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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训练的若干方法及其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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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是书面语言的有声化，是化无声文字为有声语言的

阅读活动。运用朗读能帮助读者以声解义，领略文章的精妙

之处，并对提高读者的理解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潜移默化的

作用。各个学段的阅读教学都要重视朗读。注重朗读是我国

传统的语文教学法，是提高学生思维能力，表达能力的一

条重要途径。战国时荀子强调“诵教以贯之，思索以通之”、

“劳于读书，逸于作文”，更有“熟读百遍，其义自见”这句

流传千古的名言总结了古人宝贵的治学经验，包含了我国古

代语文教法的精髓，并把对学生的朗读指导，视为传授知识，

训练技能的主要途径。因此这个沿用千年的传统教法，不但

不可以摒弃，还要加入新元素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下面结

合我多年的语文教学体会，具体谈谈我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是

怎样指导学生进行朗读训练，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朗读能力的。

一、激发学生朗读兴趣

当代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读书心有境，入

境始为亲。”意思是说，学生对课文的理解是由逐步感悟到逐

步深入的过程。苍白的语言，单一的情境会将感情朗读显得

僵化、枯燥，从而使感情朗读陷入一潭死水。这样的感情朗

读怎能激起学生的情感共鸣，又怎能加深学生对文章的深入

与理解呢？感情朗读着重突出的是“情”，从心理学的角度

看，人的情感只有在一定的情境中才会碰撞与发展。情感是

朗读的核心，情感是朗读的生命。赞科夫就特别重视教师的

情感教育，他说：“教学法一旦触及学生的情感和意志领域，

触及到学生的精神需要，这种教学法就会发挥高度有效的作

用。”确实，实际经验证明，教师如果能根据不同的文章，用

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创设出不同的朗读情境，才能使学生不由

自主地将自己的情感融入感情朗读之中；才能让感情朗读得

到升华，掀起情感的浪潮。所以在教学时要特别注意用富有

感情的语言去创设情感的氛围，有意识地施加带了情感色彩

的教学手段，这样才能调动孩子们的情趣，并让孩子们领悟

课文内容、陶冶情操，培养其形象思维能力。

二、注重以范引读

语文学科的特性决定了语文教师语言的丰富性和感染性。

李吉林教师说过：“教师的情感对学生的内心体验，情感的产

生，是非常重要的外部条件。”因此，教师特色的范读能披文

入境，融情于声，创设富有感染力的氛围，使学生对文本产

生共鸣。从情感角度说，朗读的过程是读者通过“价值认识”

感受作品的情感信息，从而形成自身情感信息的过程。小学

生由于生活阅历太浅，往往对作品中所包含的情感感受太少，

或有感受而自己又产生不了情感的体验，或自己无法表达这

些情感。此时，教师就可以进行范读。教师的范读可以引发

学生的情感共鸣，对文本兴趣盎然。高水平的范读不仅能够

起到示范榜样作用，更能让学生透过教师的范读深入地理解

课文内容，体悟文中字里行间跳跃的情愫，与文章的作者激

情碰撞。阅读前的范读是兴趣的激发，是对文章的感知；阅

读中的范读，是对文章的感悟；阅读后的范读，是对课文的

赏析，对文章思想感情的升华。

三、传授朗读技巧

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意思是说读者要在读

准字音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到语言连贯，节奏分明，语速适

中，语言清晰。在反复的诵读中，深入体会文章的含义。为

此，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我首先要求学生读准字音，不添减

文字，不读破词句，就是说要读通句子。在通读课文的同时，

让学生掌握字的读音，强化识记字形，从而有效地识字、识

词。反复的朗读，能使学生读得正确，读得流畅，增强语感。

其次，我再把语速、重音和变调的一般规律，以及轻声和儿

化音的正确读法告诉学生。然后拿出一个语段，让学生去试

读，大声朗读，在反复诵读中逐渐掌握节奏，去揣摩，去感

悟，去演绎抑扬顿挫的和谐美的音韵。利用多媒体课件把句

子投影到大屏幕上，标出停顿的地方，指出重音和儿化音部

分。通过老师的朗读指导，学生对课文的理解自然加深了，

对作者准确的用词也理解深刻了，从而训练了学生语感。同

时，也夯实了学生的朗读基础，培养了他们自觉朗读的习惯。

培养学生的朗读兴趣，实现从“老师让我读”到“我喜

欢读”的转变，使学生积极参与朗读训练活动，对提高阅读

效果是尤为显著的。老师把“有感情地朗读”真正落实到每

一堂课的教学之中时，良好的语感，善感的心灵，美好的品

质将在朗读中渐渐积聚、凝炼升华，师生将一齐体验语文震

撼人心的特殊魅力，在朗朗的读书声中，共同积淀深厚的文

化底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