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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诵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学习，在提高阅读能力和

鉴赏能力的同时，还能帮助人们陶冶情操，放松心情，同

时各地方学校也越来越重视培养学生的朗诵能力。通过规

范的普通话，结合各种语言技巧，将一个文学作品进行完

美的表达时，朗诵者感到文字的艺术。朗诵不仅需要感情

基础，还需要声音的渲染。因此，了解与熟知朗诵的基本

技巧是非常重要的。

朗诵作为一项特殊的艺术，通过语言的方式把文学作

品进行再创作，以中国现在的文学作品为核心，最先接触

到的朗诵的体裁有诗歌、散文和小说。朗诵者将自己对作

品的理解，结合个人感情与文学作品表达的含义，将停留

在字面上的文学作品转变成有声的方式。在朗诵时，人们

可以通过朗诵者的语调，感受到创作者的现实生活家庭环

境、心理特征、思想感情等，陶冶了广大朗诵者的音乐情操，

同时也给广大聆听者美的听觉享受，引起共鸣。随着音乐

时代的不断发展，朗诵已经走进了全国大学校园，成为从

事播音与节目主持、影视与文艺表演等各个专业的大学生

的有声朗诵语言表达艺术基础课程所必备的有声语言表达

基本技能。这种朗诵语言艺术在不同社会环境中发挥着不

同的重要作用。可以说它始终默默陪伴着每个人们，在每

个角角落落点点滴滴深深地默默润泽着人们的音乐心灵，

它们既是伟大的音乐天使，又是平凡的和相信者，所以现

在人们非常喜欢它。

文学作品需要不断的理解感受，要想理解好一个作品，

必须具备以下几点：

①熟悉作品，明确作品的意思，即把作品完整地读下

来，做到见字明意，明确作品的立意所在，只有准确抓住

作品的意思，对作品有准确的理解，朗诵时才能将自然放松，

充满自信，将自己的理解与感受通过朗诵的形式表达出来。

②理清作品结构，把握作品情感，一个作品的结构就

是作者所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当朗诵者在朗诵作品的时

候，要想理清结构，就必须明白作者在作品中所表达的思

想，抓住作者的感情线路，例如，当面对很长的一张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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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必须学会划分结构，通过划分结构的形式理解作者的思想

