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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学语文素养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1.1 教师唯成绩论

许多语文教师认为学习语文的意义只是为了提升学生成

绩，让他们升入更好的学校，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们的语言表

达水平不能得到有效的提升。他们坚信，学生们在考场上取得

好成绩，就是最好的教学成果。当语文教师保持着这样的理念

日复一日地教导学生学习，就会让学生对语文基础知识的学

习感到枯燥、逃避，导致学生丧失学习语文的热情，这样的结

果就是对语文素养培养的缺陷。

1.2 教师盲从课文内容

当前的教育背景下，小学语文教师的教学方法大多枯燥

老套，并不注重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而是仅仅讲解课本里

课文相关的知识，这样的教学并没有把课本中的知识与日常

生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很难达到对学生教导基础知识及培

养核心素养的目的[1]。

同时，在快节奏生活的时代的当今，小学生的学习作业十

分繁重。但对应的，为了保持学生们以旺盛的精力接受知识，

小学语文课堂上的一节课只有四十五分钟。在这样的情况下，

许多语文教师为了加快语文基础知识的教学速度，就只能缩

短相对应的朗读实践，这就大大地减缓了学生们语言表达能

力以及情感理解能力的培养和提升。在这样的教学背景下，语

文教师就需要适当地调整自己的教学步伐，有效地调动起学

生们朗读课文的热情，从而提升学生们的语文核心素养。

2 培养小学生朗读能力的意义

小学的语文是学生学习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当

今时代中国对小学语文教育中素质教育的重视；语文教师不

仅要教授学生们基础的语文课本知识，还需要在语文的课堂

中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2]。而朗读正是在语文课堂上对学生

语文素养的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课堂教学中，朗读的

教导可以更好地给学生传授课文的基础知识，培养学生的情

感理解能力，提升学生们的语文核心素养，从而进一步提高学

生的整体个人素养及语文阅读能力。

朗读课文对于语文基础知识的学习十分重要，学生们可

以通过课文朗读，进而增强对于语文课文内容的理解以及基

础知识的学习。学生只有大声地对课文进行朗读，才可以有效

理解作者所表达的情感和隐藏的含义。所谓：“书读百遍。其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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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见”，这句话恰当地表明了朗读之于学生们语文学习的重

要含义。学生们在朗读课文时，还可以把自己对于课文内容

的理解融入朗读声调中，提升学生们理解课文的能力。

在语文课堂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进行朗读可以

给学生创造相对而言更开放、更自由的课堂氛围；让学生大声

地发出内心的声音，让学生们取代老师变成自己课堂学习过

程中的主人。语文教师作为引路人，而接下来的学习之路需要

学生们自己进行探索，而朗读就是极为有效的探索方式之一。

通过对文章的大声朗读可以让学生们从文章中找寻答案、找

寻自我，不再停步不前而是从阅读节奏之中提升自我、奔向未

来更美好的自我。

3 培养小学生朗读能力的具体举措

3.1 提供适当指导、训练学生课文理解能力

在小学的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把学生当作独立的

学习个体，给学生相应的自由朗读空间，引导学生自己独立地

朗读课文，进行含义及情感的理解。但独立学习不代表教师完

全不管，教师需要在适当的时候对学生朗读中的困惑进行指

导，让学生通过问题对课文进行更深入的理解，从而提高语文

学习的效率。

3.2 教师带领学生进行重复朗读

语文是基础知识繁多的一个学科，所以教师为了帮助学

生们准深入理解课文、学习基础知识，需要带领学生进行反复

的文章朗读[3]。通过直接朗读文章，在反复的文章朗读中提升

综合的语文素养，拓展学生们活跃的思维能力、文章阅读能力

及文章写作技巧。

3.3. 带领学生将现实生活和课文文本联系起来

进行朗读

学生朗读课文的过程就是理解文章情感的过程。当学生

进行文章朗读的时候，可以从文章中领略到各式各样的时代

背景、文化特色及人文风俗。同时学生的文章朗读不能只存在

于课文之中，而应该将朗读拓展到课外的著作文章之中、拓展

到学生们的显示生活之中。所以，当语文教师在教导学生朗读

时应当鼓励学生把朗读和日常生活相结合，通过将现实生活

中的情感转移文章之中，来帮助学生更好地对于文章情感进

行理解、领悟。

3.4 鼓励学生们独立学习、团结合作进行文章探索

当今时代的教学理念认为学习的主体是学生，学生应该

掌握独立学习的能力。所以，当教师在课堂教育时需要关注学

生个体之间的不同，适当地引导学生对未知的好奇和探索的

热情，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教师可以鼓励学生独立进行

课文学习、朗读，然后与同学们一起进行课文的探索、共同进

行文章朗读。

比如，在教学古诗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将学生们分为不同

的学习小组，让学生各自对古诗相关的时代背景、名人轶事进

行收集。而后在小组合作中共享资料，高效、高质量地完成老

师布置的学习任务。然后要求学生在语文课堂上将古诗大声

地朗读出来，增强学生的学习热情，拓宽学生的世界格局、对

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提升学生的综合语文素养。

3.4 建设实际情境，让学生产生朗读兴趣

所谓情境教学法指的是教师根据课文编写相应的剧本，

给学生派发相应的任务，完善有关课文的现实场景，让学生有

自己切实地存在于在场景之中的感觉，进一步地加强学生对

课文的理解。通过分为不同的角色进行大声地朗读，可以帮助

学生们对于文章实际性质、隐藏含义进行理解。

3.5 创新教学方法，采用多媒体教学

语文教师需要创新地改善语文教学的方式，通过新式的

教学方法来有效地激发学生的朗读兴趣。比如，在进行语文课

堂教学时，教师可以使用先进的多媒体，使用动画片来有效地

调动起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幻灯片来带领学生进行文章朗

读。教师在进行课堂备案时，需要充分地收集相关的课文资料

及动画视频，然后在课堂上向学生展示相关的照片、视频，通

过影像来刺激学生的大脑进行记忆。在课程的最后给学生播

放音频，让学生根据相应的节奏来进行课文的阅读，以便于提

升学生的课文理解能力。通过这种方式，充分地调动学生的自

我学习意识及课文朗读热情。

4 结语

综上所述，对学生朗读能力的培养将对学生的语文学习

产生十分积极的影响作用，因此小学语文教师应当在课堂教

学中注重对学生们课文朗读能力的培养，从而提升学生的语

文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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