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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朗读在小学生阅读教育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

置，在语文学习过程中，朗读是阅读的起点，带有感情地朗读

课文，能够让小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语文课文，进而对小学生

的语言进行积累。 要做到朗读的高效，先要读正确，并在理解

文本的基础上，采用多样的形式和一定的朗读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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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是小学语文教学中一种较为常用的有效方法, 新的

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也明确提出了阅读教学中要合理开展朗读

指导。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指导学生富有成效地进行朗读,不
仅有利于小学生深入理解文本内容， 提高他们基础性语言表

达能力,还有助于陶冶小学生的情操。 因此，小学语文教师要

深入研究小学语文朗读的指导技巧。
一、朗读的基础———读得正确

朗读是我们进行语文学习的基本方法，就小学生而言，让

小学生读得流利与正确，并且有感情地朗读，这是语文课文学

习的重要内容。首先，小学生在朗读的时候能够使用标准的普

通话，将字音读准确，不出现重复与读错等情况，这也是进行

朗读的最基础的要求。因此，语文教师在指导小学生进行朗读

的时候，应该要求小学生发音准确与响亮，尤其对于多音字，
应该根据字义进行准确的阅读。 其次，进行流利朗读，这是朗

读的客观要求，主要是在能够正确朗读的前提下，使朗读更加

通顺、流畅，不出现顿读的情况，其要求朗读的语气连贯，速度

适当。
二、朗读的灵魂———理解文本

有感情地读是朗读的最高标准，也就是在流利、正确进行

朗读的前提下展开传神的朗读，帮助学生融入到文本，最大程

度地接近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继而展现出语文课文的实质。
首先，阅读课文，要感知整体。在最开始阅读课文的时候，语文

教师应该让小学生说出课文所讲的内容， 因为小学生的注意

力容易分散，所以语文教师应该与实际生活进行结合，提出相

应的问题。 例如，在《猫》一课中，教师最开始设置的问题应该

是：（1）一边阅读课文，一边画出自己不理解的词。 （2）你喜爱

猫吗？ 猫的习性都有什么？ 经过最开始的阅读，引导小学生对

课文的内容进行整体感知，建立初始印象。 其次，对语文课文

进行细读。在小学语文课文教学的过程中，应该引导小学生由

语言文字出发，抓住可以对情意进行表达的语句，仔细地进行

品味， 这样小学生在品味词语的时候， 也可以体会作者的感

情。最后，熟读课文，将感悟和朗读之间进行有效融合。语文教

师在要求学生有感情朗读的时候， 可以让小学生在脑海中进

行画面的描绘，进而更加深入地理解课文的内容。
三、朗读的催化剂———形式多样性

为了强化对小学生的朗读指导， 激发小学生朗读的兴趣

与热情，让朗读为语文教学服务，语文教师可以利用多样性的

朗读办法，展开朗读方面的练习。首先，进行范读。在实际教学

的过程中，语文教师的范读非常重要，教师应该对课本的内容

进行掌握，有效提升自身的朗读能力，教师进行朗读会对小学

生产生感染，让小学生自然地进入到语文课文的情景中，然后

情不自禁地进行朗读，这是教师进行范读的关键所在。 其次，
进行分角色朗读扮演。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对于那些故事性、
感染力比较强的语文课文，可以使用分角色朗读的办法，小学

生在角色扮演的过程中能够很快进入到情景中， 并且有感情

地进行朗读。 再次，利用配乐进行朗读。 音乐具备自身独特性

的旋律，能够感染听众，进而彰显出艺术的魅力，小学生在朗

读的时候配上音乐，一方面具备十分优美的旋律，另一方面也

具备十分美好的意境。这样小学生可以更快地进入到情景中，
并且得到比较好的成效。应该重视的是，在小学生配乐朗读的

过程中，应该重视音乐旋律和课本内容之间的协调性。 最后，
语文教师应该对小学生进行引读。 在小学生具备相应阅读能

力之后，语文教师应该进行引读，也就是说，教师利用引导性

语言，让小学生提取出课文中的语句进行回答。引读方面的训

练，能够让小学生了解语文课文的内容，进而全面提升小学生

朗读的能力。
四、朗读的妙处———技巧指导

纯靠技巧进行朗读就像是失去生命力的假读一样， 小学

生进行这样的练习会让朗读变得程式化， 而科学合理的技巧

指导能够产生锦上添花的成效。 首先，发音的时候应该进行

运 气，语 文 教 师 在 指 导 小 学 生 朗 读 的 时 候，应该让小学生合

理用气，此气主要来自于小腹，这样朗读的时候便会让声音更

加浑厚。 其次，在朗读的过程中，停顿与轻重都应该合理、准

确，例如，在《丰碑》一课中，有几个词语，深 深、久 久 地、缓 缓

地，可增强声音的强度，也可以轻拖一些，这样成效便会更好。

总而言之，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我国越来越重视

对小学生语文朗读能力的培养， 但是这种能力的培养并不是

短时间的，语文教师应该具备恒心与耐心，使用合理有效的办

法，让无声的文字变成动听的语言，让小学生可以在朗读的过

程中感知到语文的魅力，进而有效提升自身的朗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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