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学生朗读感悟能力的

培养需要从学生自身兴趣和主观能动性培养以及课堂

朗读感悟能力培养的有效性等层面进行探索。如何培

养学生的阅读兴趣与动力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因

为对部分学生来说，朗读是一件既浪费口舌又具有一

定难度的行为，对学生没有很大的吸引力。为了提升

学生的朗读感悟能力，教师可以从活跃教学氛围、引

发学生思考、丰富教学形式、树立教学榜样以及举行

朗读比赛五个层面进行引导。文章以小学语文为例，

对语文教学中的朗读感悟能力培养方法展开研究和

分析。

一、 活跃教学氛围，营造合适的环境

在往常的语文教学过程中，往往是教师个人的“独

角戏”，很少有教师与学生互动的环节，如果教师在培

养学生朗读感悟能力时让学生参与，学生反而会不适

应。因此，只有塑造一个适合交流探讨、活跃的课堂，

教师在开展朗读感悟能力培养时才不会显得突兀，学

生也会更好地投入。塑造一个活跃的课堂需要教师积

极探索，采取有效的策略。比如，学生在朗读的过程

中容易半途感到疲惫，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就可以准备

一些关于本节课的成语故事视频和诗歌朗诵视频（选

择比较活泼的风格），在学生疲惫期进行播放非常有

效。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采取“小老师”的方法，

吸引学生担任“小老师”。“小老师”教读词语或者写

字时，大家集中精神，看他有没有犯错，给他纠正。

通过这样的方式，既能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又能保

持学生的学习激情，一举两得。例如，小学语文教师

摘要：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核

心素养能力培育是重中之重。当前，小学

教学过程中学生朗读感悟能力的培养落后

于其他的核心素养能力，如语言建构与运

用能力的培养。因为在大多数传统课堂中，

教师并不会让学生主动去感悟文章，更多

的是带学生读课文，让学生对课文内容有

初步的了解，而以这样的目的让学生朗读

课文，难以提升学生的朗读感悟能力。因

此，教师需要积极探索小学语文教学中学

生朗读感悟能力的培养策略，以提升学生

的语文核心素养。

关键词：小学语文；朗读感悟能力；语文核

心素养

小学语文教学中学生朗读感悟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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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四年级上册的《走月亮》这一课时，可以采取

劳逸结合的朗读感悟能力培养方法。首先，教学生感

情饱满地阅读这篇文章。当学生阅读这篇文章展现出

疲惫之感时，教师可以采用一些特殊的教学方式来活

跃教学气氛，如教师可以讲述《猴子捞月》《嫦娥奔月》

《吴刚伐桂》的故事让学生放松，吸引学生的兴趣。除

此之外，教师还可以让学生看一些相关故事的动画片，

更加有效地活跃课堂气氛。最后，教师可以和学生交

流互动：“大家觉得这样的故事很好听就要学好朗读哦，

这样不仅可以收获老师的表扬，还可以读给爸爸妈妈

听，大家说好不好呀？”当课堂教学氛围活跃到一定

程度时，再继续回到原本的文章阅读过程中。在这样

一张一弛的教学氛围中，学生能够更好且更快乐地培

养朗读感悟能力。

二、 引发学生思考，提升学生的感悟能力

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习

尚且要思考，而朗读是学习过程中重要的一部分，自

然也是需要思考的。知识的灌输不能只是教师的单向

输出，还需要学生的主动输入，而思考就是学生主动

输入必须有的一个过程。因为只有经过认真的思考，

学生方可将课本上的知识转化为自身的知识。因此，

许多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教学时都会下意识地引导学生

进行思考，而不是直接将答案告诉学生。朗读的过程

也是吸收知识学习的过程，需要学生在朗读的过程中

积极思考自己朗读的课文中蕴含的意义。但是在学生

的学习过程中很少有教师指导学生在朗读的过程中进

行思考，这导致部分学生只是麻木地将课本上的知识

读一遍，机械地重复，并没有转化为自身的知识。如

此一来，学生自然无法理解感悟课本中蕴含的意义，

更不用说提升感悟能力。因此，在对学生进行小学语

文朗读感悟能力的培养过程中，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

进行思考，特别是对小学生而言，习惯的养成至关重

要。在小学这个学习阶段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对学

生以后的学习生涯都会有积极的影响。例如，在教学

人教版三年级上册的《咏柳》这一课时，小学语文教

师可以激发学生的思考，询问学生二月的春天是什么

样子的，主流基调以及感觉是什么。其次，教师可以

为学生出示柳树的图片，让学生想象一身碧绿、高高

的柳树，细长的柳条如丝带随风飘摇，在春风的吹拂

下翩翩起舞，再提问学生，这样柔美、纤细的柳叶是

谁精心裁剪出来的？接着让学生想象和煦的春风和温

暖的阳光，它们像一把剪刀裁剪出丝丝的柳叶装饰着

大自然。这样学生就能够在阅读中感受到大自然春天

的生机勃勃，感受到春天生命力的美好，增强学生对

大自然的喜爱，同时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探究兴趣，

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这实际上是一种十分有效

且有力量的教学方法，让学生主动探索与学习，发现

更多的趣味与知识，是提升教学效果的不二之选。

三、 丰富教学形式，提升学生兴趣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

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这句话

强调了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但这不能成为阅读

教学走向低效重复朗读的理由，因此丰富语文教学的

多样性势在必行。教师在课堂上可以以游戏、儿歌、

画一画、演一演、做一做等形式为载体，精心设计，

把学生应当掌握的知识点巧妙地融入其中，以调动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启发学生积极思考，主动学习，而

