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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题目
项目 3 朗读短文

任务 1 基本要求

教学内容 普通话水平测试对朗读短文的基本要求

教学时数 2 授课地点 教 室

教学条件 多媒体、黑板、超星学习通 APP

教

学

目

标

知识目标 语音标准、基本要求、朗读技巧

能力目标
运用普通话朗读短文，做到语音规范、语流音变到位、整

体自然流畅

素质目标 能灵活运用停连、语气、节奏、重音等朗读技巧

教

学

重

难

点

重 点 对朗读短文的基本要求

难 点 掌握朗读技巧

教学方法与手段 讲授法、演示法，练习法，超星学习通

课程资源
普通话水平测试用词语表（山西版）

现代汉语词典第 7版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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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 朗读短文

任务 1 基本要求

一、教学过程

（一）课前准备

【学生准备】

在课程目录下载电子课件进行课前预习，预习朗读短文 60 篇作品。

【老师准备】

在创建的《普通话训练与考级》班级活动中编辑保存课程作业、互动讨论、

随机分组等活动内容。

（二）课中教学（参考时间：90min）

【课程导入】（参考时间：10min）

在学习通平台发布一篇朗读作品，随机抽点一位同学朗读出来。老师现场点

评，指导哪些问题会扣多少分，现场评测打出本项目分数，引导学生明确本节课

内容，了解朗读短文的基本要求及朗读技巧。

【教学实施】（参考时间：70min）

1.朗读的概念（讲授法）

朗读，顾名思义，就是放声地读，是把文字记载的故事或者道理响亮地读出

来。朗读是人们学习、工作、生活中常用的一种语言技能。一个人要学习一种语

言，就得反复朗读那种语言的词句篇章；想深入品味、全面鉴赏一篇作品，常常

要朗读;要面对公众阐明观点、表明态度、抒发感情，往往需要宣读，也离不开

朗读技能。

当然,以学习为目的的朗读和以表达为目的的朗读,有较大的差异。用于学习

的朗读要语音正确、语句流畅、语调自然，重在强化记忆，培养语感；用于表达

的朗读，则侧重于表述准确，情感适宜，要唤起听众的共识和共鸣，这也可以称

之为朗诵。无论哪种朗读，其共性的本质特征是要把诉诸视觉的文字材料(书面

语)转化为诉诸听觉的语音形象(口语)。

在普通话水平测试中，朗读短文是测查应试人使用普通话朗读书面作品的能

力和水平的项目。普通话水平测试项目的顺序编排得十分科学，在读单音节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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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音节词语之后，进行短文朗读测试，正是一个由音节到语流、由局部到整体、

由静态到动态的循序渐进的过程。这样既符合人们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又符合

人们训练技能的一般规律。朗读的检测目的是在测查应试人声母、韵母、声调标

准程度的同时，重点测查语流音变、停连、语调以及流畅程度。对大多数参加测

试者而言，只要达到朗读的标准即可，不必过分追求情感的表达及感染力。

2.朗读的基本要求（讲授法）（教学重点）

普通话水平测试的短文朗读，具有展示学习普通话成果和表达优秀作品的双

重属性既检测应试人的普通话水平，又检测应试人运用普通话进行朗读的能力。

一般说来,有以下几点基本要求：

（1）语音准确规范

语音准确规范是朗读短文最基本的要求。和朗读单音节字词、双音节词语相

比，其要求从量到质都发生了变化。一篇短文有 400 多字，不仅要读准每个字的

声韵调，和第一项测试的要求相同;还要根据语流音变的规律，读好应该变音的

音节，和第二项测试增加的要求相同;还得准确把握句子的语气语调，处理好停

连抑扬和徐疾轻重，把短文读得语速得当、流利顺畅。

要读好在连读时应该音变的音节，首先要根据语流音变规律，确认哪些音节

发生音变。确认的基本方法是:根据语义和结构以词或短语为单位把每个句子分

析开，在词或短语内部看音节间的相互影响,判断哪些音节发生音变，应该如何

改变；再依照改变后的音把全句完整地读出来，反复练习，直到流畅为止。要特

别注意“的、地、得”,它们作为助词必须读轻声，不能读本调。

要准确把握句子的语气语调，需要对它们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语气是句子的本质属性之一，短语甚至词加上特定的语气就成了句子。众所

周知，人们依不同的语气把句子分为陈述句、疑问句、感叹句和祈使句四种。从

表义的层面看，陈述句是要告诉别人一种事物情况；疑问句是提出疑问请求回答;

