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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8_88_E8_B5_84_E6_c38_617437.htm 朗读的基本要求 朗读

，是把文字作品转化为有声语言的创作活动，也就是朗读者

在理解作品的基础上用自己的语音塑造形象，反映生活，说

明道理，再现作者思想感情的再创造过程。在“普通话水平

测试”中，朗读是对应试者普通话运用能力的一种综合检测

形式。日常朗读活动中，决定朗读者朗读水平高低、朗读效

果优劣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就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影响应

试者成绩的几个主要因素，谈谈朗读的几个基本要求，目的

是帮助应试人把握难点，在测试中减少失误，更好地发挥水

平。 一、 用普通话语音朗读 普通话朗读是一门学问。它除了

要求应试者忠于作品原貌，不添字、漏字、改字外，还要求

朗读时在声母、韵母、声调、轻声、儿化、音变以及语句的

表达方式等方面都符合普通话语音的规范。朗读一篇作品，

如果连普通话都读不准确，甚至读错了，那就会影响听众对

原文的理解，甚至会闹笑话。要使自己的朗读符合普通话的

语音规范，必须在以下几方面下功夫： 1.注意普通话和自己

方言在语音上的差异。普通话和方言在语音上的差异，大多

数的情况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又有大的规律和小的规律，

规律之中往往又包含一些例外，这些都要靠自己去总结。单

是总结还不够，要多查字典和词典，要加强记忆，反复练习

。在练习中，不仅要注意声韵调方面的差异，还要注意轻声

词和儿化韵的学习。 2．注意多音字的读音。一字多音是容

易产生误读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必须十分注意。多音字可



以从两个方面去注意学习。第一类是意义不相同的多音字，

要着重弄清它的各个不同的意义，从各个不同的意义去记住

它的不同的读音。第二类是意义相同的多音字，要着重弄清

它的不同的使用场合。这类多音字大多数情况是一个音使用

场合“宽”，一个音使用场合“窄”，只要记住“窄”的就

行。 3．注意由字形相近或由偏旁类推引起的误读。由于字

形相近而甲字张冠李戴地读成乙字，这种误读十分常见。由

偏旁本身的读音或者由偏旁组成的较常用的字的读音，去类

推一个生字的读音而引起的误读，也很常见。所谓“秀才认

字读半边”，闹出笑话，就是指的这种误读。 4．注意异读

词的读音。普通话词汇中，有一部分词（或词中的语素），

意义相同或基本相同，但在习惯上有两个或几个不同的读法

，这些被称为“异读词”。为了使这些读音规范，国家于五

十年代就组织了“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对普通话异读词的读

音进行了审定。历经几十年，几易其稿。1985年，国家公布

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要求全国文教、出版、广播及

其他部门、行业所涉及的普通话异读词的读音、标音，均以

这个新的审音表为准。在使用《审音表》的时候，最好是对

照着工具书（如《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来看

。先看某个字的全部读音、义项和用例，然后再看审音表中

的读音和用例。比较以后，如发现两者有不合之处，一律以

审音表为准。这样就达到了读音规范的目的。百考试题收集

整理 二、 把握作品的基调 基调是指作品的基本情调，即作品

的总的态度感情，总的色彩和分量。任何一篇作品，都会有

一个统一完整的基调。朗读作品必须把握住作品的基调，因

为作品的基调是一个整体概念，是层次、段落、语句中具体



思想感情的综合表露。要把握好基调，必须深入分析、理解

作品的思想内容，力求从作品的体裁、作品的主题、作品的

结构、作品的语言，以及综合各种要素而形成的风格等方面

入手，进行认真、充分和有效的解析，在此基础上，朗读者

