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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古诗词教学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以吟诵形式开展古诗词教学符合诗词格律的要求，是

对我国诗歌传统的复归。吟诵有助于以声情促诗情，提高学生的审美鉴赏能力与文化创造能力。开展吟

诵教学，需要以古韵为核心教学内容，辅以合乎规律的现代曲调，要立足语文课堂教学，兼用跨学科主

题的教学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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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ing of ancient poetry is an important way to inherit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o carry out the teaching of ancient poetry in the form of reciting conforms to the re-
quirements of the rhyme, and is a return to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poetry. Chanting is helpful to 
promote poetry with the voice and improve students’ ability of aesthetic appreciation and cultural 
creation. To carry out chanting teaching,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ancient rhymes as the core teach-
ing content, supplemented by modern tunes according to the rules, based on Chinese classroom 
teaching, and use the teaching form of interdisciplinary t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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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古诗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国家愈发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要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始终 [1]。“语文课程以理解和热爱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础，以

涵养高尚审美情趣、厚植中华文化底蕴、坚定文化自信为重点，以全面提高语言文字综合应用能力为目

标，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古诗词是语文课程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形式之一，开展古诗词教学可以涵育学生的文化素养、提升学生的审美鉴赏能力、

帮助学生更好地运用祖国语言文字、在中国式审美中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歌诗传统，

诗词格律与吟诵密不可分，为了更好地传承中华优秀古诗词，有必要在古诗词教学中加入吟诵教学。 

2. 语文学科开展古诗词吟诵教学的必要性 

从诗歌发展的历史来看，我国的诗歌本就与音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开展吟诵教学就是对我国诗

歌传统的复归；从诗歌本身来看，吟诵有助于对节奏、平仄、格律的掌握；从教学的角度来看，吟诵能

以声情促诗情，增进学生对古诗词的理解。 

2.1. 开展吟诵教学是对我国诗歌传统的复归 

诗歌是最早的文学形式。中国古代把不合乐的叫“诗”，合乐的叫“歌” [3]。我国诗歌有歌诗传统、

吟唱传统。歌诗传统从诗歌诞生之初一直延续至今。诗歌最初是与音乐、舞蹈相结合的。《尚书·尧典》

有“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记载；《诗经》中的颂本就是宗庙祭祀的歌辞，雅多为宴饮朝会的乐歌，

风则是各地的土风歌谣，都是可以和乐歌唱的；《楚辞》中的《九歌》是用于祭祀的与乐舞配合的歌曲。

诗、乐、舞结合是诗歌最初的形态。 
汉乐府承袭采诗诵诗的职能，延续并发展诗、乐、舞一体的传统，对后续朝代产生深远影响。汉武

帝设立乐府，负责采集民间歌谣乐曲，组织文人进行创作，最初是一个职能部门，后来成为一种文学体

裁，《汉书·礼乐志》记载，乐府职责是“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 [4]。具体到表演形式，

则是诗乐舞一体，“丝竹更相合，执节者歌”( [5], p. 89)。魏晋南北朝时期，建安文学是对汉乐府的继承

和发扬，《晋书·乐志上》记载：“及魏武平荆州，获汉雅乐郎杜夔……使创定雅乐。……远详经籍，

近采故事，考会古乐，始设轩悬钟磬。”( [5], p. 47)这一时期的诗人很多都以乐府旧题写时事，现存的二

十余首曹操诗歌都是乐府诗，西晋陆机拟作的乐府诗更是成为后来人拟作的样本 [6]。南北朝民歌与音乐

更是密不可分，不论是南朝清丽缠绵的《子夜歌》《西洲曲》，还是北朝刚健豪放的《敕勒歌》《木兰

诗》，都在歌唱中流传。 
歌诗传统在唐代依旧存续、发展，最终诞生出宋词。开元中，王昌龄、高适、王之涣诣酒亭饮，时

伎歌三人之绝句 [7]；元稹在《重赠》诗中写道“休遣玲珑唱我诗，我诗多是别君词” [8]，玲珑即商玲珑，

是余杭有名的歌者；李贺“乐府数十篇，云韶诸工皆合之弦管。仕为协律郎”。由此可知，为诗歌谱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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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在唐朝是常见的。词在诗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词调本身就是音乐、乐曲，是专门为入乐而作的，

