，学生也可以跟教师一样，或者跟教师一起面

对全班同学作“读后评”。同桌互评已经为学生当众参与评议做
好了准备，他们已经懂得了应该围绕正确、流利、有感情这些要
求进行评议。在师生一起进行当众“读后评”时，教师应以平等
的态度对待学生。对学生的评语应给予诚恳的鼓励，如学生发表
有独立见解的评语，教师更应大力表扬，给予充分的肯定。学生
参与当众“读后评”，无论对参与者还是听者，在提高朗读水平
方面，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再如《海底世界》中有一段写海底动物的“窃窃私语”。一
位学生读得过于响亮，教师听后说：“你这么读，小动物都被你
吓跑了。”学生们在愉悦的氛围中，领悟到朗读此段的处理方式。  

在朗读评价中，教师要不断地研究朗读评价语言这门艺术，
从而形成自己个性化的语言特色，使它发挥它特有的魅力，更有
效地激活课堂，为我们的朗读教学添砖加瓦，为孩子朗读能力的
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