不是简单地、重复式地、笨拙地跟读。开展语文朗读

教学的重点在于如何培育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如何

让教学变得有趣又有效。语文课中有些课时可以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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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表演的形式进行互动，这样不仅能够促进学生对课

文的理解，而且能够增加师生、生生互动，如在朗读

的过程中加入表演的成分，让学生在表演的过程中培

养朗读感悟能力，了解到哪些部分需要重读，加入愤怒、

失落、兴奋等情感。例如，小学语文教师在教学人教

版二年级上册的《小蝌蚪找妈妈》这一课时，就可以

采取角色扮演的方法。教师可以让班级中的几个学生

扮演蝌蚪、鲤鱼、乌龟和青蛙的形象。首先播放动画

片，让学生对这篇文章的感情基调以及基本的语调有

一定的掌握，然后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感悟进行分角色

朗读。虽然学生凭借自己的能力将朗读的感情表现得

非常到位的可能性比较低，但教师还是要让学生通过

自主思考，体会蝌蚪、青蛙的感情等。比如，蝌蚪找

妈妈时的急切和不知所措，碰到其他动物时的满怀希

望和发现它们都不是妈妈后的失望，还有最后找到妈

妈时的喜悦，等等。一篇这样简单的文章都有这么多

丰富的情感，因此教师需要让学生形成一种认真对待

朗读、投入感情朗读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够在实

现趣味性的同时让学生掌握知识和能力。

四、 树立教学榜样，引导学生学习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对还

没有形成固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小学生来说，榜样

的力量不仅在于引导学生模仿学习，更在于学习榜样

身上的内在精神力量。语文朗读感悟能力的培养也可

以按照这个思路进行。每个学生身上都有闪光点，教

师要能发现学生身上的闪光点，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

欲望。然后教师以身示范，在课堂上表现出对朗读的

热爱，引导学生热爱朗读、投入感情朗读。

教师在培育学生的过程中除了教学知识，还需要

引导学生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教师可以某个学生为

榜样，让其他学生都向榜样看齐。例如，小学语文教

师在教学人教版四年级上册的《古诗三首》这一课时，

就可以在学生中寻找朗读感悟能力强的学生。由于是

古诗，学生在朗读的过程中不得不联想意境，并结合

古诗的韵律等来进行学习。当有学生能够将古诗中的

感情很好地读出来时，则可以将该学生树立为榜样，

让其他学生学习。当然，榜样的名单是可以变更的，

这样能够在学生中形成良性竞争的环境，达到更好的

朗读感悟能力培养的效果。

五、 举行朗读比赛，激发学生动力

在对学生进行小学语文朗读感悟能力的培养过程

中，学生不愿开口读书是教师必须要解决的难题。对

小学这个学习阶段的学生而言，胆小羞涩的性格往往

让他们感觉在班上大声朗读很难堪。对此，教师需要

采取措施鼓励这些不愿开口读书的学生积极开口，同

时帮助他们克服这种消极心理，告诉他们大声读书是

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举行朗读比赛就是一个非

常不错的方法，因为比赛可以激发学生朗读的动力，

帮助学生克服自身的胆怯。不仅如此，朗读比赛还可

以让学生更自信、更有礼貌、更有气质，让学生在朗

读时更加自如。在比赛过程中，比赛结果的评判标准

需要多元化，不能仅从学生的朗读效果进行评判，还

要根据学生是否自信、语言是否具有感染力、朗读的

过程中是否有自己的感悟等多方面评判朗读比赛的结

果，如此才能既鼓励学生积极地进行朗读，又提升学

生朗读的感悟能力。在比赛形式方面，教师可以采取

现场抽题的方式。例如，小学语文教师在进行人教版

五年级上册的《习作：推荐一本书》这一课时，可以

开展朗读教学，设有爱国类、亲情类、古典文学类、

抒情类等，每一个类别中有 5 篇相应的文章，现场抽

题、现场准备、现场展示、现场打分，要求学生在现

场阅读中感受书中摘取片段的感情，并根据自己的感

悟进行朗读。这样的教学活动更具挑战性和收获性，

能够让学生在朗读比赛中激发朗读的热情与能力。

学生的朗读感悟能力并不是教师一朝一夕就能够

培养出的，它的形成更像是孕育一朵花朵，需要各种

营养的渗透，需要阳光的指引，需要风吹雨打，需要

教学方法的渗透和教师的指导以及不断的练习。因此，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从活跃教学氛围、引发学生思

考、丰富教学形式、树立教学榜样以及举行朗读比赛

五个层面进行引导，培养学生的优秀朗读感悟能力。

（作者单位系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红古第一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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