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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 2002年自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被选入中
国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新闻部担任新闻
主播。期间主持《中国新闻》、《新闻
六十分》等国际频道名牌新闻栏目，深
受观众喜爱。

• 2005年加入新加坡新传媒集团中文频道，
担任中文新闻主播。

• 2005、2010年担任国际大专辩论会主席

• 2006-2010数度获新传媒最佳华文主播

• 2010、2013红星大奖最佳新闻主播



主要内容

•什么是课文朗诵？

•为什么要朗诵课文？

•怎样朗诵一篇课文？

•注意事项

•课文朗诵示范



什么是课文朗诵？



什么是课文朗诵？

• 朗读的概念传统认为是大声的阅读（朗朗读书声），一直以来我们也
会把它视为孩童阅读的起点，有点基本功的意思。

• 由朗读延伸出朗读的技巧，能帮助听众准确地理解和传达作品的内容
和感情，运用内部技巧和外部技巧进行处理和设计，实际上是一种语
言和文字的再创作过程。

• 经过感情融汇、技巧处理之后，语言可以变得生动、形象，更具有表
现力和韵律感。



（1）朗读的内涵和外延正在扩大

• 传统的朗读大家着重于“读”，但是现在的语言表达其实是个多维的过程，
不单单再是声音的单一传达。辅以肢体语言，以及营造出来的场景感、画面
感和氛围感。

• 发展到现代，语言已经是一个高度视觉化的东西。听到某个声音，脑中马上
会产生画面感、声音很快会勾起视觉经验，尤其现代孩子，他们脑部对画面
感的处理基本大过于对语言的感知。

• 虽然这有利有弊，但我们可以运用这一点，让孩子们看到文字就能启动脑子
里的库存，让文字表述的东西立体起来，和他们的记忆产生联系，马上就有
感觉了。

• 以前是由文字想象出画面，现在很可能是由画面再回到文字。



（A）公众表达（即兴演讲力）的初级形态

• 我们学习语言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传播、表达。

• 良好的表达依托于先读好、理解好的基础。

• 就近而言，小六会考的口试部分，那也是一篇即兴表达。



（B）朗诵不是“假·大·空”

• 曾经的朗读朗诵，可能觉得声量更高、更具戏剧性，就是朗读朗诵。

• 但实际上，朗读朗诵其实是一种真听、真看、真感受的过程，这样才
真正动人，以更人性化、更个性化的方式呈现出来。



为什么要朗诵课文？



为什么要朗诵课文？

1. 有利于开发脑部：曾经有研究显示其实声音在脑部是有一个自我先感
知的过程，虽然它经由嘴，但实际也是一个脑力过程。见字有感知，
也是培养孩子们形象思维的过程。

2. 有利增强自信，多读自然敢于在众人面前表达，也就是所谓的不怯场。



为什么要朗诵课文？

3. 大声朗读能够刺激大脑输出的过程，脑神经处于兴奋状态，让人在那
一刻更加能够体会和理解内容。对语言文字的理解过程，从机械朗读
到肌肉和发声器官的物理记忆，再到真正理解。

4. 朗读是语感形成的基础，没有大量的朗读就不会有真正的语感。



为什么要朗诵课文？

5. 往年的参赛者，基本是以讲故事的形态出现。这个反复记忆的过程，
不断再学习的过程，也能够把故事模式记下来，成为学生以后口语表
达和写作的模板。

6. 提升情感的认知力，从“见字发声”到“声随情动”。

7. 提升语言能力的途径，前面提到的它是口语的基础，可以慢慢做到出
口成章（即兴演讲力的建设）。



朗读的两项基础
气息发声和语音语调



1. 正确的发声位置

2. 正确的气息结合

3. 体会发声和气息的小技巧

（一）气息发声



• 新加坡华语声调的误区

（1）四声声调：
• 这是音节的第三部分，它和声母、韵母功能一样重要。
• 声调是由声带震动频率决定的，能表现出音节的高低抑扬变化。

调类和调值：阶梯比对法
• 阴平（一声）：高而平—巴/55
• 阳平（二声）：中升调—拔/35
• 上声（三声）：降升调—把/214
• 去声（四声）：劝降调—罢/51

