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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77/2021_2022__E6_8A_80_

E5_B7_A7_E5_BF_83_E5_c64_577064.htm 《语文课程标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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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感是对语言文字的感知

体会，语感水平是语文素养之一。在日益频繁的交往中，人

们对语言信息的接受往往引发一系列复杂的心理活动，其中

强烈敏锐的语感是理解一切文字的基础，是思想认识逐步通

向作者心灵的桥梁。人们之所以可以不假思索地运用语言表

达思想，以及从语句或一段的开头即能预测出整个语句或语

段的趋向，可以在一瞬间辨认出词义的细微差别和色彩感情

，正是凭语感。培养语感就是引导学生通过对语言文字的阅

读分析，披文而入情，深入理解语言文字的内在含义，充分

感受到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叶圣陶先生说：“文字语

言的训练，我认为最要紧的是训练语感。”在小学语文学习

中培养学生的语感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它需要联想、比

较、揣摩、领悟等思维活动。这样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理

解能力，发展学生的认识水平，还可以使思想教育落到实处

，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培养学生

的语感。 一、在朗读中培养语感 诵读是多种感官参与的以声

释义的活动，是把文字符号转化成声音，直接感受语言、训

练语感的基本方式。在教学中，学生对课文内容可通过朗读

去获得感知，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对文章的重点部分进行

各种形式的朗读，掌握文章的语气、节奏、句式；揣摩作者

蕴含的情趣和意念，充分感知课文准确的用词，生动的造句



，巧妙的布局，感人的情境等，使课文内容主体化，想象化

，进而对文章内容产生真切敏锐的感受，即“读书百遍，其

义自现”。如教学《庐山的云雾》一文时，可利用现代化教

学，先播放视频让学生感受一下庐山那缥缈、捉摸不定、变

换万千的云雾。然后让学生反复诵读全文，正确处理课文高

昂、婉转、舒缓、急速等不同的语气变化，并抓住关键词语

“千姿百态、瞬息万变”等，从而真切感受庐山的云雾那秀

丽多姿、神奇多变的景观。 二、在想象中培养语感 “作者胸

有境，入境始与亲。”教学中，如何使学生领悟文章的情境

呢？叶老曾说：“必须驱谴我们的想象，才能通过文字，达

到这个目的。”语感同想象是紧密联系的，在阅读教学中运

用形象思维，启发学生想象，必然会在学生的心中产生“内

心视像”。它能使课文内容像电影一样，在学生头脑中一一

闪过，让学生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引起感情共鸣。 如：《月

光曲》一文，在引导学生领悟贝多芬创作乐曲的经过一段时

，借助平缓柔和的语调对描写环境的语句感情朗读，再结合

画面，启发学生想象，让学生也置身于茅屋之中。一轮明月

冉冉升起，月光流泻，万物披纱，贝多芬手扶钢琴，琴音似

潺潺流水，又如瑟瑟秋风，在倾诉人间的真诚与善良，贫穷

与希望⋯⋯想象之后，又辅之以声情并茂、抑扬顿挫的感情

朗读，把学生带到波涛汹涌的大海边，领略大海的雄壮之美

，从而领会乐曲旋律的跌宕变化。有此达到提高学生语感的

目的。 三、从深究中培养语感 词句是构成文章的基本单位，

在课文中有些词句，特别是那些对表现文章中心，表达作者

情感具有重要作用的词句，往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抓住

这些具有感染意义的关键词句，引导学生进行分析、比较、



细细体会，学生的语感定会不断增强。 例如：《二泉映月》

中“他禁不住拿起二胡，他要通过琴声把沉淀已久的情怀，

倾吐给这茫茫的月夜。”“倾吐”一词，让学生朗读品味，

真正领悟到盲人阿炳是在用心在演奏，是在用琴声“倾吐”

自己对家乡、对生活、对音乐的深沉的爱和对美好未来的无

限向往。 同样，课文结尾处“阿炳用这动人心弦的琴声告诉

人们，他爱那支撑他度过痛苦一生的音乐，他爱那美丽富饶

的家乡，他爱那惠山的清泉，他爱那照耀清泉的月光⋯⋯”