每一个词牌名都是一种制式曲调。留存至今的《白石道人歌曲》就是姜夔所作的词曲谱集，使用工尺谱

或减字谱，直到今日仍能复现，不仅有文学价值，还有极高的音乐价值。 
元曲延续唐宋词乐的传统，诞生以诸宫调、杂剧为代表的北曲和以南戏传奇为代表的南曲。留存至

今的《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就是南北词的格律与乐谱汇总，集前人成果之大成，是宝贵的文化财

富。歌诗传统一直延续至今，白居易的《花非花》经黄自谱曲后成为经典，《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

作为《三国演义》的主题曲在全国传唱，一批艺术家致力于古典诗词艺术歌曲的创作，与一些流行歌曲

截然不同，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 
吟诵传统与格律诗联系紧密。唐朝时，格律诗逐渐定型，文人诗歌形成吟诵的传统。格律诗最重要

的依据就是声律，王力先生在《诗词格律》中指出：“律诗之所以要讲究平仄，是为了增强诗歌的音乐

性。” [9]平仄是声音的高低变化，二二、二三的韵律是增强节奏，虽无歌唱，诗人却个个都会“吟诗”，

鉴赏他人诗作时往往也采用这种方式。吟诵传统一直流传到现代，毛泽东的诗词创作颇多，《人民文学》

刊发《词六首》时，毛泽东在序言中回忆创作过程，表示这都是“在马背上哼成的” [10]，“哼”是生活

化的表达，其实就是吟诵。 
综上可见，我国自古至今的歌诗传统、吟诵传统是诗词的一部分，当下的古诗词教学只学到了文字

部分，开展古诗词吟诵教学，是对我国诗歌传统的复归。 

2.2. 开展吟诵教学符合诗词格律的要求 

诗词格律的四大要素：韵、四声、平仄、对仗，都与声音紧密相连。诗词从诞生之初就有声音属性。

现在的古诗词教学大多只进行词句学习，辅以朗诵，诗词本身隐含的音调、节奏等并未完整地展现出来。 
朱自清主张“小学的国语教学应该废诵重读，兼学吟和说；大中学也该重读，恢复吟，兼学说” [11]。

这句话中的诵、读、吟、说都是诵读的一部分，但概念不同。诵是古代私塾的读书音，用一定的腔调去

诵诗文，以背诵为主要目的。朱自清对诵的界定与黄仲苏相同：“诵谓读之而有音节者，宜用于读散文” [12]。
吟则比诵更接近唱一些，但又与唱有所区别。赵元任这样区分吟和唱：所谓吟诗吟文，就是俗话所谓叹

诗叹文章，就是拉起嗓子来把字句都唱出来，而不用说话时或读单音字时的语调。这种吟法，若是单取

一两句来听，就跟唱歌完全一样……可是听了许多诗之后，就晓得了。……只要是“仄仄平平仄仄平”，

就总是那末吟法；就是音高略有上下……所以吟跟唱的不同，不是本身上的不同，是用法上的不同 [13]。
也就是说，吟要遵循平仄韵律，相同韵律的诗句吟调是相似的，只在细微处根据诗句意思进行一些个性

