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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学重点是朗读教学，朗读是学生学习语文的

基本方式。通过朗读可增强学生口语表达能力 , 也可深化学

生对文本的理解，并能促进学生语言思维的发展。把文本内

容及其中蕴涵的感情读出来，是学生对文本进行再创造的过

程，并赋予作品新的生命、灵魂。用朗读点亮小学语文课堂，

是小学语文教师的重要责任。

一、朗读的基本要求：正确流利

小学语文教学中，低年级学生不能正确、流利读课文，

更谈不上有感情的朗读。因此，教师要把朗读作为教学重点

来抓。朗读是学生必须具备的基本功。为此，在阅读教学中

要求学生大声地读，读的过程中要区分逗号、句号间的停顿，

要读出叹号、问号的不同语气；朗读过程中要吐字清楚，尽

量达到字正腔圆。

阅读教材文本首先要扫除文字障碍，词语是组成文本的

基本单位，教师应指导学生读文本涉及到的词语。读准词语

外，还应注意一些词语的变调、轻声及儿化等。朗读词语时，

学生要做到正确读，还要让他们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想象词

语中描绘的语境，理解词语意思，体会词语中包含的情感，

读出其中的情感色彩，为朗读课文做准备。学生能读准字音、

词语，然后指导他们读文中的长句子，注意语句中的停顿，

要把握好句子的重音。对于文本中长句子，教师要让学生没

弄清楚这句话的意思，主要表达什么内容，根据句子所表示

的意思进行停顿，并用停顿符号“|”标出，引导学生读句子，

并读出重音。

学生读课文时，要纠正学生在读的过程中出现加字、漏

字现象，利于他们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读课文时，要做到

准确无误、不丢字、不加字、不读错字并有感情的朗读。

二、朗读的辅助手段：圈圈点点

低年级学生的阅读方式，训练有感情的朗读，注重读得

语气、语调，要读得正确、流利。中年级学生主要以训练学

生默读能力为主，高年级指导学生进行浏览式阅读。指导学

生阅读过程时，教师应有步骤训练学生阅读，训练阅读要有

目的、有计划。有的学生读书囫囵吞枣、不求甚解、走马观花。

有的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只单纯的读，其实这种阅读方式有一

定的局限性。教师要养成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要结合阅读

内容及阅读要求做好笔记，概括出文章的主要内容，要引导

学生字阅读中勾画出文中精彩的语句；圈出文中的重点语段；

标出有疑问、不能理解的语句；在文中或结尾用简洁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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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出自己的见解；还可摘抄好词佳句。加深学生对文本的理

解、记忆，有利于学生积累。养成学生“不动笔墨不读书”

的良好习惯。

三、朗读的有效方法：融入情感

教师在学生朗读过程中是指导者。有的文章内容及表达

出情感意境悠远、学生很难把握文章的情感基调，学生在朗

读过程中，读得没有一丝情感，没有体会出语言文字的美，

读得生疏，这就需要教师多指导。

1、经常范读。许多文学作品中的神韵需要学生在朗读

中体会、领悟。文中的情感、哲理及文章之美并不是通过教

师讲述能体现出来的，让学生在朗读中体验、领悟，体会语

言文字的美，教师范读对学生理解文本内容及情感有重要作

用。教师范读时要运用多种阅读技巧，要做到声情并茂。学

生在教师的范读中，可以从读得语气、表情、神态等得到多

种信息。教师范读对于文本的整体基调起到示范作用；教师

形神兼备的朗读，把学生带入文中情感中，激发其读的欲望；

教师范读对学生理解文本是有帮助的，文本中有的句子不易

理解，通过教师范读，学生可从教师读的语调、神态、语气

中细细品味、领会；学生欣赏教师的范读，发现自身存在的

一些问题，进而纠正自己阅读中不正确的读法。教师范读时

把自己的情感、作者的情感向学生传达，学生受到感染，从

而引起感情共鸣，进而培养学生的的语感。学生在听教师读

的过程中，学生的语言思维被激活，强化学生对作品内涵的

理解。

2、体会角色。小学语文教师为了调动学生朗读的积极性，

在阅读教学中应与学生进行互读，互读是“对话”的一种形

式，是培养学生语感的一种途径，是学生进行在创作的过程。

因此，教师不能把分角色朗读理解为“你读我读”的一种阅

读形式。学生在朗读过程中揣摩任务的心理活动、语气、神

态等，深化学生对文章内容的深入理解。

《坐井观天》时一篇寓言故事，文中通过小鸟与青蛙的

三次对话告诉学生一个道理。这篇文章以对话为主、篇幅较

短。学生对初步理解文本内容后，师生分角色读。教师变成

了一只见多识广的“小鸟”，学生变成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的“青蛙”。“小鸟”与“青蛙”间的对话，缩短了学生与

文本的距离，学生在朗读过程中揣摩青蛙的语言特点，读得

惟妙惟肖，课堂气氛空前活跃。在师生的“对话”中，促进

学生对文本内容的理解，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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