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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的浪潮席卷了整个教育领域。它改变了人们以往的教育观念、教育模式与教育方法。

而朗读教学作为高中语文阅读教学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其在享受互联网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给老师们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将通过文献研究以及问卷调查等方法,针对高中语文现代诗歌朗读教学开展中

存在的问题,基于互联网大环境,结合部编版高中语文教材部分现代诗歌篇目,探究教师如何有效开展现

代诗歌的朗读教学,以期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与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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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篇幅短小、节奏鲜明的现代诗

歌而言,朗读是非常有效的学习方法。朗

读将无声的文字转变为有声的语言,蕴

含着读者对文本情感与内容的理解和内

化。师生同读、同感、同悟,能够碰撞出

更多情感的火花。而在具体的朗读教学

的开展过程中依旧存在着一些问题。笔

者根据调查结果了解到,迫于高考压力,

学生的朗读训练时间并不充裕,大多仅

存留课堂上十几分钟的时间。并且部分

教师的朗读水平和信息化素养相对欠缺,

对互联网资源不能充分、有效地利用,

给学生的朗读指导不够具体、深入,致使

学生对朗读的兴趣并不是很高。针对以

上问题,本文将基于互联网大环境,结合

部编版高中语文教材,进一步探讨高中

现代诗歌朗读教学的开展策略。 

1 搜集朗读视听资源,学习掌

握朗读技巧 

如今互联网教学顺应教育改革的趋

势,在时代发展中呈现出很多优势特点。

教师在开展朗读教学时,可以充分利用

多媒体设备,通过网络平台、APP等搜集

相关音频、视频。例如爱奇艺、腾讯、

优酷等这些视频播放软件里有很多朗读

的视频；音频资源可以通过酷狗、网易

云等音乐播放软件来寻找。除此之外,

“度娘”也是我们平时搜集资源的大窗

口。这些网络平台不仅有娱乐、消遣的

休闲功能,其教育价值也需得到充分挖

掘。在进行教学时,播放视听资源可以有

不同的时间段。以《沁园春·长沙》为

例,首先可以在讲解前播放,让学生初步

感受整首诗的情感基调是高亢的、激昂

的；也可以在讲解完成后播放,让学生在

理解了诗歌内容和思想情感的基础上,

从专家的语气、语调和节奏中,体悟毛主

席旷达的胸襟和伟大的抱负,以起到升

华情感、画龙点睛的作用。另外,在诗歌

讲解过程中也能反复播放。这种更侧重

于朗读技巧的指导。《沁园春·长沙》上

片写景,下篇抒情,上片景物描写可以让

学生多次聆听专家的诵读,想象“万山”

红遍之恢弘、层林“尽染”之雄伟、漫

江碧“透”之宽阔、“百舸”争流之热闹、

鹰击鱼翔之勃发与自由。教师要重点指

导学生从停顿、速度、节奏、语调、重

音等方面学习专家的朗读技巧,前三句

要缓慢的读,为之后所见之景蓄势。从

“看”字之后要读出气势、重读动词、“长

空”“浅底”前需情感停顿, 后“竞自由”

