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朗读，就是把无声的书面语言转

化为有声语言的再创作活动，通过朗读可以

声情并茂地把书面语言融情于声，从而变为

富有感染力的口头语言。古人云，“读书百

遍，其义自见。”朗读是小学阶段学生必须掌

握的一项基本能力，朗诵教学的成效，直接

影响到教师课堂阅读教学的效率。因此，加

强小学语文课堂朗读教学训练，明确朗读教

学要领，形成高效朗读教学策略，应是每一

位小学老师都应为之努力的方向之一。本文

以山东省菏泽市单县人民路小学为例，从该

校朗读教学的问题入手，组织教师不断实践

和探究，总结出了朗读教学的指导策略和方

法，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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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对小学语文朗读教学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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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程总目标中，没有出现“朗读”，但在各

个学段都提出了“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

情地朗读课文”的学段要求。其中，第一学段

是“学习用”，它强调的是在老师的指导、示

范下去用普通话朗读，它强调了学习的过

程。第二学段是“用”，它强调的是使用普通

话进行朗读实践的过程，并要求形成用普通

话朗读的习惯。第三学段是“熟练地用”，它

强调的是能力上的达成度，具有一定程度的

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的

水平。

由此看出，新课标背景下，朗读不仅

仅是一种技能的训练活动，更是一种主

体生命活动。朗读与“理解、把握、体验、

领悟”等密不可分，朗读不应外在于这些

活动形式，而应包孕于这些活动形式。也

就是说，朗读在性质上应从属于“感悟、

积累和运用语言的语文实践活动”。故

此，教师在指导学生朗读时，就应该根据

学段特点作出有针对性的要求。对于起

步阶段的阅读教学是科学的，符合学生

认知发展的规律、语言建构的规律和语

感形成的规律。

新课标下优化语文朗读教学的策略

从一年级抓起，打好朗读的基本功。叶

圣陶先生说过：“教育是什么？简而言之，就

是养成良好的习惯。”读书也不例外，就这点

来讲，最好从小学一年级抓起，严格要求，学

生读书时要做到眼到，口到，心到。要读好课

文，首先要把课文读正确，读流利，打好朗读

基本功。即做到“六不”：不丢字，不添字，不

错字，不重复，不唱读，不读破句子，形成良

好的读书习惯，学生能达到正确朗读，也就

初步形成了读书能力，那么把课文读流利也

就水到渠成了。

拓宽朗读范围，培养良好的朗读习

惯。在语文朗读教学中，教师应努力挖掘

符合小学生兴趣和特点的朗读材料，有效

地拓展学生的朗读面和阅读量，并加以科

学的指导和评价。同时，针对学生原先形

成的不良朗读习惯，教师也要注意纠正，

尤其是学生在朗读新内容中，更容易将种

种不良朗读习惯体现出来，如多字漏字现

象，词组拆开停顿现象，错误断句现象等，

教师要善于把握时机，利用学生朗读新材

料的机会纠错改错，从而培养起学生良好

的朗读习惯。

掌握朗读技巧，提高教师的指导效率。

学生朗读好与坏，一方面与学生的自身语文

素养高低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老师的教授分

不开。就指导而言，目标中“正确”和“流利”