感情。

③找出作品重点，确定感情基调，作品的重点就是作

者想要表达的感情 [1]，是作者想要被读者所理解的内容，朗

诵者在朗诵作品时可以通过理解电影的形式，去理解作品，

提炼作品中的重点，明确分出作品的主干与略写，准确地把

握基调，突出作品的感情色彩，只有准确地找出作品中的基

调，才能表达出作品的感情。

感受朗诵作为一种身体心理活动，是从具体理解感受

到语言表达的重要桥梁。如果朗诵者仅仅停留在对朗诵作品

和语言表达形式内容的具体理解上显然是不够的，只有在作

品理解的具体基础上通过具体化的感受，发出的有声音和语

言情感才能活跃动起来，才能具有新的生命力。具体化的感

受又应该包括一种内心视觉感受和一种情感听觉调动，这些

才是声情并茂地准确把握表达朗诵作品，给人以一种美感听

觉享受的重要依据。

①人的身体内心环境视觉视触感受。这种朗诵活动可

以直接说是通过形象化的视觉视触感受和其他逻辑关系视

觉感受体验结合一起来对人进行视觉体会和一种活动性的

实现。这种形象化的视觉视触感受就是说即是说泛指一个朗

诵者是否能够通过朗诵运用形象视觉、听觉、味觉、嗅觉、

空间和其他各种时间知觉等，对自己所写的语言表达形式语

言具体内容过程中的所需要描述的各种具体事物逻辑关系

现象进行具体能动的一种感受体验。逻辑关系视觉感受也泛

指一个朗诵者能够通过对自己所写的语言表达形式语言具

体内容中的所描述各种事物间的逻辑关系的一种具有主观

性的感觉体验 [2]。形象心理感受与一种逻辑心理感受不是独

立相互存在的，它们之间不仅是相互存在联系的，而且必须

还需要用一种逻辑的形象感受方式去不断修正这种形象的

逻辑感受，才能得到是正确的和最符合形象逻辑的一种内心

心理感受。不然，内心逻辑感受就可能会因此出现很大偏差，

严重的还会影响情感表达的真正存在内涵。

②形象情感创作调动。形象情感创作是诗歌朗诵节目

创作的重要核心。情感的强化调动方法可以通过运用“情景

再现”“内在语”“对象感”等多个方法和多种路径组合来

进行实现。简单来说，情景情感再现法也就是诗歌创作者的

主题需要像过去的电影一样，把自己作品背景中的一个个具

体生活场景在自己的诗人脑海里进行展现，以便能唤起诗歌

朗诵者和创作者的那份情感。

停顿与休止声音持续连接的巧妙声音组合，在朗诵这

个语言创作有声语言作品具体语言的一个文字具体语流中，

那些为自己创作语言表情词的发言传心达意所做的创作作

品需要的各种不同声音连续没有中断和暂时没有休止的这

就是一种声音连接停顿；那些创作需要各种声音不断地连续

中断、不休止，特别在凡是有声语言作品具体语言文字中就

不能只有一个重要标点符号而在我们一个朗诵有声语言创

作作品语言文字过程中不可能存在那些需要各种声音连续

中断、休止的任何一个地方，这就是文字停顿声音连接。所

以一个朗诵者不能简单地把有声语言作品具体语言文字具

体语流文章中的一个重要标点符号声音连接起来作为一个

声音连接停连的正确连接位置，而正确的连接位置声音停连

才是我们作为一个朗诵者有声语言创作作品语言具体语流

文字中的一个重要标点符号。

我们必须充分明确，停连与朗诵重音等一些技巧短语

相比，最主要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能够使你在语言的表达意思

更清楚。停连与朗诵重音一起发挥作用，能够使你的语句判

断目的更加清晰凸显。停连比如：“春天的后面不是秋，何

必为年龄发愁。”正确的重音停连位置一般应该在“不是”上，

因为它应该是用来表示语句判断的一个关键词，而且“不”

应该是重中之重，正确的停连技巧应该运用在“何必”之后。

在表达感情上起重要作用的词语要读得重一些。重音

一般是把声音加强并配合音节的延长来表现的，有时为了突

出某些词语还要一字一顿的读 [3]。但在表达幸福、温暖、欣

慰、体贴的情怀时，往往要把重音轻读的，即反而比其他语

句轻柔。作品中重音常见的规律是：①一般短句子里的谓语

部分常重读；②动词或形容词前的状语常重读；③动词后面

由形容词。动词及部分词组充当的补语常重读；④名词前的

定语常重读；⑤有些代词也常重读；如果一句话里成分较多，

重读也就不止一处，往往优先重读定语、状语、补语等连带

成分。

节奏，是有声语音声气通过语言整体拼合往复运动的

一种主要写作形式。在一篇散文朗诵朗读诗的整体创作中，

节奏一定适合应该适当泛指节奏是由根据诗的全篇阅读朗

诵诗的稿件节奏规律发生变化表现出来的，朗诵者思想感情

的各种情绪波澜起伏波动所致而演变造成的抑扬顿挫、轻重

缓急的各种不同声音整体运动拼合形式的一种回环声音拼

合往复。所以，这个节奏不能和有声声音语气拼合运动往复

混淆地连在一起说出来。因为有声语气是以全篇朗诵诗的语

句整体形式为主要写作组成单位，节奏要以根据朗诵诗的全

篇朗读稿件规律为主要写作组成单位；另外，节奏一定适当

应该指的是该泛指主要指的是一个具有某种不同语气声音

整体运动拼合形式的某种语气回环往复，而不是毫无语气节

奏遵循规律有序规则可循的各种不同语气声音整体运动拼

（下转 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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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升文化氛围的重要展示。乡村政府要积极构建公共艺术

建设的良好局面，提高乡村居民的幸福指数，推动文化和艺

术之间共同繁荣，发挥公共艺术的优势作用，强调人文环境

的基础建设，将公共艺术与乡村文化之间的互动推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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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形式的某种回环往复拼合。

综上所述，朗诵就像一门艺术，经过不断学习和了解，

发现朗诵的基本技巧有很多，如停连、重音、语气、节奏等，

这四种基本技巧既有不同也有联系，再进行朗诵时，一定要

针对朗诵的基本技巧进行综合应用。将四种技巧更好的融合

到一起，同时在朗诵过程中，要感受句子的把握与传达的准

确度，确保整篇作品能够完美、完整地朗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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