感叹句是表达一种强烈的情感;祈使句是请求或命令别人做什么。从语音形式层

面看，四种句子都有自己特定的语气语调。

语气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语调，辅助手段是使用语气词。一般来说，语调是说

话时句子的腔调，就是贯穿于全句的抑扬顿挫等语音形式。语调的构成很复杂，

一般认为是由音高音长、音强综合而成,其主要表达形式是停顿、重音和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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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语调的主要特征是平直舒缓，没有强调的重音和停顿;疑问语调的主要特征

是句末上扬，在表疑问或反问的词语上重读或在词语后伴有停顿;感叹语调的主

要特征是句末下抑，把表强调的词语重读;祈使句如果是请求的语调和陈述句相

当，如果是命令的语调和感叹句相当。当然，这些仅仅是一个基础模式,朗读中

在此基础上的变化是丰富多彩的，要通过气息、声带和口腔状态来控制,产生多

种多样的声音状态，不应该用一种语调模式处理同一语气的所有句子。

语气词是依附在句尾(有时在句中停顿前)帮助句子表达语气的，主要有“的

了、吗呢、啊、吧”等，分别表达不同的语气和口气，要根据句子的语气和口气

处理读音的轻重长短。我们以“阿诺德很快就从集市上回来了”(作品 2号)为例，

对字音、语调应该怎样分析处理，做些简要说明。

就字音而言，有 5个字值得注意:“阿”是多音字，此处是外国人名音译，

可以读为ā；“很”的本调是上声，和去声“快”结合紧密，受“快”影响调值变

为“半上”；方位词“上”，趋向动词“来”,兼表动态和语气的“了”，均应读作

轻声。

就语调而言，这句话旨在告诉读者一种事物情况，是陈述语气，语调宜平直

舒缓。尽管如此，句中仍有 3处可以安排短暂的停顿,有 4个词语可以重读，表

示语义的强调之点。选择不同的停顿处和不同重读词语，使之相呼应配合，就有

了不同的句意重点和相应的语调。

阿诺德．．．/很快．．/就从集市．．上/回．来了。(划/处均可短暂停顿,加着重号词语可重

读。)

搭配一:阿诺德．．．/很快就从集市上回来了。(强调不是别人)

搭配二:阿诺德/很快．．/就从集市上回来了。(强调行动快)

搭配三:阿诺德很快就/从集市．．上回来了。(强调处所)

搭配四:阿诺德很快就从集市上/回．来了。(强调返回)

到底在什么地方安排停顿，停顿多久,哪些词语应该重，重到什么程度等等，

都由朗读者根据表达需要自己分析处理。就这个句子自身的意义和它在短文中的

地位和作用来看，不妨把停顿和重读处理成搭配二:阿诺德/很快．．/就从集市上回

来了。

至于如何把短文读得声情并茂，还得看对短文的理解程度和表现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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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确理解作品