文中的四个“爱”字是阿炳感情的升华，是阿炳创作“二泉

映月”的源泉。学生只有通过抓住文中重点词语，进行深层

次的思考，才能把这些词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体会出来。 再

如：《绝句》一诗，诗人杜甫以饱蘸喜悦情怀的笔墨，生动

形象地描绘了“浣花溪草堂”外春色明媚，万木复苏的盛景

。诗中黄莺尽情唱和的情景正是通过“鸣”字这一带有韵味

的词表达出来的。教学中让学生说说这个字还可以换成什么

词，然后再指导学生对这个重音所在的诗句反复吟诵，并想

象黄莺鸣叫的样子，让学生从吟诵中理解诗人细腻的描写。

从轻快的节奏中感受春天的脚步，从而陶醉在诗人所描绘的

大自然美景中。若将此字换成 “叫”或其它的词，不仅不能

获得此效果，反而失去诗中原有的情趣。这样的比较与分析

，不但加深了孩子们对诗句的理解，还训练了他们的语感。 

四、从标点中培养语感 标点是无声的语言，许多标点符号本

就具有丰富的含义，这样的标点不是可有可无的，更不是别

的标点能替代得了的。如《悲壮的一幕》一文中科马洛夫最

后的一句话“同胞们，请允许我在这茫茫太空中与你们告别

⋯⋯让我从千万里的高空飞向大地，在光与火的歌声里获得



重生。同胞们，请与我一起喊一声吧——人民万岁！科学万

岁！”在这个句子里，如果我们只记住科马洛夫那慷慨激昂

的话语，而不注意标点的作用，则没学到位；如果仅仅停留

在知道句中的省略号是表示语言的省略，而不去思考从这个

省略号里我们知道了什么，那学习还没有深入。我们可以透

过这个省略号看到科马洛夫当时的告别没有悲伤的话语，没

有对亲人的嘱托，而是抒发了自己甘愿为祖国科学事业献身

的壮烈情怀。 五、从比较中培养语感 小学语文课文都是精选

出来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优美文章。许多课文用词准确生动

，语句简洁传神，甚至到了非此词不可，非此词不用的程度

。我们可以用下面的各种比较方法推敲词语，感知词语。 1

、换词比较 如：《游园不值》中千古名句“春色满园关不住

，一枝红杏出墙来。” 这句话妙就妙在“出”字，如果把“

出”换成“冒、爬、伸、攀”等字，为什么没有“出”好？

因为“出”字比上列字“模糊”，留给人以想象的余地，写

出了春天里的生命力是无处不存在，无时不舒张，不知不觉

而又悄然无声的。这句话写处了春天的生命勃发、生机盎然

，将抽象的“春”用红杏出墙的形象表现出来，使人觉得春

天看得见、摸得着、嗅得到，给读者以视觉的愉悦、精神的

振奋。 2、换位比较 如在《卢沟桥烽火》这篇课文中，卢沟

桥事变后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的通电“平津危急！华北

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在三个“危急”能不能调换顺序？

不能！因为这三个“危急”是表示递进关系的，平津有难了

，华北就保不住，华北有事，中华民族就危急了。次序是不

能颠倒的。这必须通过学生自己去体会。 3、增加比较 如《

燕子》中“还有几只横掠过湖面，剪尾或翼尖偶尔沾了一下



水面，那小圆晕便一圈一圈地荡漾开去。”让学生考虑一下

，这句话能否在“一圈一圈”后面加上“慢慢”或“迅速”

等词？为什么？ 4、缩减比较 如《荷花》中一句“我忽然觉

得自己仿佛就是一朵荷花，穿着雪白的衣裳，站在阳光里。

”可问学生，“仿佛”一词能不能删去？删去以后对句子有

什么影响？学生通过仔细朗读后明白：“仿佛”不能删去，

“仿佛”就是好像的意思，说明作者并没有真的变成荷花。

而用“仿佛”更能说明作者对满池如诗如画的荷花入了迷，

把自己想象成一朵穿着雪白衣裳的白荷花在迎风舞蹈。 六、

在应用中培养语感 借助生活实际，咀嚼一些词语的绝妙所在

。如：早春时节，我们可以体会“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意韵

；节日期间，可以体会“每逢佳节倍思亲”如何道出了人之

常情，人间温情。 总之，学生语感的培养贯穿于朗读训练整

个过程之中。以上谈的集中方法，应灵活运用于课堂教学之

中。“给学生一杯水，老师就要有一桶水。”要使学生的语

感增强，使学生的朗读水平提高，教师一定要加强自己的朗

读基本功训练。 百考试题编辑整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