对于教师来说并不困难，且学生经过一定时

间的教授和训练后，完全可以在课前预习中

独立达成，从这一点出发，日常课堂教学中

对于朗读的教授和指导，主要是针对学生如

何达到“有感情”地朗读这一环节上，这也正

是教师最为困惑之处。笔者认为，抛出整体

感知文本后的情感融入，仅从听觉上衡量学

生是否做到了有感情地朗读，主要是听其是

否做到抑扬顿挫，也就是要综合处理好朗读

中词语和句子的重音、停顿、语速、语调和语

气之间的关系。

提升学生兴趣，创造丰富的朗读方式。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也是提高小学朗读

教学效率的重要因素。培养小学生对语文

朗读的兴趣，除了从小学生特性入手，选取

其感兴趣的朗读材料之外，还可以创造丰

富的朗读形式，来让学生体验不同朗读形

式带来的不同效果。比如，分角色朗读，即

让学生读课文里描述的不同角色；表演式

朗读，对一些情节曲折生动、形象鲜明的课

文可编剧表演，借助手势、表情、动作、道具

等，将静态文字转化为动态的画面，以体会

角色形象，读出真情实感，体会文章蕴含的

情感；比赛式朗读，最能调动学生的积极

性，参与性；想象式朗读，根据课文内容，边

朗读边想象，把文字变成一幅幅活的画；配

乐朗读，朗读课文时，用合适的音乐创设情

境，调动学生的情感参与，以情激情，感染

学生。

语文朗读教学评价的有效策略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日常的朗读

课堂评价中，如果我们的课堂评价语言能做

到富有艺术性和引导性，那么我们就可以充

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能很好地提高课堂

教学的质量。

巧妙运用评价语言。苏联教育家马卡

连柯说：“教育是最辨证最灵活的一种科

学，也是最复杂最多样化的一种艺术。”有

些优秀教师的课留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

那一句句甜美、动听的评价语言。因此，对

学生的否定性评价完全可以转化为肯定性

评价，让学生在充满艺术的评价中体验到

精神的愉悦，受到美的熏陶，从而产生持久

的学习兴趣。

幽默的课堂评价。教育家斯维特罗夫

说：“教育最主要的也是第一位助手，就是幽

默。”幽默的教学语言，绝不是为了博得学生

一笑，它在给学生以愉快欢悦的同时，促进

学生深入思考，悟出笑外之声，从而起到积

极的教育作用。有的老师常常以恰到好处的

教学幽默润色课堂，为教学增添亮色，给人

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双向互动，师生互评。一方面教师评。

学生只要读得基本正确、流利，就应该得

到教师的肯定。如果学生能根据自己的理

解读出快乐、伤心、喜欢、讨厌等感情来，

就要给予鼓励。另一方面，学生之间相互

进行评价，往往更具有吸引力，因为来自

同伴的称赞和认可，可以增强学生的自信

心、归属感等。

结语：总之，老师要采取多种策略，创设

朗读的情境，给足朗读的时间，让学生自由

地读、充分地读、读中体会、不断感悟，吸引

学生主动融入阅读情境，感受语言的神奇、

内容的丰富多彩、内蕴的意味绵长；在评价

目的上，注重学生个体阅读能力的发展，以

多元化评价引导朗读教学，从而促进学生阅

读意识、能力与品质充分发展。

新课标背景下提高小学语文朗读教学的探究
姻山东省菏泽市单县人民路小学 史迎春

肺部感染，如肺炎，是一种在全球范

围内普遍存在的健康问题，它不仅影响着

成千上万人的身体健康，还对患者的日常

生活和心理状态造成深远影响。在诊治的

同时，恰当的后续护理和康复措施对于确

保患者能够全面康复并降低复发风险至

关重要。为此，我们精心编制了一份详尽

的肺部感染后护理和康复指南，旨在帮助

患者及其家庭成员了解和实施有效的康

复策略。

1.饮食调整

保持均衡饮食是肺部感染康复过程中

非常关键的一步。这意味着在日常饮食中应

该摄入足够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以

支持身体的修复和增强免疫系统。蛋白质是

身体修复和细胞再生的重要成分，可以通过

摄取鱼类、瘦肉、豆类和奶制品来获取。维生

素和矿物质，特别是维生素 C和锌，对于增

强免疫系统和加速康复至关重要。这些营养

素可以通过摄入新鲜水果和蔬菜、坚果和全

谷类食品来获得。此外，保持充足的水分摄

入也非常重要。多喝水不仅可以帮助保持身

体水分平衡，还可以帮助液化痰液，使其更

容易咳出，从而减轻呼吸困难。

2.呼吸锻炼

肺部感染康复的另一个关键方面是通

过呼吸锻炼来增强肺功能。这包括进行深呼

吸练习和呼吸物理疗法，如使用呼吸训练

器。深呼吸练习可以通过增加肺部通气量和

改善呼吸模式来提高肺功能。使用呼吸训练

器则可以通过有目的的练习来增强肺部肌

肉，提高肺部的氧气吸收能力和二氧化碳排

放效率。此外，定期进行轻度至中等强度的

