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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朗诵的概念和基本要求一、朗诵的概念和基本要求

朗诵的概念和基本要求 

1、什么是朗诵  

    朗诵是一门新兴的艺术，是舞台艺术。

它源于口头传诵，有悠久的历史 。



朗诵的概念和基本要求 

    朗诵就是用清晰响亮的声音，结合各种语言手

段来表达作品思想感情的一种语言艺术。

       朗诵不仅可以提高阅读能力，增强艺术鉴赏，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朗诵既可以陶冶性情，开阔胸

怀，文明言行，增强理解；又可以有效地培养对语

言词汇细致入微的体味能力，以及提高口语表述最

佳形式的自我鉴别能力。 



朗诵的概念和基本要求 

2、朗诵的基本要求

    朗诵是一门绘声绘色的语言艺术 ，

也是舞台艺术。要求：       

1）有规范的语言能力； 

2）对作品的理解能力；

3）有创作能力；

4）有表演能力；

5）整体的美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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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诵前的准备 

朗诵是朗诵者的一种再创作活动。

这种再创作是要求朗诵者通过原作的字

句，用有声语言传达出原作的主要精神和艺

术美感。不仅要让听众领会朗诵的内容，还

要使其在感情上受到感染。 



1、选择材料 

朗诵是一种传情的艺术。应选择那些

语言具有形象性而且适于上口的文章。其

次，要根据活动的要求、朗诵的场合和听

众的需要，以及朗诵者自己的爱好和实际

水平，选出合适的作品。

朗诵前的准备——选择材料  



朗诵前的准备——把握内容 

2、把握内容 

    准确地把握作品内容，透彻地理解内在

含义，是作品朗诵重要的前提和基础。朗诵

中各种艺术技巧十分重要，但必须准确透彻

地把握内容就能做到传情，让听众动情。 



朗诵前的准备——把握内容 

⑴ 正确、深刻的理解   

   首先要搞清楚文中生字、生词、成语典故、

语句等的含义，其次，要把握作品创作的背景、

作品的主题和情感的基调，真正走进作品，仔

细体味作品，进入角色，进入情境。

要准确透彻地把握作品内容，应注意以下几点：



朗诵前的准备——把握内容 

⑵ 丰富、逼真的想象

在理解感受作品的同时，往往伴随

着丰富的想象，这样才能使作品的内容

在自己的心中、眼前活动起来，就好象

亲眼看到、亲身经历一样。



朗诵前的准备——用普通话语音朗诵

3、用普通话朗诵 

要使自己的朗诵优美动听，必须使用标准

的普通话进行朗诵。只有用普通话语音朗诵，

才能更好地更准确地表达作品的思想内容；同

时，普通话是汉民族共同语，用普通话朗诵，

便于不同方言区的人理解、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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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诵的基本技巧

三、朗诵的基本技巧 

    要朗诵好一首作品，就必须掌握朗诵技巧。

    一方面要深刻透彻地把握作品的内容，另

一方面。要合理地运用各种艺术手段，准确地

表达作品的内在含义。

    常用的基本表达手段有：停顿、重音、语

速、句调。 



朗诵的基本技巧—— 停顿

1、停顿

    停顿指语句或词语之间声音上的间歇。 

    1、是由于朗诵者在朗诵时生理上的需要；

    2、是句子结构上的需要；

    3、是为了充分表达思想感情的需要；

    4、也可给听者一个领略和思考、理解和接

受的余地，帮助听者理解文章含义，加深印象。

停顿包括生理停顿、语法停顿、感情停顿。 



朗诵的基本技巧—— 停顿

停顿包括生理停顿、语法停顿、感情停顿。

 ⑴ 生理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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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生理停

顿，不要妨碍语意表达，不割裂语法结构。 



朗诵的基本技巧—— 停顿

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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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

说，语法停顿时间的长短同标点大致

相关。 



朗诵的基本技巧——停顿

⑶感情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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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情停顿主要是靠仔细揣摩作品，深刻

体会其内在含义来安排的。 



朗诵的基本技巧—— 重音

    重音是指朗诵、说话时句子里核心

词语，要强调字、词或词组，一般要重

读或突出。

    重音有语法重音和感情重音两种。 

2、重音



朗诵的基本技巧—— 重音

    ⑴ 语法重音：
 

    在不表示什么特殊的思想和感情的

情况下，根据语法结构的特点，而把句

子的某些部分重读的，叫语法重音。



朗诵的基本技巧—— 重音

⑵感情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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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突出的音，目的在于

引起听者注意。语句在什么地方该用感情重音

并没有固定的规律，而是受内容和感情支配的。

同一句话，感情重音不同，表达的意思也往往

不同。 



朗诵的基本技巧—— 重音

我去过上海。（回答“你去过哪儿？”） 

例如： 

我去过上海。（回答“谁去过上海”） 

我去过上海。（回答“你去没去过上海

”） 



朗诵的基本技巧—— 重音

因而，在朗诵时，首先要认真钻研作品，

正确理解作者意图，才能较快较准地找到强调

重音之所在。感情重音与语法重音的区别是：    

①从音量上看

    语法重音给人的感觉只是一般的轻重有所

区别，而感情重音则给人鲜明突出的印象。感

情重音的音量大于语法重音的音量。 



朗诵的基本技巧—— 重音

②从出现的位置看

    感情重音可能与语法重音重叠，这时语法重

音服从于感情重音，只要把音量再加强一些就行

了。有时，两种重音出现在不同的位置上，此时，

感情重音的音量要盖过语法重音的音量。 

③从确定重音的难易上看

    语法重音较容易找到，在一句话的范围内，

根据语法结构的特点就可以确定，而感情重音的

确定却与朗诵者对作品的钻研程度、理解程度紧

密相连。 



朗诵的基本技巧—— 语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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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的速度是由说话人的感情决定的，朗诵

的速度则与文章的思想内容相联系。一般说来，

热烈，欢快、兴奋、紧张的内容速度快一些；平

静、庄重、悲伤、沉重、追忆的内容速度慢一些。

而一般的叙述、说明、议论则用中速。 



朗诵的基本技巧—— 句调

4、句调

    语调，是指语句的高低升降。句调是

贯穿整个句干的，只是在句未音节上表现

得特别明显。

    句调根据表示的语气和感情态度的不

同，可分为四种：升调、降调、平调、曲

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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