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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朗读是培养学生语言表达能力、逻辑分析能力等综合能力的有效的途径，小学阶段的学生具有极强的模仿能力和学习能力，对新鲜

事物接受的能力较强。因此，通过加强朗读从而使得学生各能力得到提升是非常重要的。本文从转变朗读观念、合理搜集朗读素材以及丰富

朗读活动等方面切入，得出相关结论，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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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阶段是学生语言发展的黄金阶段，朗读作为小学语文教学的重

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传承我国优秀文化的主要途径，更是担负着培养

学生综合素养、培养学生识字读字的重任。同时朗读是一种良好的教学

辅助方式，教师要抓住这一关键点，制定朗读方案，给予学生 好的朗

读教学，发挥朗读对于学习的重要作用，让学生通过朗读获得更多的语

文知识，提升各项能力。 

1 转变朗读观念 

对于当前教学思想观念落后的教师，常常认为朗诵目的仅仅是为了

熟悉课文，加强背诵记忆，将学生变为机械式重复课文的僵化机器，难

以让学生理解朗诵的真正意义，使得学生对于朗诵课文产生厌烦情绪。

教师要转变朗读观念，以学生为主，让学生体会到朗读的趣味，让学生

理解朗读的真正意义在于感受文章中的美，语句、字词以及其中包含的

作者的丰富情感，让学生体会到这些才是朗读的目的。 

例如，在学习《我是一只小虫子》时，教师首先可以让学生自行朗

读，但要在完成任务的同时进行朗读，如：“同学们，大家学习这篇文章

时不仅仅要在朗读的过程中带有感情，还要自己查询完不认识的字词，

同时也要思考几个问题，第一、这篇课文与我们平常学到的课文有什么

不同，第二、多朗读几遍，再告诉我这篇课文里出现了几个小虫子？他

们分别有什么特性？好，大家开始朗读吧，我看谁朗读得又好，完成任

务又快？”，教师通过这种方式，转变朗读教学思路，将学生放在第一位，

让学生不再把朗读课文当做无用之功，学生在朗读时，不仅仅是机械式

地重复课文，而是带着问题，带着思绪去探寻课文，之后学生回答教师

问题也会更有条理：“这篇课文的‘我’是一只小虫子，是以一只小虫子

的身份写的，出现了三种小虫子……”。这种方法让学生带着问题思考朗

读，读起来会更加用心，注意力也会更为集中，让学生自行查询字词，

一方面提升了独立解决问题能力，另一方面又了解了正确读音，提升朗

读准确性。教师自身也要经常性地参加朗读研讨会，针对性地了解学生

对于朗读的想法，对症下药，制定易于学生接受的朗读策略，更新教师

与学生的朗读观念，让学生也能爱上朗读，提高朗读效率，使得达到以

朗读促进教学效率的作用。 

2 合理搜集朗读素材 

对于小学阶段的朗读，教师给予的朗读材料也是非常重要的。学生

在校期间，朗读的书本材料多以课本为主，材料过于单一且很难激发起

学生的朗读兴趣，使得学生普遍朗读的积极性不高，自觉性较差，朗读

的效果不理想，针对类似问题，教师要从本质出发，找到学生的兴趣爱

好，提供优质的、偏向学生兴趣的文本材料，供学生朗读，再结合实际

情况，使朗读也变为一种放松方式，不再仅仅是教学内容，从而让学生

带着兴趣朗读，提升朗读能力。 

例如，不同年级的学生，教师要针对性地选择朗读材料。对于低年级

的学生来说，其汉字储备、心理成熟程度以及专注度都较为欠缺，教师就

可以搜寻一些温暖的童话故事，比如说《踩面包的姑娘》、《跳舞吧，我的

小宝宝》或者《格林童话》、《伊索寓言》等，激发学生的朗读兴趣，让学

生带有感情地朗读，丰富低年级学生的内心世界，逐步建立起正确又积极

向上的三观，选择时优先选择带有拼音标注的书本，降低朗读难度，提高

学生的朗读效率，同时培养良好的朗读习惯。对于高年级的学生来说，已

经有了一定量的汉字储备，理解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也得到提升，对文本

朗读就要有更高程度的提升，就可以选择一些带有丰富情感的文本，如古

诗、现代诗、散文，让学生一边朗读，一边体会文本中作者细腻的情感，

提高学生与作者之间的共鸣度，加强理解能力、审美能力以及感受能力，

这样针对性地选择朗读文本，能够 大程度满足学生对语言表达的需求，

让学生真正体会到朗读的乐趣，提升朗读能力，加强学习效果。 

3 丰富朗读活动 

朗读在小学阶段过程中，多数是以课堂上单一的口述为主，小学生

天性活泼好动，长期枯燥的朗读会消磨学生的朗读兴趣，不利于朗读教

学的进行。要想长时间维持学生的朗读兴趣，教师需要不定期开展一些

朗读活动，一方面锻炼学生的朗读能力，另一方面缓解学生的学习压力，

活跃课堂氛围，使得劳逸结合，促使学生掌握更多的朗读技巧。 

例如，在学习《动物王国开大会》时，课文较长，教师就可以让学

生分别饰演角色，演情景剧，学生各自将所代表动物的话语表达出来，

而代表狗熊的同学，要了解清楚，开会通知需要通知哪些内容，如‘时

间、地点’等，再让学生一起完成此情景剧，演出过程中，出演的学生，

其语言表达能力得到提升，而观看的同学也集中注意力观看了表演，也

对这篇课文有所熟悉，朗读起来也更加顺利。这样的朗读活动使学生放

松了身心，又对朗读充满兴趣，有利于之后的朗读教学更好地进行。 

4 总结 

综上所述，小学阶段的朗读对于语文学习是非常重要的，教师不应

把朗读的作用仅限于背诵记忆上，应利用朗读使得学生对课文学习充满

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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