有氧运动，如散步或轻松游泳，也是非常有

益的。这些运动不仅能提高心肺耐力，还能

促进整体血液循环，加速康复过程。

3.药物管理

在肺部感染的治疗过程中，药物治疗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患者需要严格按

照医生的指导服用抗生素或其他药物。即使

在症状有所改善后，也不应自行决定停药，

因为过早停药可能导致感染复发或产生抗

药性。同时，患者应密切关注任何药物副作

用，并及时与医生沟通。这包括但不限于消

化不良、皮肤反应或任何不寻常的身体变

化。医生可能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调整药

物剂量或种类，以确保治疗的有效性同时减

少副作用的风险。

4.个人卫生

在肺部感染后的康复期间，保持良好的

个人卫生习惯是至关重要的。经常洗手是预

防病毒或细菌传播的最简单而有效的方法

之一。特别是在触摸面部，如鼻子、嘴巴和眼

睛之前，务必洗手，因为这些部位是感染进

入体内的主要途径。此外，咳嗽或打喷嚏时

应该使用纸巾或肘部遮住口鼻，这样做不仅

可以保护自己免受细菌或病毒的感染，也能

防止将病原体传播给他人。这些简单的卫生

习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再次感染的风

险，同时也保护周围人的健康。

5.环境改善

肺部感染患者的居住环境对他们的康

复同样重要。保持居住环境的清洁和良好通

风是必要的。这意味着定期清洁家中的表

面，尤其是经常触摸的物体，如门把手、电话

和开关等。确保房间有足够的空气流通，可

以减少病毒或细菌的积聚。此外，避免烟草

烟雾和其他空气污染物也非常重要，因为这

些可以刺激呼吸道，加重呼吸困难。使用加

湿器可以帮助保持室内适宜的湿度，湿润的

空气有助于减轻呼吸道的干燥感，促进呼吸

系统的健康。

6.心理支持

肺部感染及其康复过程可能会给患者

带来心理上的压力，包括焦虑和沮丧。因此，

寻求心理支持或加入支持小组是非常重要

的。这些资源可以提供情感支持，帮助患

者理解并处理他们的感受。保持积极的心

态，与家人和朋友保持良好的沟通对于维

护心理健康同样重要。分享自己的感受和

担忧，听取他人的经历和建议，可以帮助

患者更好地应对疾病带来的挑战。在一些

情况下，可能还需要专业的心理健康服务，

如心理咨询或治疗，来帮助患者处理更复杂

的情绪问题。

7.睡眠管理

在肺部感染的康复过程中，睡眠管理是

至关重要的。充足和高质量的睡眠对于支持

身体的自然恢复过程非常重要。睡眠期间，

身体进行组织修复、增强免疫系统和恢复能

量，这对于加速康复至关重要。因此，患者应

努力确保每晚获得足够的睡眠时间，同时保

持良好的睡眠质量。这可能意味着创造一个

安静、黑暗和舒适的睡眠环境，避免咖啡因

和电子屏幕，以及建立一个规律的睡前例

程。对于因咳嗽或呼吸困难而睡眠受影响的

患者，可以咨询医生关于适当的调整方法，

如使用额外的枕头来提高上身位置，减轻呼

吸不适。

8.定期检查和随访

为了确保肺部感染得到有效治疗并监

控康复进展，定期的医学检查和随访至关重

要。这通常包括定期进行胸部 X光检查，以

及根据医生建议的其他必要医学检查。这些

检查可以帮助医生评估感染的治愈情况，检

测潜在的并发症，并根据需要调整治疗计

划。同时，遵循医生的随访计划也非常重要。

患者应确保按时进行所有预约，并及时报告

任何异常症状，如持续的咳嗽、呼吸困难、胸

痛或发热等。这样的沟通可以确保及时发现

并处理任何康复过程中的问题，从而增进患

者的整体健康和福祉。

9.总结

肺部感染后的康复是一个全面而细致

的过程，涉及饮食调整、呼吸锻炼、药物管

理、个人卫生、环境改善和心理支持等多个

方面。均衡的饮食有助于身体修复和免疫

系统增强，而充足的水分摄入则有助于痰

液液化和排出。呼吸锻炼，包括深呼吸练习

和使用呼吸训练器，对提升肺功能至关重

要。合理使用药物，并严格遵循医嘱，对康

复过程同样重要，同时应注意监测任何药

物副作用。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如经

常洗手和正确的咳嗽打喷嚏礼仪，以及改

善生活环境，如保持空气清新和避免烟雾

暴露，是预防再次感染的关键。心理健康的

维护，包括寻求心理支持和与家人、朋友保

持良好沟通，对于提升康复质量和速度具

有显著影响。定期的医学检查和按医嘱进

行随访，以及良好的睡眠管理，也是确保康

复过程顺利进行的重要部分。通过这些综

合性的护理措施，患者能够更有效地恢复

健康，减少复发风险。

肺部感染后的护理与康复策略
姻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急诊监护室 王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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