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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言虽简单，却道出了语文学习的真谛。只有经过反复朗读，方能
读出其中的味道，读出其中的深层含义，而在这个整体的把握过程中，更是一种不知不觉的语感训练。然而，朗读在语文教学还未引起足够
的重视，朗读在一堂课中所占的比重还相当轻，更多是为了应付考试，导致语文基础差，学生对语言的感悟能力差，不能敏捷准确地理解语
言。这就是所谓的语感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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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曾说过：“大凡一个作家和诗人总要有对于言语的敏感。这东

西‘如水到口，冷暖自知'。这种敏感的培养在儿童时代的教育很重要。”
《语文教学大纲》也明确指出：“让学生具有独立阅读的能力，注重情感

体验，有较丰富的积累，形成良好的语感。”“小学各个年级的阅读教学

都要重视朗读。要让学生充分地读，在读中整体感知，在读中有所感悟，
在读中培养语感，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语文课程标准》强调：“在

教学中尤其要重视培养良好的语感。”让学生“具有独立阅读的能力，注

重体验，有较丰富的积累，形成良好的语感。”总目标中要求阅读教学要
注意“有丰富的积累，形成良好的语感”，语感是对语言文字的敏锐感知

和迅速领悟的能力，是对语言文字直觉的、整体的把握。它左右着语文

教学中的听，说、读、写等言语活动的质量和效率，在言语活动中起着
关键作用。然而，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我们发现有 70%的学生语言表达

能力不强，语文综合素养不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在小学语文阅

读教学过程中，教师重语文基本知识的掌握，轻语言表达能力的发展，
重阅读中浅层次的朗读训练，轻阅读中深层次的语感培养。另一方面是

因为我们重视对学生课内阅读能力的培养，而忽视了学生课外阅读能力

的发展。在积极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培养学生的语感，发展学生的语
言表达能力，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也成为我们语文教师的共识。 

1 课题的界定 
语感:语感是一种特殊的言语能力，它是指对语言文字的直接、正确、

敏锐的感受能力。直觉性、综合性、形象性和情感性是语感的主要特征。

叶圣陶先生指出：“文字语言的训练，我认为 要紧的是训练语感。”吕

叔湘先生也指出：“语文教学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语感能力。”
“语感”是个总的名称，包括语义感、语法感和语音感”“一个学生的语

感强了，他在理解方面和表达方面都会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语文教育

工作者深切地感受到这种能力是训练学生感知语言的精妙，洞察语言的
精髓，把握语言的兴趣，提高语言的表达能力的金钥匙。 

2 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小学生良好语感的培养是语文教学研究中一个历久而弥新的课题。

对于语感，早就被一些语言学家所关注。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就曾经指

出：“语言的实践不需要深思熟虑，说话者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意识到语言

的规律。”由此可见，掌握语言规律与使用语言是两码事，人们使用语言
并不是凭对语言“规律的认识”，而是依凭对语言的“感觉”，也就是我

们所说的语感。美国语言学家萨佩尔、乔姆斯基对语感的研究也有独特

而明确的见解。我国 早提出语感的是夏丐尊先生，他把语感定位为对
于文字的灵敏感觉。其后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等开始创导语感教学，

随之语感逐渐为人们所理解和认同。现在关于语感和语感培养的研究日

渐增多，研究的途径也多样不一。但是，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怎样
依托科学理论，联系小学语文教学实际，针对不同环境的小学生，探索

语感培养策略和途径，对小学生语感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从而有

效提高小学语文教学质量，亟需在实践中进一步研究。 
3 课题研究的目标  
通过探究加强朗读，培养学生语感，使学生对朗读产生兴趣，促进

语文学习，养成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提高学生的语感能力，全面提高
学生综合语文素养。  

3.1 加强学习，提高认识，抓实阅读教学中的朗读训练，提高语文

阅读教学的质量，增强学生自读自悟的能力。  
3.2 立足课堂，精心指导朗读，提高朗读训练的有效度，激发学生

感情朗读课文的兴趣，培养学生良好的朗读习惯，促使学生逐步掌握朗

读的技能，力求达到大纲中提出的要求。  
3.3 建立科学的朗读教学评价体系，发挥其在朗读教学研究中的导

向作用。 

3.4 通过研究，提高语文课堂教学效益，提升学生语文素养。  
3.5 通过本课题的实践与研究，教师自身要积极主动的走进小学语

文新课程，不断更新观念，改变陈旧的教学方式，积极探索并形成小学

生语感培养途径的有效操作方法。提高广大教师的教学教研水平，提升
教师的专业素养。 

4 研究的内容 
4.1 探索在阅读课堂教学中，如何引导学生批文入情，诵读涵咏，

内化吸收，培养语感，学习语言积累语言和运用语言， 

4.2 如何创设开放式的阅读教学情境，将探索课内外阅读与语感养

成之间的联系。 
4.3 语感对促进学生养成良好阅读习惯及学生发展的作用；  
4.4 通过阅读线，培养学生语感，提高学习效率的具体策略。 
5 课题研究的方法  
5.1 调查研究法：采用问卷、座谈、访谈、现场听评课等方式对我

校语文教学现状进行调查，弄清师生在语感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依据，提高针对性和实效性。 
5.2 行动研究法：在行动实践中，观察记录，反思总结。  
5.3 观察法：通过长期的观察，搜集大量的个案，进行分析与对比，

从而发现培养小学生良好语感的途径。  
5.4 经验总结法：对语文教学实践中所提供的先进经验进行科学的

总结，包括对经验的收集、筛选，核心成果的概括、提炼等环节。 
6 课题研究步骤 
第一阶段：实验准备（2019 年 1 月－2019 年 2 月）  
主要工作是：成立课题组，宣传动员，确立课题，形成研究方案。  
第二阶段：理论学习研究阶段（2019 年 3 月）   
主要工作是：广泛搜集小学生语感培养研究方面的理论，深入进行

学习。深入课堂调查研究，收集资料，现状分析，  
第三阶段：实验研究阶段（2019 年 1 月－2019 年 11 月） 课题组根

据研究方案，在样本班进行实验、总结，探寻在语感培养方面教师和学

生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提出解决的办法，形成实验稿。将“实验稿”

用以指导全校语文教学，对其科学性，可行性进行检验，搜集反馈信息，
再次改进完善，形成“推广稿”。  

第四阶段：结题鉴定阶段（2019 年 12 月）  
对课题资料分类整理、归档，完善研究报告、工作报告、实施方案、

撰写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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