（二）语音语调



（2）前后鼻音、平翘舌、舌面音误认舌尖音

（3）有介母的拼读误区和技巧

（二）语音语调



怎样朗诵一篇文章？



（一）朗读的比对解释

• 道、法、术对应情、声、气的结合。

• 道，是规则、自然法则。相应的就是朗读中的“真”，真实的情感
（对孩子们普及语言之美也是我们的道）。

• 法，是体系和原理，总结出的原理。

• 相对应的是气息原理和声音原理，了解气息和声音的原理才能在原理
下找方法。



（一）朗读的比对解释

• 术，是具体操作方法，在规则体系指导下的方法，法不变，具体方法
可千变万化，术可通过练习获得。

• 最后一点是器，就是按照了道法术运行下来，产生的结果，一个个朗
诵的作品就是“器”。



（二）创作基础：内在技巧

1. 创作准备：备稿六步
i. 层次
ii. 主题（是什么）
iii. 背景
iv. 目的（为什么）
v. 重点
vi. 基调（怎么做）



2. 情景再现（引发态度和情感）

3. 内在语（揭示语句本质和关系，不便表露、不能表露的语句关系）

4. 对象感（调动思想感情）

（二）创作基础：内在技巧



5. 停连：停顿和连接，显示语意、抒发情感

• “停”是想引起注意、强调等等；

• “连”是话没说完

o下雨天/留客天/天留/我不留

o飞机在草地上空/飞了一圈

（二）创作基础：内在技巧



5. 停连：停顿和连接，显示语意、抒发情感

• 停连的法则：标点符号是参考、语法关系是基础、情感表达是根本

• 停连的位置：区分语意的地方、前后呼应的地方、强调转换的地方、并
列分和的地方、思考判断的地方、回味咀嚼的地方

（二）创作基础：外部技巧



停的处理方式

• 落停（一般都出现在段落句尾，多数为降调，少数为平停，如：空气中
弥漫着阵阵幽香。）

• 扬停（句中“逗号”“顿号”，包括段落中句尾的句号，如：这里是碧
山花园小学，我们今天……）

（二）创作基础：外部技巧



连的处理方式

• 直连（一连串顺承的动作，如：我下了车、背了包、拿起手机就往门外
跑，生怕跟不上他们。）

• 曲连（没有顺承关系的，是不同东西凑在一起，但又必须一口气读完的，
如：亚细安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二）创作基础：外部技巧



6. 重音：着重强调的词或词组

• 重音不等于轻重格式和重音重读

• 意义：语意更准确、感情更鲜明、逻辑更清晰

（二）创作基础：外部技巧



6. 重音：重音的选择

A、陈述事实的核心词

• 我是碧山花园小学的华文老师。

B、抒发感情的关键词

• 这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没有丝毫的犹豫；赢得了所有人的赞美；
这几天新加坡大雨哗哗地下个不停（拟声词）。

（二）创作基础：外部技巧



C、体现逻辑的对应词

疫情期间，政府向企业进行了补贴，不仅如此还给人民发放援助金。

D、有特殊意义的主要词

新加坡政府推出“入息补贴计划”，今年的“渐进式薪金制度”也有所
改变。

（二）创作基础：外部技巧



种类

• 并列（新加坡拥有多元种族、多元文化）

• 对比（已经85天了，老人一条鱼也没有打到）

• 呼应（他是谁呢？他是这所学校的校长。）

• 递进、转折、肯定等等

（二）创作基础：外部技巧



表达方法

• 高低强弱（小蝌蚪看到青蛙妈妈，大声地喊：妈妈，妈妈……）

• 快慢停连（他悄悄地走到同学身后，一把拿起皮包，飞快地冲了出去）

• 虚实结合（云中的神啊、雾中的仙、神仙姿态桂林的山）

• 运用原则：少而精、有对比、讲分寸、多变化

（二）创作基础：外部技巧



7. 语气语调

• 语气变化，高低抑扬变化

• 即使同个句子，也可能因为语气语调的处理不同，表达出不同的效果。

（二）创作基础：外部技巧



• 这是一百万元。（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司空见惯）

• 这是一百万元！（强调金额很大）

• 这是一百万元？（怀疑，不相信有这么多）

• 这是一百万元？（惊讶，怎么这么多）

• 这是一百万元？（喜悦，为一下子有这么多钱而高兴）

• 这是一百万元！（后悔，不该错过赚大钱的机会）

上面例子可以看出来语气语调的升降变化（尤其在句末比较明显）

（二）创作基础：外部技巧



• 在专业领域会把语调可分为四种：高升调、降抑调、平直调、曲折调。

• 高升调：句子的语势由低到高。一般表示惊讶、疑问、反诘、呼唤、
号召等。如：近来你的学习成绩怎么下降了！

• 降抑调：句子的语势由高到低。一般表示肯定、感叹、恳求、自信、
祝愿等，如：一、我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二、请你帮我解决这个
问题吧。

（二）创作基础：外部技巧



• 平直调：整个句子语势平稳舒展，没有明显的高低变化。一般用于陈
述、说明、解释，表示严肃、庄重、平静、冷漠、悼念等。如：我们
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 曲折调：句子的语势曲折变化，有起有伏。一般用来表示夸张、讽刺、
幽默等，如：她太可爱了，连哭鼻子的样子也招人喜欢。

（二）创作基础：外部技巧



8. 节奏

• 最重要的是韵律感，不快不慢、有快有慢、大珠小珠落玉盘

（二）创作基础：外部技巧



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

可能出现的问题：

1. 散（不抱团，句子太散、词与词之间太散，因此应该避免练单字，长
期就很容易“跳”）

2. 冷（不带感情，读什么都是一个样、一个调）

3. 拙（笨笨的，没有技巧性，重点、停顿、语气不会运用）



总结



总结

• 语无定势，内容为王

• 返璞归真，雕琢不留痕迹

行云流水、变幻起伏、
抑扬顿挫、情感跌宕、

运用自如，使内容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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