化的处理。唱则适用于歌谣，即古诗中的民歌，如《西洲曲》《采莲曲》等，也适用于流传至今的有曲

谱的词、曲，如《白石道人歌曲》《北曲新谱》等。“说”意为“说话谈论之语调” [14]，即正常口语交

流时的语调，“读”则相当于戏台上念白中的“艺术白” [14]，即朗诵。 
朱自清从整体的视角看待白话文与古诗文的诵读，提出古诗文白话文应该用朗读法，对于古诗文应

该用吟诵法，歌谣要说或吟唱。之所以要吟诵古诗文，吟唱歌谣，是因为“古文和旧诗、词等都不是自

然的语言，非看不能知道它们的意义，非吟不能体会它们的口气”，“吟好像电影里的‘慢镜头’，将

那些不自然的语言的口气慢慢显示出来，让人们好捉摸着。” [14]在他看来，吟的适用范围可以更广，律

诗、绝句、词曲要吟，适合的古代散文也可以吟，将吟诵加入古诗文教学中，可以品味其音调节奏，有

助于学生理解诗文思想内涵，品味诗文语言运用。 
朱自清是白话文运动的先驱，后来又有十几年的古典文学研究经历，能连通文言与白话，从整体去

看待、研究。他在此基础上提出吟诵的好处，主张恢复吟诵教学，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当然，古诗词中也有一些作品写作时不合音律，这种诗词也是可以吟诵的，因为其声律也暗合吟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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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美。以苏轼为例，他以诗为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等作品中均有

不合音律的部分，但是，这并不影响其文字本身的声律，虽然“文自为文，歌自为歌”，但是“歌不碍

文，文不碍歌” [15]。典籍明确记载，苏轼很多词都有入乐，且产生了极好的效果，比如《水调歌头》(明
月几时有)经由歌者歌唱后，“都下”普遍“传唱此词”，被宋神宗获知，认为“‘苏轼终是爱君’，乃

命量移汝州” [16]，可见传唱作用之大，不仅使这首词广为流传，甚至影响到苏轼本人的政治境遇。《念

奴娇·赤壁怀古》虽然在当时没有确切传唱记载，但有苏轼与幕士的对话为佐证：“学士词，须关西大

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后世《碎金词谱》中也有该词曲谱，是可以入乐的。可以说，诗歌本

身的声音属性就决定了古诗词与吟诵是不可分割的。 

2.3. 开展古诗词吟唱教学可以以声情促诗情，增进学生语文素养 

古诗词教学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让学生理解诗情，根据诗词本身的时代背景和所处环境，挖掘诗意、

词意，体会诗人潜在的、深层的含义，品味诗词中流动的情感。学习吟诵，可以从外显的声情入手，通

过旋律体会作品的情感基调，通过对字词不同的处理方式体会诗词细腻的情感变化。这些外显的方式与

情境式的体验相结合，可以促进学生对诗情的理解。比如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转朱阁，低绮

户，照无眠”一句，写月光的流转变化，实则写词人无眠的离愁别恨，下一句“不应有恨”则是宽慰自

己，情感与“转朱阁”是不同的。在吟诵中就对此作出了处理，“转朱阁”一句速度更快，节奏更富于

变化，这种暗恨就生动的传达了出来。这就是以声情促诗情的表现。 
通过吟诵教学，学生可以通过声调、韵律、长短的变化品味诗歌的内涵，多出一种有效的积蓄语言

经验的途径，从而积累诗意含蓄的语言经验，体会优秀古诗词的语言特点和语言规律，培养学生的语言

运用能力。王力先生认为，汉语有三个特性：第一，元音特别占优势；第二，拿声调做词汇的成分；第

三，语法构造以词序、虚词等为主要手段 [17]。正因为这样的特性，古诗词有了韵律，以二二、二三、二

二三的基本节奏循环往复，内容优美含蓄、意义深刻。通过开展吟诵教学，学生可以感受到古诗词中语

言运用的精妙。比如“乱石崩云，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崩”“拍”“卷”自不必说，“雪”字

在吟调中的处理却并非豪放到极致，而是柔和起来，诗句在豪迈的顶点却有柔和的部分，更显水势回旋

起伏，水的动态气韵才完整的显现出来，这种词句组合的妙处非古诗词吟唱不能体会。 
吟诵教学有助于学生审美能力的提升。例如，“大江东去”在背诵中不过是《念奴娇·赤壁怀古》

