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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新的語文教學主張層出不

窮，小組合作學習、分層次教學、導學

案、任務單、翻轉課堂等，給一線教師的

課堂提供了多種選擇方案。不可否認，這

些新教學方法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提高

了語文課堂教學效率，似乎使開課老師的

語文課堂層次提升了不少。由於工作需

要，我聽了不少的語文公開課，但經常出

現的情況是，聽完公開課後，我內心總感

覺這些公開課缺了點甚麼，並不那麼富有

語文味道，不那麼生動感人。

在一次聊天中，我問一位即將升上高

一的某校學生：“你們上語文課時朗讀機

會多嗎？”

沒想到該生竟然有些激動：“我從來

都沒想到，語文課上集體朗讀讀書聲可以

這麼不整齊，聲量這麼小。在我印象中，

真正的課上朗讀應該是小學四年級的時候

了。”

			

我內心不禁為之一震！朗朗書聲，是

語文課上的天籟之音啊！看來，語文課堂

上朗讀的缺失，真的不是個別現象。好的

語文課堂，不能沒有朗讀。筆者在此強烈

呼籲：注重朗讀，讓我們的語文課堂生動

感人！

那麼，語文課堂上的朗讀如何順利實

施呢？

首先，轉變思想，以讀為本

要想在課堂上真正實施朗讀教學步

驟，教師在思想上需高度重視朗讀的作

用，做到心中有方法，備課有準備。備課

時想方設法把朗讀教學貫穿課堂的始終，

設想如何以朗讀為支點，撬動文本的內容

（寫甚麼）和文本的形式（怎麼寫）。

				

注重朗讀，讓語文課堂生動感人
文｜葉龍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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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教《祝福》這篇小說，分析魯四老

爺的形象時，筆者是這樣適時進行朗讀教

學的：

師：魯四老爺是一個怎麼樣的人，請

同學來說一說。

生1：迂腐守舊。

師：迂腐守舊，這個詞用得太好了。

說話要有根據，你能從文中找出

相關的句子來證明魯四老爺是

個“迂腐守舊”的人嗎？

生1：課本第49頁第4行，“一見面

是寒暄，寒暄之後說我‘胖

了’，說我‘胖了’之後即大

罵其新黨。但我知道，這並非

借題在罵我：因為他所罵的還

是康有為。”

師：很好，能告訴大家這句話在第幾

頁第幾行。你能把它再讀一遍，

讀出魯四老爺的“迂腐守舊”

嗎？

	 （生1輕輕讀）

師：誰能來說說這句話如何朗讀，才

能讀出魯四老爺的形象特徵？

生2：動詞要重讀，才能讀出魯四老

爺保守頑固的特點。

師：動詞要重讀，說得太棒了！還說

一個詞“保守頑固”。請把集中

體現魯四老爺形象特徵的動詞找

出來。

生2：罵。

師：你能給同學們也讀一讀這句話

嗎？

生2：一見面是寒暄，寒暄之後說

我“胖了”，	 說我“胖了”之

後即大罵其新黨。但我知道，

這並非借題在罵我：因為他所

罵的還是康有為。（讀得很有

感情）

師：“罵”字在這句話中出現幾次？

把它圈出來。在下方加着重號。

生（齊答）：三次。

師：記住了，三個“罵”字要重

讀。“一見面是寒暄”，全班同

學，預備起。

	 （生齊讀，讀出感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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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再請剛才第一位同學為我們讀一

