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朗读，作为新课标要求加入小学语文课堂的元素

之一，有着它本身独特的魅力，一篇优美的、意义深刻的文章，

它给人的启迪不仅仅存在于教师对它进行的文本解读，通过

朗读能够更加深入发掘其潜在魅力和影响。教师更应该引领、
鼓励学生朗读，通过朗读来启发学生，让语文课充满灵性，散

发出其真正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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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知识体量的增大、 知识更新的加速、 知识形式的多样

化，社会对教育的要求也不断变多，当这种快速化体现在小学语

文课堂时，往往会反映出很多问题，其中尤以朗读的缺失为甚。
一、小学语文课堂上朗读缺失的普遍现状及影响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随之而来的是教育竞争的激烈，在

普遍追求考试成绩的大环境下， 教育中一些优秀的元素会被

忽视，以小学语文课堂为例，即便在随后的新课标对出现的问

题进行了及时的分析与纠正，但在很多地方，问题依旧存在。
在多数的语文课上， 教师讲授课程的内容重点普遍集中在对

一篇文章的字词上，教师会着重要求学生对字词的掌握，学生

做到理解词义，正确书写和应用，基本了解课文大意与明显的

思想感情。 无可厚非， 这本就是语文需要承担的一个基本作

用，但是教师的过度要求会导致课堂的形式化，最直接的是单

一的、枯燥的字词文本学习使课堂失去了生动性和活泼性，语

文课堂不能让学生解放天性，发挥他们的创造性与灵性。
在语文课上，时常会有这样的一个场景，教师指明要求学

生回答一个问题，而被点名的学生的回答读书会含糊不清，表

意不明，这种状态又会反作用于课堂，使得学生的积极性一降

再降，压抑学生学习的自主性，教学形式呆板。 语文课往往会

变成教师一个人的课堂，仅仅是教师讲解，学生听讲，缺乏最

为重要的互动。
小学课堂阶段， 学生最不缺乏的就是宝贵的想象力和创

造力，教师在这个时候应该给予鼓励和引导，而不是照本宣科

地复述课本内容。 语文课堂需要做出改变，语文需要说出来，
需要充满感情地朗诵， 需要学生用他们活泼灵动的视野去观

察丰富多彩的变化。所谓的“读书有三到”中就有“口到”，这也

是古人智慧精华的遗留与馈赠。 学语文，就要读出声来，朗读

是必不可少的，它会带领学生进一步体验文中的情感与思想，
加深学生的理解。

二、朗读让语文充满灵性

如何学好语文？新课标给出了答案———让学生去朗读。举

个例子，在安庆的一小学语文课堂上，教师让学生自由朗读课

文《春天来了》，这篇课文歌颂了春天的美好，行文间充满简单

和快乐，在自由的朗读声中，学生情绪逐渐高涨，课堂气氛变

得活泼。 接着，教师对学生提问朗读的感受，由于课文正面影

响的作用，学生积极踊跃地回答，回答的内容也丰富多彩，别

具一格，有的回答“春天来了，小溪解冻了，我觉得小动物们一

定很开心”；有的回答“春天到了，森林也睡醒了，我最喜欢她

绿油油的芬芳”等。
诸如此类的回答数不胜数，无一不充满着灵性，可见，朗

读让学生心情愉悦， 并且在朗读的过程中学生也获得了成就

感，其体现在活跃的课堂气氛上。 朗读，让学生从中学习到了

基本的审美方式， 因为最简单的美感是让人读出来时觉得愉

悦和享受。 在《春天来了》这篇课文当中，学生积极参与朗读，
获得了与文中相一致的情感体验， 在这种体验中会有快乐和

成就感等积极的方面引导学生的灵性。
三、将朗读应用于语文课的策略

“三分文章七分读”，声情并茂的朗读能让听者为之动容，
入乎其心，动乎其情，对文章主旨的理解及情感把握自然而然

也融入其中。朗读是语文课的第一教学法，如何让“朗读”在语

文课上充分发挥作用？ 一方面，教师要做好充分的预案，结合

多媒体信息技术制作课件，可以将卡通形象带入课件中，选择

与文意相和的图片激发学生的想象力，让学生更容易接受，并

且更快地进入状态。 布置场景也是不可忽略的一个部分，比

如，在朗读的材料与自然有关时，可以布置一束鲜花、几块漂

亮的鹅卵石等，方便学生从日常事物中带入情感，营造良好的

教学环境，提高学生的参与度。
在选择朗读素材时， 应该尽量选择诗歌和散文这一类轻

快的体裁，而诗歌和散文本身就具有语言灵活优美，容易引起

情感共鸣等特点。诗歌和散文的内容应该选择积极的，充满生

活情趣的，饱含感情的一类，在朗读的过程中让学生接受积极

的影响和暗示。 在朗读时，应该鼓励学生先进入角色，想象自

己是在扮演一个人物， 通过扮演来促进学生对思想感情的认

知和了解，与此同时教师应该主动为学生创造气氛，促进朗读

的进行。
叶圣陶先生曾说：“多读作品，多训练语感，必将能驾驭文

字。 ”朗读是学生学语文的一扇窗，也是语文课堂中不可或缺

的教学手段。以“读”为本，其积极意义不仅仅在于提高课堂教

学成效，还会促进学生形成基本的审美认知，提高他们学习的

自主性，使语文课堂充满灵性，让语文课散发出真正的魅力，
从而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整体发展。 至于朗读的更深层次的

作用，还有待我们去发现、研究。

朗读———让语文课充满灵性
许惜勤

（福建省龙海市程溪镇芙山小学，福建 龙海 36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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