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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小学低年段语文朗读教学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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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信息：上杭县教师进修学校 2019 年第八批基础教育课题研究项目“小学朗读能力的培养策略研究”（证书号：XX2019yw02）。

　　摘要：低年段小学生通过有效的朗读练习，有利于提升自
身记忆力，加快在关键知识点的掌握进度。教师通过引导学生

对课文富有情感的流畅阅读，使学生在朗读中感知语言魅力，

在培养学生语言学习积极性、语感的同时，有助于提高学生整

体语言表达能力，在潜移默化环境中形成良好语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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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即将文字、词汇转换为有声语言，是需要学生集中注

意力进行的阅读学习。朗读教学存在于不同学段的语文课堂

中，教师在制定朗读教学策略中要尊重不同年段学生的年龄与

个性特征，有所侧重的培养学生朗读技巧。朗读学习是小学语

文阶段的重要环节，有助于激发学生对语言文化的感悟，通过

大量的词汇积累来培养学生语言表达能力与语言建素养。

1　丰富朗读形式，培养学生朗读兴趣
不同课文文本的情感与内涵不同，在朗读教学中需要调整

侧重点来掌握文章情感，铺垫文章情感基调。依照 1 －2 年级
低年段学情进行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朗读兴趣与语言学习热

情，以此为出发点来锻炼学生语言表达能力。

在学习一年级上册《雪地里的小画家》课文学习中，教师可

考虑到低年段小学生接受能力与好奇心旺盛的特点，在领读并

引导学生进行反复诵读、学习完相关生字之后。采取分角色朗

读的形式，来调动学生朗读积极性。分角色朗读训练的特点在

于“移情”，学生通过这一朗读形式，能够快速掌握文中不同角

色的情感动态。如文中提到的“小鸡、小狗、小鸭、小马与青

蛙”等角色，教师可安排不同学生进行每句话的朗读，这也符合

一年级学生的朗读水平，其他语句则由教师进行领读。“下雪

啦，下雪啦”这一句，教师通过雀跃的情感来带动朗读基调，引

导学生在朗读不同角色时，将各动物的形象代入其中，增添朗

读趣味性。扮演青蛙角色的学生朗读“青蛙为什么没参加？他

在洞里睡着啦。”以略带困倦、拉长的腔调进行朗读，趣味横生。

完成课文朗读后，教师询问学生为何这样朗读，学生回答：“因

为小青蛙在冬天要冬眠呀。”小青蛙的困倦与小狗、小马等句子

的朗读语调是截然相反的，教师可以此作为延伸，引出问什么

每一个小动物在雪地画的画是不同的，有的学生回答是小动物

的爱好不同，有的学生则回答是因为小动物的脚印不同。

此外，教师可开展合作、竞争式朗读形式，通过小组朗读来

培养小学生形成团结合作意识。不仅有利于帮助学生之间互

相讨论课文的朗读形式，更有助于深化对文章内涵的理解，以

及对语言表达技巧的掌握。依托有效竞争模式，来创设生动趣

味的朗读课堂。

2　加强朗读指导，培养学生语言建构能力
教师要结合课文意境进行朗读指导，培养学生语感以及语

言建构能力。小学 1 －2 年级的语文朗读教学普遍为寓言故
事、童话故事，以童话故事为主题的课堂朗读，使学生能够在品

读通话的过程中感知语言魅力，以朗读兴趣来带动学习积极

性。在学习一年级下册《小壁虎借尾巴》时，教师要考虑到以学

生喜欢聆听、喜欢参与的特点，将抽象的文字形象化，使学生在

趣味环境下进行朗读学习。如课文中“小壁虎想，向谁去借一

条尾巴呢？”这句话为反问句式，而一年级学生对此类句式了解

较少，教师在教学中可对反问句式进行讲解，并通过朗读形式

加以示范。要求学生在朗读时带有疑惑与自我肯定的语调，即

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借到尾巴，将疑问情绪放在“借”字，最后的

情绪集中在“呢”字上。在朗读教学中，教师要知道学生学会寻

找句子的停顿与衔接点，以此来巩固学生朗读技巧。如可凭借

“小壁虎像／向谁去／借／一条尾巴呢”这种形式来帮助下学生朗
读的连贯性。

而在朗读到“……高兴地叫起来：‘我长出一条新尾巴

啦！’”这句话时，教师可引导小壁虎在说这句话时的激动情

绪，并鼓励学生模仿小壁虎的表情动作来朗读。在读到“长出”

“新尾巴”“啦”时，要引导学生有意识的提高音调。童话故事

是低学段学生最易于接受、感兴趣的朗读内容，趣味性强。教

师在领读过程中要提供适当的点拨指导，首先要求学生规范朗

读、明确发音，明确文章各句式停顿点与衔接点。学生依托于

教师的朗读指导，在反复朗读的过程中融入自身的感知与理

解，体会课文意境，在潜移默化的学习中感受文章的语言情感

美、简练美。

3　创新朗读活动，锻炼学生朗读能力
小学语文朗读学习不必单一局限于课堂或课后作业中，教

师要予以学生充裕的朗读空间与朗读材料，从兴趣、技巧学习

层面来激发学生朗读积极性。如朗读活动的创新设计，有利于

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其中。

低年段的古诗文内容尽管短小，但符合这一年龄阶段的接

受能力。如《望庐山瀑布》《夜宿山寺》《敕勒歌》等，诗文句式

对仗工整，极富意境美与韵律美。教师可创设早读课—诵读古

诗文的小活动，通过这一活动利于深化学生在朗读中对历史文

化魅力的感知。

在进行上述朗读活动后，教师可定期对每位学生的表现进

行评价表扬，并进行朗读技巧方面的指导。如学生朗读童话故

事或寓言故事时，要学会角色情绪，通过相应的情感语调来阅

读；而对古诗文的阅读，则要在读准字音的前提下，掌握朗读语

速与抑扬顿挫，从而自主掌握难认、难读的句子。

综上所述，朗读学习在小学语文课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培养学生语感、锻炼学生语言表达与建构运用能力方面，有

一定积极价值。小学语文教师面向低年段学生群体所进行的

朗读教学，要以尊重学生主体地位为前提，注重师生之间的趣

味互动，以此来激发学生的语言学习兴趣。教师需要设计行之

有效的朗读教学形式，在潜移默化、寓教于乐的环境下锻炼学

生朗读能力，引导学生感知语言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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