遍這段話，看讀得有沒有進步。

	 （生1讀，比第一次自信了，能

讀出動詞的重音。全班掌聲響

起。）

師：一個“罵”字，一字傳神。從時

代背景看，當時已經是民國了，

可魯四老爺還在罵新黨、罵康有

為，真有點桃花源中“乃不知有

漢，無論魏晉”的味道了！

從這個朗讀指導的小片段可以看出，

分析人物形象時，即使是小說這種文學體

裁的教學，也是可以因時制宜進行朗讀指

導的。在指導朗讀的過程中，學生已經很

好地體會了人物的形象特徵（文本內容），

理解了動作描寫這種人物描寫手法（文本形

式）。同時，也使得整節課充滿了濃厚的

語文味道，變得生動感人。

其次，關注文體特徵，以讀代講

筆者曾聽過一位老師給高一的學生上

文學課本《賣炭翁》這篇課文。課堂上，

老師採用了小組教學的形式、給學生準備

了小組討論工作紙、個別提問了很多學生

回答問題。不難看出，這位老師課前已經

做了精心的準備，上課過程中也盡其所

能，努力調動學生的參與意識。但遺憾的

是，課堂上學生反應較平淡，整節課上

完，學生內心的情感並沒有被白居易筆下

那位長年辛勤勞作卻食不果腹、衣不蔽體

的賣炭老人的艱辛所觸動。究其原因，是

課堂上學生朗讀和教師有效的朗讀指導的

缺失所致。

《賣炭翁》是唐代大詩人白居易的

詩，通過賣炭翁的遭遇，深刻地揭示

了“宮市”的腐敗本質，對統治者掠奪人

民的罪行給予了有力的抨擊，諷刺當時腐

敗的社會現實。白居易的詩深入淺出、通

俗易懂，“老嫗能解”，無需做過多的分

析。課堂上最需要完成的是通過多種形式

的朗讀，以讀代講，讀出“這一篇”的特

色，讀出“白詩”文字的美感、感情的熾

熱、思想的碰撞，讀出賣炭老人生活的艱

辛、心理的矛盾。若能回歸本質，做好詩

歌的朗讀指導，以讀代講，在讀中感悟，

在有效的朗讀中，觸動學生心底最柔軟的

那根弦，相信這節課將會更加的從容大

氣，生動感人。

再次，放慢腳步，在朗讀中提高核心

素養

朗讀，是語文教學的重要方法，朗讀

成功了，文學作品的教學也就成功了一

半。語文課堂上的朗讀需結合文本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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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主問題的設置進行，不能流於表面。

常見的是，不少語文課的朗讀，課的開始

讓學生齊讀一遍，接下來整節課便是教師

圍繞課前設置的一個個問題提問、理答，

課的結束再讓學生齊讀一遍。這種朗讀不

能算作真朗讀，至少不能算作有效的朗

讀，更談不上有朗讀指導了。

有效的朗讀，需要教師根據課堂教學

的需要，給學生具體的朗讀指導，大到一

個文段、一個句子，小到一個字、一個標

點，都要指導學生讀出蘊含在文字背後的

真實情感，在朗讀指導中進行說話訓練、

遣詞造句訓練、思維提升訓練，藉助朗讀

提高學生的語文核心素養。

要看到課堂朗讀的美麗風景，需要教

師靜下心來，放慢腳步，仔細聆聽學生的

朗讀和說話。語文課不是思想教育課、班

會課、問答課，教師不要為了完成教學任務

和課前預設的一個個問題而趕進度。啟思版

初中課文《論語八則》、《論四端》，高中

課文《論仁》、《論君子》等，尤其需要

朗讀指導，不能上成思政課。要通過教師

有意識、有步驟的朗讀指導，讓學生讀出

《論語》中孔子的智慧、孔門師生對話的

場景、不同人物（孔子的學生）的不同個

性特徵。不能把文言文教學上成翻譯課而

忽略了朗讀的指導。

“為甚麼我們的課不能刻骨銘心？不

能震撼學生的心靈？不能打動他們心靈深

處的一隅？就是因為我們往往是泛閱讀，

是在文字的表面游移。”于漪老師的話回

盪在我耳邊。是的，我們不能把語文課上

成問答課，一個問題接一個問題拋出、提

問、回答。師者必須把握語文的根本，回

歸本源，注重朗讀，上出語文課的情感與

溫度。

大道至簡，只是，你有沒有一顆注重

朗讀的心？

葉龍鳳
澳門坊眾學校（中學部）中文科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