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名称 大学语文 授课学时 2 课时

授课章节 朗诵技巧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了解诗歌朗诵的定义；
2.熟悉并掌握诗歌朗诵的技巧；
3.欣赏诗歌《我爱这土地》。
◆能力目标：
1.激发学生阅读诗歌的兴趣；
2.初步掌握诗朗诵的基本技巧；
3.进一步提高学生朗诵水平。
◆素质目标：
激发学生热爱红色经典诗词，坚定理想信仰、铭记初心之源、
厚植爱国情怀、塑造高尚人格，提升人文素质。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
诗歌朗诵技巧的理解。
◆教学难点：
用所学朗读技巧在诗歌朗读中充分的体现。

教学方法与

策略

◆教法：讲授法，任务驱动法
◆学法：讨论法、小组探究法
◆教学策略：
三个教学阶段“课前——课中——课后”三个阶段；
六个教学环节“导学、设疑——互动、思辨——扩展、实践”；

思政元素设计

本节课主要围绕诗歌朗诵技巧进行学习，在学习中主要结
合我国优秀的诗歌作品做以演练，过程中使同学们受到美的熏
陶，热爱祖国，热爱生活。其中“红色经典”诗词具有革命性、
时代性、坚定性和价值性等特征，对于大学生坚定理想信仰、
铭记初心之源、厚植爱国情怀、塑造高尚人格、提升人文素质
具有重要影响，是课程思政的重要资源。应从激发大学生热爱
红色经典诗词、活跃课堂气氛、营造舆论氛围等方面着手，积
极在课堂中进行课程思政教改创新。



教学过程

◆任务引入（10 分钟）
诗歌概念：用清晰、响亮的声音，结合各种语言手段来完

善地表达作品思想感情的一种语言艺术。
①朗诵的声音要求
②朗诵的基本表达手段
③把握作品思想情感

◆诗歌朗诵技巧（60 分钟）
（1）重音
重音是指朗诵、说话时句子里某些词语念得比较重的现

象。一般用增加声音的强度来体现。
①语法重音：一句话当中，没有表示特殊思想感情的含义，

只是根据语法结构的特点而重读。
②强调重音：指的是为了表示某种特殊的感情和强调某种

特殊意义而故意说得重一些的音，目的在引起听者注意自己所
要强调的某个部分。

重音练习：《团泊洼的秋天》
（2）停顿
停顿指语句或词语之间声音上的间歇。
①生理停顿：即朗诵者根据气息需要，在不影响语义完整

的地方作一个短暂的停歇；
②语法停顿：是反映一句话里面的语法关系的，在书面语

言里就反映为标点；
③强调停顿：为了强调某一事物，突出某个语意或某种感

情，而在书面上没有标点、在生理上也可不作停顿的地方作了
停顿，或者在书面上有标点的地方作了较大的停顿，这样的停
顿我们称为强调停顿。

停顿练习：《天上的街市》
（3）语速
语速是指说话或朗诵时每个音节的长短及音节之间连接

的紧松。
①一般说来，热烈，欢快、兴奋、紧张的内容速度快一些；
②平静、庄重、悲伤、沉重、追忆的内容速度慢一些；
③而一般的叙述、说明、议论则用中速。
语速练习：《雷雨》节选
（4）句调
①升调，一般用来表示疑问、反问、惊异等语气。
②降调，一般用于陈述句、感叹句、祈使句，表示肯定、

坚决、赞美、祝福等感情；
③平调，用于不带特殊感情的陈述和说明，还可表示庄严、

悲痛、冷淡等感情；
④曲调，全句语调弯曲，或先升后降，或先降后升，往往

把句中需要突出的词语拖长着念，这种句调常用来表示讽刺、
厌恶、反语、意在言外等语气。

句调练习：《囚歌》



◆名篇欣赏与朗诵（20分钟）

艾青《我爱这土地》赏析及朗诵：

（1）《我爱这土地》情感基调；

（2）《我爱这土地》朗诵练习。

反思与改进
诗歌朗诵需要大量时间进行训练，本节课时间有限，给学

生进行的宽泛性的技巧性上的指导，如果想达到更良好的效
果，需要增添课时，更专业化、细致地练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