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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加强朗读训练  提高语文素养 
◆吴宇超 

（河北省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苇子沟中心校苇子沟小学  067603） 

 
摘要：语文教学中加强学生的朗读训练具有重要的作用。加强朗读能够

培养学生对语言的感受能力，帮助学生领悟文章的思想感情，提高学生

健康的审美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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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中教师如果忽视朗读训练与指导，学生对朗读表现
出随意性，就很难练就好朗读的基本功，会直接影响语文教学的
整体效果，这是由语文学科传授知识与提高思想境界相统一的特
点决定的。一篇文章，不论是事情的记叙、人物和情境的描写，
还是事物的介绍说明，观点的阐述和议论，都直接或间接，直露
或含蓄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倾向，对学生起思想导航和激励作
用，产生美感和丰富的想象，使学生不断地受到真善美的熏陶和
感染。这些都是学生通过朗读来实现的，如忽视朗读就影响学生
对课文的感悟和理解。不重视朗读，尤其是有感情的朗读，很难
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使学生在积极心理状态下去学习语文
基础知识，去感受课文的艺术感染力，同样会影响学生思想的升
华。 

朗读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它是帮助学生理
解词句、段落、篇章情感的一个重要手段。经验证明，搞好朗读
训练有许多好处。 

第一，可以引起学生学习课文的兴趣。不论是放录音或是教
师范读，还是学生试读，只要朗读得好，创造出情境就会抓住学
生的注意力，引起他们学习语文的兴趣，进入一种积极的学习状
态，从而使他们受到感染，得到良好的思想教育。 

第二，有助于深入体味课文的思想感情。有经验的语文教师
总是在朗读中引导学生推敲课文（包括词句、段落、篇章）的含
义、情调、韵味，想象作者写作时的心境和情绪，从而把自己当
成作者，靠朗读代替作者讲话，代替作者表达一定的思想感情，
抒发情怀。毫无疑问，这大大有助于对课文的理解和体味。 

第三，有助于密切读与写、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联系，提
高表达能力。朱自清讲过“朗读对于说话和作文也有帮助。”周
振甫说：“懂得音节和情绪的关系，到写作时自会采用适宜音响、
节奏来表达胸中的情意。”事实上，朗读就是语音、语调、速度、
节奏、力度的训练，这对于提高表达能力有直接作用。例如，一
个演讲者只要善于把握正确的语音，掌握好平直、升昂、降抑、
曲折四个基本语调，处理好速度快慢、停顿、节拍、轻重音力度，
就会收到良好的表达效果。 

第四，朗读是培养语感的一种好方式。不断进行朗读训练，
就可以增强对语音的感受能力。增强对语言规范的敏感性和鉴别
力。如果这种语感形成了，只要听到不正确的语音或词不达意，
生硬不通的句子，马上就会从接受角度感到不适，甚至加以排斥。 

俗语讲：“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
写诗也会吟。”古人修改自己的诗文也从朗读上加以推敲。如杜
甫就“新诗改罢自长吟”。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用了十
五年时间对小学生的读写量进行研究，他认为在小学阶段，小学
生要学会流利地表情朗读，至少需要二百个小时以上的练习时
间。可是，就目前的语文教学在应试教育影响下，朗读训练不是
多了，而是少了，甚至可以说是重视不够或者忽略了。 

当然，学生的朗读能力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是靠日积
月累、勤读、多思、反思实践、不断提高的结果，所以语文教师
还不能急于求成，需要在多训练的前提下求得质量。为此，教师
首先要研究课文，按照朗读的要求做好准备；其次，要有计划地
安排好师生朗读活动，使读、议、点拨、讲析有机结合起来，确
实让学生从实感经验到理性上把握好什么是 好的朗读。 

朗读训练的质量大体有三个层次： 
第一，正确的朗读。要做到语音正确，停顿适当，不错不漏

不添字，这是 基本的要求。阅读说明介绍事物的课文，达到正
确的朗读就可以了。如学习《迷人的天山牧场》，通过了解天山

牧场的天晴、下雨、黄昏、夜晚时的景色特点，激发学生对祖国
河山的热爱之情。 

第二，流畅的朗读。正确地把握好语调的抑扬顿挫，语气的
轻重缓急，连贯地读下来，这是进一步的要求。在这个层次，可
以训练学生使用什么语调（平直、升昂、降抑、曲折），如何停
顿，怎样确定重音和语速等。例如，朗读《草原》第一自然段前
两句，第一句要读得平直，第二句读到“使我总想高歌一曲”时
要读得升昂，来表达作者“满心的愉快”。朗读含义深刻的句子，
要以曲折的语调来体会作者或主人公的内心世界，《穷人》一课
中“自己的五个孩子已经够他受的了……揍我一顿也好！”朗读
这段话时要停顿曲折，表达出桑娜由犹豫不定到下定决心的思想
变化，挖掘出桑娜同情穷孩子的美好心灵。  

第三，传神的朗读。熟练地运用语音和表情，表达出文章的
特点、风格、神采，这是 高的要求。当学生背诵朗读《七律•
长征》时，红军战士战胜艰难险阻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
义精神，会振撼学生的思想，会调动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形成
表象储存在学生的脑海里。为此，要求学生必须背诵朗读，这样
才能利用表情、手势和姿势。当然，这些不单单是纯技术的朗读，
必须结合课文的思想内容，使朗读体现出对文章的体味与理解。
只有理解的东西，才能深刻地感觉它。所以语文教师不能忽略对
课文思想内容的理性的全面把握，一定首先备好课，做到心中有
数，才能因材施教，因人施教，因时施教，取得良好的训练效果。 

《董存瑞舍身炸暗堡》 后一段是事情发展的高潮，我们是
靠感情朗读加深理解课文的，使董存瑞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献
身的高大形象屹立在我们面前。通过感情朗读使学生思想境界得
到升华，进一步体会董存瑞舍身的伟大。 

在朗读训练过程中，教师要因势利导，采取多种形式调动学
生朗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先由教师范读或播放录音，还是先
由学生试读，哪里先读后议，哪里先议后读，讲了再读，哪里可
以“以读代讲”，哪里需要领读、齐读、分角色朗读、反复读……
都应事先加以研究，再根据课文的内容安排。对学生的朗读一定
要做好小结分析，肯定学生读得正确、读得好的地方，指出他们
读得不对、不好的地方；有时还要把读错字音、读破句子的地方
单独提出来加以纠正。 

让学生具有相当的朗读能力，这也是学生智力当中的一项不
可缺少的素质，因此，小学语文教学应当加强朗读训练，提高语
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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