朗读作品又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是准确和自然流畅。要满足这个要求，就需要

朗读者正确理解作品的含义，全面掌握作品表达的意思。

朗读作品，主要是代表作者表达思想感情，然后才能掺人朗读者的体验和情

绪。所以在朗读作品之前朗读者首分辨作品人称准有观位置和讲述角度；其次分

辨作品体裁，把握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或基本观点和主

要论据，选择讲述语言的格调;接着理出短文梗概、脉络和高潮，从整体上把握

轻重缓急，抑扬顿挫；还要抓准作者的写作目的、意图和主要手法，力争用声音

技巧表现出来。

普通话水平测试的朗读作品一共 60 篇，每篇是 400 多字的短文或片段。其

中 44 篇记叙文，16 篇论说文。记人、记事、写景、状物的记叙文都写得朴实自

然、清秀淡雅、情趣盎然、寓意深长；即使是论说文也是轻巧地提出论点，巧妙

地展开论述，文中充满了哲理性和抒情色彩。朗读时，在语言的把握上要准确、

朴实、自然，运用规范的生活化的语言，声音和气息要轻松自如，不需要大起大

落的情感起伏，以适应朴实中现真情、平淡中寓隽永的格调。

另外，朗读中还要注意避免读破句、念经式朗读等错误。读破句通常有割裂

词语和停顿过多两种表现。

有的人为了读准字音，逐字读文，这样就割裂了词语，破坏了词语意义和文

章结构的整体性，就是“割裂词语”;而在不该停顿的地方停顿，切断语势和意

念勾连，便会给人造成停顿偏多的感觉，给人留下断断续续的印象，这种现象称

为“停顿过多”。

念经式朗读又称“读书腔”。“读书腔”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语调的高、

低、升、降和曲折度不够，听起来整体在一个高度上；二是句尾、词尾甚至字尾

有明显的拖音，严重的像“唱书”一样,这和朗读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

出现这两种问题，主要是由于普通话不熟练和对所朗读的内容不熟悉，没有

正确理解。所以要想将作品朗读得自然流畅不出错，就应当先熟悉作品内容，正

确理解作品含义，根据作品的内容、体裁选择合适的语速和节奏,正确表达作品

的意思。如果能够把握朗读的基调以及风格，就有了读得自然流畅的基础，有了

打动人心的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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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朗读技巧（教学难点）

朗读，就是要把书面语言转化为有声语言,用声音形象再现作品的思想感情，

所以需要适当运用一些朗读技巧。朗读技巧主要表现为语言风格的选择和语音的

技术处理。

语言风格是丰富多样的,有的庄重典雅,有的平实自然,有的诙谐幽默,有的

尖锐辛辣，有的深刻隽永，有的轻松活泼，有的慷慨激越等等，可以根据作品的

内容和形式适当地做出选择。但它们都建筑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那就是规范的

生活化的语言。所谓生活化是让书面语回归生活，回归自然，像平时讲话交谈那

样，让思想情感自然流淌，不故弄玄虚，不矫揉造作。所谓规范是要充分表现书

面语的严谨规整，使语句意义和结构严密完整语气和语调完备顺畅,不读破句子，

不重复跳脱。在此基础上选择适当的语言风格，这就可以说是确定了朗读的基调

了。

重音、停连和节奏是语言表达的方法和技巧，是表现语气的基本依托，是表

现作者情感、体现文章主题的重要手段，是对语音进行技术处理的侧重点。虽然

重音、停连和节奏应因文而异，但也应当遵守一些一般性的原则。

重音确定的原则是少而精、主次明，不要一个劲儿地重读。突出重音的方法

要多样化，不要一味地提高嗓门,加大音量。

停连，实际是恰当地安排停顿。停顿是语流的间歇，是语流不可或缺的成分，

可借以换气，也能显示语意、抒发感情，有时甚至能起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

作用。朗读短文时，在什么地方停顿、停顿多长时间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口语中

明显的较大停顿，在现代书面语中都使用了标点，按照作品中标点符号的位置和

样式，就可以安排停顿和语气，基本回归口语的本来状态;口语句子内的小停顿,

书面语没有使用标点，则需要根据句子的结构和表达的需要酌情安排,像例句“阿

诺德很快就从集市上回来了”那样。要使停顿和连接相互配合、相互补充，为文

章的组织结构、起承转合等发挥作用，才能做到停连有致，发挥有声语言所具有

的张弛跌宕，错落呼应，引人回味想象的优势，收到以声动人、以情感人的效果。

朗读的节奏是声音轻重徐疾、起伏顿挫的集中表现，是全篇情感波澜的又一

种表现形式,要服从并服务于全篇的基调。调整节奏有一些常用的方法,如:欲扬

先抑,欲快先慢,欲重先轻,加强对比等等,巧妙地运用这些方法,在各种文体的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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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都可以发挥作用。

在朗读时，语音表达的各种方法综合地体现在有声语言中，要在作品思想感

情的统领下，互相融合，紧密配合,忠实地为作品的思想内容服务。单纯地为显

示技巧的朗读,哪怕只是一句，也是要不得的。

朗读是一种技能，要靠长期的训练和实践才能达到一定的水平。朗读练习不

可纸上谈兵，也没有捷径可走，多听、多练、多实践是唯一的方法。多听示范朗

读作品可以提高朗读技巧，愿大家平时就注意培养朗读能力，使它成为您工作、

学习、生活中的有力帮手。

【教师点评】（参考时间：5min）

教师抽点学生进行短文朗读，点评纠正学生的错误或偏误，指出改正方法，

引导学生掌握朗读技巧，明确普测中对短文朗读的要求。

二、作业布置（参考时间：5min）

熟悉 60 篇作品

三、板书设计

项目 3 朗读短文

任务 1 基本要求

1.朗读的概念

2.朗读短文的要求:

语音准确规范

正确理解作品

掌握朗读技巧（停连、语气、节奏、重音）

四、教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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