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语言表达能力训练心得 训练主持人
语言表达能力的方法(优秀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语言表达能力训练心得篇一

第一种主持人表达技巧：展开情景再现练习

情景再现是主持人进行播音中，最重要的手段，也是相当具
有重要术语，当然，情景再现也是要在稿件提供的原型基础
上，脱稿讲述。

第二种主持人表达技巧：内在语的训练

内在语其实是指话里有话、弦外之音的训练，当然，要揭示
语句本质和语言链条。

第三种主持人表达技巧：对象感的训练

主持人对着屏幕，虽然是“目中无人”的环境，但是却要做到
“心中有人”的状态，这样才能使思想感情处于运动的状态，
也是属于联想的技巧。

第四种主持人表达技巧：停连、重音

主持人在语言表达时，一定要有停顿、有连接，这样才能更
好的传神达意，当然这也是主持人训练的技巧之一。



主持人需要做的准备

主持人的形象准备——仪表

1、作为主持人，你想给听众什么样的印象?那就要多在镜子
前研究自己。

2、主持人的穿戴也很重要，最好不要穿有分散听众注意力的
衣服或饰品。

3、主持人在演讲的过程中，记住一点，千万不能手插口袋。

4、主持人一定要有整洁的外表，即包括了：头发、衣服、裤
子、鞋子。还有要注意的是，头发不能耷在脸上。

主持人的形象准备——身体语言

1、身体也会说话，所以主持人在说话的时候，一定要确保你
的身体语言能够反映你所说的内容。

2、作为主持人，形象很重要，特别是脸部表情，一定要学会
微信，放松、再放松。

3、头抬起、双肩后收并保持水平等姿势也很重要，当然，坏
习惯一定要避免。

主持人的形象准备——声音艺术

声音艺术对主持人来说，非常的重要，毕竟声音它能展现一
个人，在演讲之前，可以含点薄荷糖，然后就是在演讲的时
候，要正确地呼吸，嗓音要控制好，不能过高或过低，语调
能表达一个人的情感，所以要恰当。

主持人的演讲技巧：



1、主持人演讲的开场白要有力，还要掌握节奏，每次讲到重
点内容的时候，要短暂的停顿一下。

2、主持人演讲的时候，还要懂得如何利用身体语言，偶尔可
以使用手势。

3、主持人演讲要与听众保持目光接触，调动听众的情绪。

语言表达能力训练心得篇二

教师要在课堂上创造出一个轻松活泼的课堂氛围，鼓励学生
自主发言。让学生真正体会到表达自由，激发他们想要表达
自己的意愿。可以设置一些环节，比如课前三分钟演讲之类，
鼓励学生勇敢的表达自己，对他们的错误进行及时纠正。让
他们在这个轻松活泼的氛围下养成善于表达，乐于表达的良
好习惯。邀请他们分享自己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各样有趣可爱
的事情，培养他们的语言表达的热情。

2.从书本到实际，灵活运用

按照一些专业的研究探索和设置规定，教学活动出于整体的
目的考虑，可以进行适当的改革。教师在进行教学活动的过
程中，要学会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将语言表达与实际生活相
连接，从书本到实际，让学生在脱离课本的`实际生活中拥有
表达自己的意愿和勇气。比如《植物妈妈有方法》这篇课文，
讲的是在植物长大的时候，植物妈妈总有各种各样的办法让
小植物离开她们，去寻找新的生存环境。学生可以在学习的
过程中联系实际进行想象。也可以由教师提出建议，学生自
己策划主持一些活动，类似一些新闻研讨会，读书感悟交流
会等等，让每一位学生都有发言的机会。也让他们在交流的
过程中体会到语言表达的快乐，能把从书本中学到的知识运
用到实际生活中，增长了他们的能力，提高了他们的语言表
达能力。



3多方面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

在课堂教育中，教师进行教学活动时，要善于发掘学生的创
造性思维。发现学生思维的发散点，鼓励学生能够进行思维
创新，围绕阅读材料，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在这种模式
的训练下，学生的思维能够得到新的训练，创造性思维能够
被激发，也让阅读变得更加有趣。以一篇小学课文为例来说
明，《风筝》这篇课文，讲的就是作者童年自己做风筝，跟
小伙伴一起放风筝的快乐以及过程中发生的一些意外情况。
可以鼓励学生们进行思维发散，回想自己放风筝时的快乐，
鼓励他们勇敢表达。