才能产生出真实的感情，鲜明的态度，产生出内在的、急于

要表达的律动。只有经历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作品的思想

才能成为朗读者的思想，作品的感情才能成为朗读者的感情

，作品的语言表达才能成为朗读者要说的话。也只有经历这

样一个复杂的过程，朗读者才能以作品思想内容出发，把握

住基调。无论读什么作品，这“案上的工作”都不能少。 三

、 掌握朗读的基本技巧 （一） 停顿 朗读时，有些句子较短

，按书面标点停顿就可以。有些句子较长，结构也较复杂，

句中虽没有标点符号，但为了表达清楚意思，中途也可以作

些短暂的停顿。但如果停顿不当就会破坏句子的结构，这就

叫读破句。朗读测试中忌读破句，应试者要格外注意。正确

的停顿有以下几种类型： 1．标点符号停顿。标点符号是书

面语言的停顿符号，也是朗读作品时语言停顿的重要依据。

标点符号的停顿规律一般是：句号、问号、感叹号、省略号

停顿略长于分号、破折号、连接号；分号、破折号、连接号

的停顿时间又长于逗号、冒号；逗号、冒号的停顿时间又长

于顿号、间隔号。另外，在作品上的段落之间，停顿的时间

要比一般的句号时间长些。以上停顿，也不是绝对的。有时

为表达感情的需要，在没有标点的地方也可以停顿，在有标

点的地方也可以不停顿。 2．语法停顿。语法停顿是句子中

间的自然停顿。它往往是为了强调、突出句子中主语、谓语

、宾语、定语、状语或补语而做的短暂停顿。学习语法有助



于我们在朗读中正确地停顿断句，不读破句，正确地表达作

品的思想内容。 3．感情停顿。感情停顿不受书面标点和句

子语法关系的制约，完全是根据感情或心理的需要而作的停

顿处理，它受感情支配，根据感情的需要决定停与不停。它

的特点是声断而情不断，也就是声断情连。 （二） 重音 重音

是指那些在表情达意上起重要作用的字、词或短语在朗读时

要加以强调的技巧。重音是通过声音的强调来突出意义的，

能给色彩鲜明、形象生动的词增加分量。重音有以下几种情

况： 1．语法重音。语法重音是按语言习惯自然重读的音节

。这些重读的音节大都是按照平时的语言规律确定的。一般

说，语法重音不带特别强调的色彩。 2．强调重音。强调重

音不受语法制约，它是根据语句所要表达的重点决定的，它

受应试者的意愿制约，在句子中的位置上不固定的。强调重

音的作用在于揭示语言的内在涵意。由于表达目的不同，强

调重音就会落在不同的词语上，所揭示的涵意也就不相同，

表达的效果也不一样。 3．感情重音。感情重音可以使朗读

的作品色彩丰富，充满生气，有较强的感染力。感情重音大

部分出现在表现内心节奏强烈，情绪激动的情况。 （三） 语

速 应试者在朗读时，适当掌握朗读的快慢，可以造成作品的

情绪和气氛，增强语言的表达效果。朗读的速度决定于作品

的内容和体裁，其中内容是主要的。 1．根据内容掌握语速

。朗读时的语速须与作品的情境相适应，根据作品的思想内

容、故事情节、人物个性、环境背景、感情语气、语言特色

来处理。当然，语速的快慢在一篇作品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要根据具体的内容有所变化。 2．根据体裁掌握语速。

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在选编朗读测试材料时，为了



保证作品难易程度和评分标准的一致性，所选的50篇作品，

几乎都是记叙文。记叙文有记事、记言。一般说，记事要读

得快些，记言要读得慢些。 （四） 语调 语调指语句里声音高

低升降的变化，其中以结尾的升降变化最为重要，一般是和

句子的语气紧密结合的。应试者在朗读时，如能注意语调的

升降变化，语音就有了动听的腔调，听起来便具有音乐美，

也就能够更细致地表达不同的思想感情。语调变化多端，主

要有以下几种： 1．高升调。高升调多在疑问句、反诘句、

短促的命令句，或者是表示愤怒、紧张、警告、号召的句子

里使用。朗读时，注意前低后高、语气上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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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