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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零”促进朗读教学的教研活动实践初探
郭灵雯

重庆市沙坪坝区歌乐山小学校　400035

摘　要：朗读作为小学语文中高段教学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对学生的语言鉴赏、语言表达等能力都有影响。由于教学任务重、

课堂时间有限、缺失方法指导等原因，朗读教学一直以来都难以落实。针对这些问题，设计“整＋零”的研修模式，促进教

师理论学习、实践研究，力求改善朗读教学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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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零”教研活动缘由
朗读，一直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义务教育语文

课程标准》在各阶段目标中都明确提出这样的要求：“用普通
话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1］。 对许多语文教师来
说，他们知道朗读的重要性，却迫于教学任务需要完成的压
力，教学上没有明确的指导方法等原因，导致朗读教学一直
在课堂上出现以下状况：一、一笔带过，流于形式。二、反
复朗读，缺少评价，浪费时间没有效果。三、学生兴趣不高
［2］。于是，科研部门和教研部门尝试着用“整＋零”的方式
来促进教学合作，解决朗读教学问题。整，是指教师在专门
的时间和固定的地点学习朗读教学的相关理论，听名师公开
课，汲取理论和实践的经验。零，是指教师根据理论和名师
经验，有选择性地化用在自己的课堂上，采取自我观测、结
对教师观测这样的方式，检验朗读教学的效果，并在下一次
“整”学上反馈。零还指朗读教学渗透如晨读午诵时间、朗读
比赛等其他非课堂的日常学校教育活动上面。

二、“整＋零”模式的优势
一线教师大多缺乏理论指导，实践经验较丰富，但缺少

理论的指导和支撑。对教学问题的解决往往凭的是多年的教
学经验和同事之间就具体问题探讨得出解决方法。因此往往
出现这样的现象：对教学上的具体问题可以游刃有余地解决，
当需要写教学成果论文时，却不能形成自己的书面的经验成
果。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教学资源浪费。有了“整”，就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教师有理论支撑的解决问题，同时在总结
经验成果的时候有理可依，有据可讲。而零，则让教师有实
践的机会，这种机会不仅仅是精心准备一节课，一节公开示
范课，我们都知道，一节公开课往往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和
精力，如果每一节课都要这样上的话，对于教师个人来说是
不可能完成的。而零的好处就在于这是一个教学的小点，以
我们要解决的朗读教学研究为例，我们可以是将朗读教学的
小方法有选择性地渗透在课堂中，也可以是在其他的日常教
学活动如晨读中实施，在验收效果时，听课教师只需就这一
点做评价，授课教师也如此。这样的零，能够有的放矢的解
决问题，能够细化问题，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能够检验理
论，能够及时修正方法，能够使理论与实践真正的相结合，
能够更便于实施。从学生方面讲，能掌握朗读的技巧技能，
同时使朗读帮助自己语文能力发展。

三、实施开展
（一）“整”
1. 通过理论学习，教师明确了朗读不仅仅是将无声的书

面语言转化为口头语言的过程，而是如我国播音界太逗张颂
先生认为的：“朗读，是把文学作品转化为有声语言的创作活

动”。朗读不仅仅是学习语言文字的重要途径，也是学生能够
正确理解和运用汉语的重要方法。

2. 正如李晓华先生所说“朗读它要求朗读者在认真分析
理解文字作品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地感受体会，然后运用有
声语言的各种表达技巧，准确、鲜明、生动地再现出原作的
思想内容和独特风貌。”所以，朗读教学的落脚点是“基于理
解”。对于中高年级的学生而言，朗读内容的语音问题较少，
更重要的是对文本内容的理解以及用恰当的方法向听者传达
理解。

3. 学习朗读的基本技巧。在张颂先生的《朗读学》中，
我们了解到常用技巧包括停连、重音、语气、节奏。

4. 朗读教学应该以文本内容而定。不同的文体特点，应
教学读出该文体的风格、意蕴。
（二）“零”
1. 课堂教学。
既然是基于理解的朗读，那么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理解

文本。如本校教师在执教《慈母情深》（人教版五年级上册）
一课时，从母爱这个学生很熟悉的主题切入，引导学生理解
的不仅仅是母爱，而是课文中母爱的程度之深。在教学中，
教师引导学生比较《慈母情深》、《慈母情》这两个题目，表
现“深”的特别。再引导学生找出表现情深的片段，谈理解、
体会情感。

2. 非课堂教学类朗读指导。在课后，校内开展多种形式
的朗读训练。如“乐美朗诵兴趣小组”、每周一校集会上的班
级朗诵、“红领巾”广播站美文分享、校内外各项朗诵比赛
等。在这之中，教师基于文体的不同给予朗读技巧上的指导。

3. 教师互助小组互研。将教师分成 2-3 人小组，组内成
员每一次执教有朗读环节设计的课时，都要求小组内成员教
师听课，主要朗读教学环节观察。课后共同研讨，检测该环
节目标达成情况。

四、收获与反思
通过理论联系实际、“整＋零”这样的混合研修方式，教

师们正在逐渐落实朗读教学，落实《课标》要求。同时，学
生的朗读能力和朗读兴趣逐渐提高，语言鉴赏能力和语文素
养也得到培养。但是，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朗读教学没有专门
的朗读测试与评价标准，这样的模式能否对朗读评测做探索，
还需要进一步的研修总结。

参考文献：
［1］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北京师

范大学出版社，2001.
［2］吕小君 . 小学语文朗读实践与研究，2017 年，科学

出版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