要放慢速度,一字一顿的读,语调上扬以

展现壮美辽阔之景。这样学生通过音频、

视频的感染,不仅能够提高朗读能力,而

且也进一步加深了对文本的理解,潜移默

化中接受了优秀文化的熏陶感染。 

2 利用网络朗读平台,线上打

卡练习展示 

目前网络朗读平台使用较多的有荔

枝FM、喜马拉雅FM。教师可以在这些软

件里创建班级朗读栏目,学生进行朗读

打卡,将朗读作品投稿于班级朗读栏目

中,教师通过线上的音频记录学生每次

的朗读情况,将朗读进步大或者朗读较

好的音频放于课堂上播放,让同学们互

相学习、交流,取长补短。同时,学生的

朗读内容不能仅局限于教材内,要拓展

相关作品丰富学生的阅读视野。例如徐

志摩的《再别康桥》,这首现代诗完美的

体现了诗歌的“三美”,学生通过朗读将

画面、声音、情感融为一体,不仅提高了

朗读水平,而且对学生审美能力的发展

也大有裨益。基于这一点,教师可以拓展

到徐志摩的诗歌风格专题朗读教学。让

同学们课后朗读《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

个方向吹》《偶然》《海边的梦》等徐志

摩的经典诗集,并上传至班级朗读栏目

中,让同学们自主探究徐志摩诗歌风格

特点,教师在课堂上做补充指导。这样线

上线下双向交叉学习,相辅相成,极大地

提高了教学效率,学生收获的不仅是课

内的知识,更多的是朗读方法、朗读兴趣

和课外知识。央视推出的一个高品质声

音聚合分发平台《云听》也是同学们学

习互动的好地方,里面的“云听轻学堂”、

“书海声宴”资源丰富,方便获取。除此

以外,抖音、快手等视频类APP也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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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朗读展示中。例如闻一多的《红烛》、

普希金的《致大海》在朗读时可以配上

红烛或大海的背景图,学生在朗读的同

时加上必要的肢体语言, 后制作成视

频进行展示。在这一过程中,既能够检测

学生对文本内容的理解程度,同时也锻

炼了学生的演讲、表演、视频制作等多

方面的能力,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

升。考虑到高中生学业压力大,教师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学生朗读打卡的周期

或小组合作进行视频展示,以通过这样

的方式缓解学习压力、提高学习热情。 

3 开展经典诵读活动,线上投

票多元评价 

经典诵读是近年来基础教育工作中

大力提倡的一种活动形式。传诵经典不

仅是对优秀文化的致敬,更多的是对学

生人生发展的熏陶与感染。高中是基础

教育阶段压力 大的一个时期,学生在

承受高考重担之余也要适当放松身心。

而经典诵读作为一个极具意义的活动,

其易开展,影响大,能够让学生在紧张繁

忙的学习中停下脚步,倾听经典之声,放

松心情,感悟传统文化的魅力。教材中的

选篇都是编者精挑细选出来的优秀文章,

教师可以在班里开展经典诵读会,按照

体裁划分为不同的朗诵专题。例如现代

诗歌专题、文言文专题、古诗词专题、

散文专题等。从本文来看,部编版教材中

《大堰河-我的保姆》《致云雀》《自己之

歌》《峨日朵雪峰之侧》《立在地球边上

放号》等等这些经典之作可整合为一个

现代诗歌朗读单元。教师在平时的训练

指导过程中,将学生的朗读音频精细加

工传至网络平台,通过线上投票的方式,

汲取来自社会各方的多元评价,从而让

学生更加客观、全面地认识自己。若条

件允许,可以将此类活动延展至学校、社

会,邀请市朗协、电视台或者更加专业的

老师们从网络终端投票,针对学生的朗

读提出具体、深入的建议,让专家老师们

进行范读,从语速、停顿、重音、语调、

节奏等多方面为学生提供更直接的示范,

切实打造有水平、有文化、有内涵的经

典诵读会。另外,教师可引导学生观看

《见字如面》《朗读者》《经典咏流传》

等朗诵类节目,截取与教材内容相关的

经典内容在课堂上播放,或者传至班级

朗诵群中,让学生利用零散时间,课后自

主练习。让经典诵读之风吹遍校园、吹

向社会,通过网络平台投票的方式让更

多的人参与到经典诵读的队伍中,社会

将弥漫文化的气息,而新一代将在文化

的浸润中茁壮成长。 

互联网时代的教育,更方便、更全

面、更智能、更高效。对师生而言,这既

是机遇,又是挑战。为了顺应教育信息化

的趋势,教师们应该不断提高自身的信

息化素养和专业水平,不断汲取新时代

的新技术、新方法,践行终身学习的理

念。在提高自身朗读水平的同时,也要积

极地为学生搜集更多优秀的朗读作品、

提供朗读展示平台、传授更多朗读技巧、

记录学生的朗读点滴,为紧张的高中生

活增添更多优秀文化的养分,注入更多

信息化的玉露琼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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