4.情不知其所起一往而深。于情感交融处渗透语言表达

情感交融对于语文教学的运用也非常重要。情感交融在于通
过阅读来创造语境，提供氛围，从而感化学生，加强学生对
于阅读的更直观更真实的体验，激发起学生一定程度上的心
里认同感。在阅读过程中融入的情感越深，训练的效果就越
好。教师在进行阅读活动的过程中，可以加入一些音乐，更
能衬托意境，循序渐进，慢慢打开学生心灵的窗户，让情感
逐渐融入，升华课堂情感的交融。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感
受到来自作者的不同情感，或悲愤慷慨，或欢快活泼。对于
一些省略号或者作者的留白，鼓励他们勇敢想象猜测，站在
作者的位置上揣测心情，通过情感上的交融加深对于课本的
理解。

【结语】总之，加强小学语文阅读教学和语言表达能力的训
练是必要的，有利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全面提升。阅读教学与
语言表达相互贯通，不可分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善于
挖掘和利用阅读机会，积极渗透语言表达能力的训练。通过
各种方法让学生融入文章，并鼓励他们勇敢地表达自己，增
强他们对于文章的感悟和理解，从而进一步提高他们的阅读
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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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表达能力训练心得篇三

文章标题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那么，
在课堂教学中，也应该精心设置课前导语，通过课前导语环
节带领学生融入课堂，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尤其小学生，
小学生对于任何事物都有着很强的好奇心，不达目的誓不罢
休，教师在教育过程中，要利用小学生的心理特点精心设计
课前导语，抓住他们的兴趣所在，使得教育具有针对性。

2.引导学生去慢慢感受，培养学生语感

在对小学生进行阅读教学的时候，要重视对他们语感的培养。
通过各种方法策略，让学生去感受，去理解。通过联系实际
生活，并充分发挥想象。鼓励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学会描述阅
读所得。这样更能加深他们对于文章的理解，也便于他们在
自己理解的基础上更合理地展开想象，能同时提高他们的阅
读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3.重视朗读教学

朗读是小学语文阅读训练的重要环节。好的朗读能更有效地
促进学生对文章的理解，有利于他们扩展思维。朗读本身就
需要对文章有大致的了解，在朗读的过程中，()也会对文章



的字词有更深入的理解，包括对文章结构，句子章法构造等
等，都会通过朗读加深印象。通过朗读教学，能更好的培养
学生的语感，也加强对于文章的记忆，更深入地感悟和体验
文章内容，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语言表达能力训练心得篇四

【引言】语文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文教育的目的
就是为了教会学生更好的理解他人，表达自己。阅读和表达
是与他人进行沟通交流，传达信息，表情达意的重要方法，
也是语文教育中的重点。在以往的长期教学过程中，受到传
统思想的影响，对于学生的学习情况不够放心，往往采取一
把抓的方法。无论阅读训练还是语言表达训练，或者写作什
么的都是采取老师全程灌输模式，学生是完全被动的，束缚
了学生的思想个性的发展，也使得他们的自身潜力难以发挥。
因此在以后的教学中，要及时转换教育方式，化被动为主动，
把学生放在主体地位，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语言表达能力训练心得篇五

语言是每个现代公民都必备的技能，那如何才能达到很好的
语言表达能力呢?以下是训练全攻略揭晓。

多做事物认识

为了促进宝宝的语言能力，当掌握了语言之后，就要开始慢
慢的掌握认识事物，这样可以促进人的记忆力、想象力、观
察力等。

多交流

语言，从宝宝开始就应该学会，平时多交流，多进行语言沟
通，久而久之，语言表达能力就会不断的提高。



正确的听音能力

平时还要培养正确的听音，这样能感知语言，模仿发音，说
出词汇、句子，对于训练语言的能力有很大的帮助。

情感和良好个性品质的训练

情绪的良好发展是健康成长的重要目标，情绪多变、控制能
力差，对人的语言也会发生变质，因此，训练人的情感和良
好个性品质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