的开头，但在吟诵中，这四个字被赋予声调并拖长，学生可以在咬字发声的练习中体会仅仅四字表现出

的阔大境界，理解就能更加深入；“罗衾不耐五更寒”在吟诵中用短促停顿的气声处理“不”和“耐”，

仿佛伸手触碰了一个易碎的泡沫，能把握好这两个字，李煜深夜的沉郁的心绪尽显，因为这句后半部分

是“梦里不知身是客”，可以想见“不耐”是因为李煜梦到曾经软舞轻歌的欢乐景象，好梦一场，醒来发

现都成空，琉璃易碎彩云飞，那种寒冷是再好的“罗衾”都无法抵御的，因为冷自心头起。总之，通过吟诵

教学，可以通过音韵帮助学生理解诗句的内涵，化身为诗人词人，与古人同悲同喜，审美能力自然得以提升。 
基于我国的诗歌传统，诗词格律本身的要求，声情对诗情对促进作用，要带学生全面、深入了解古

诗词，就必须实现对古代歌诗传统的复归。因此，在语文课堂上开展吟诵教学是非常有必要的。 

3. 古诗词吟诵教学建议 

古诗词吟诵教学应以古谱为核心、辅以合乎规律的现代曲调；教学时宜立足语文课堂，适时开展跨

学科教学。 

3.1. 吟诵教学应以古韵为核心、辅以合乎规律的现代曲调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官话，不同地域有不同的方言，加之古代没有声音保存技术，现在想要复原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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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诗词的吟诵调和旋律，是不可能的，但家传的吟诵调和保存至今的古谱都是宝贵的文化财富，也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们根据诗词格律的要求，辅以个性的变化，更适合让刚接触古诗词吟唱的

学生学习。因此，吟诵教学应以吟诵调和古谱等古韵为核心，辅以合乎规律的现代曲调。 
首先，吟诵调和古谱本身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先说吟诵调。吟诵一般以方言为主，是

介于唱和读之间的传统诵读方法，根据地域可以分为河南调、客家调、江西调、闽南调、常州调等。2008
年，常州调被列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民国时期，唐文治先生曾两次录制《读文唱片》 [18]，发行至海

内外，推广传统吟诵调，称为唐调。无锡市、苏州市、上海徐汇区等地均将唐调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名录。再说古谱。《白石道人歌曲》是我国流传至今的唯一的宋代词乐文献，十七首用工尺谱

标注的姜夔自度曲是现代人管窥宋词音乐风格少有的材料，也让宋词从文字转化为完整、有声的艺术。

在文学上，姜夔的词历来为人称道：同时代的张炎称“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清朝朱彝尊

“词莫善于姜夔”；夏承焘先生则说他的词“在唐宋情词中最为突出”。学习《扬州慢》《暗香》等曲，

既可以增进对婉约词的了解，又可以探究姜夔清空雅正的词风，还能传承宋代词乐。《魏氏乐谱》是明

代宫廷雅乐，《九宫大成谱》《碎金词谱》《碎金续谱》则是清代曲谱集。这些古谱本身便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理应从中选择文学价值较高、旋律优美的曲谱让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了解。 
 

 
Figure 1. Ancient China Score of “Shui Diao Ge Tou” (Ming Yue Ji Shi You) 
图 1.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古谱 [19] 

 

其次，吟诵和古谱遵循诗词韵律创作而成，更适合学习。吟诵本就是依据音律变化而产生的，虽然

是个性化的，一人一调，但都是遵循诗词格律而来，学习吟诵调有助于学生更好的理解诗词格律。古谱

与优秀现代古诗词歌曲也是一样。可以用流行歌曲《但愿人长久》与《碎金词谱》中的《水调歌头》(明
月几时有)进行比较。《但愿人长久》选择用唯美温柔来诠释《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全词，演唱者的

个人风格对歌词进行了二度创作，这是《但愿人长久》在声乐艺术上的独创性，而且因其与中国人自古

以来期盼团圆的心愿相一致，契合中秋、明月的主题，所以传唱度非常高。但是，这种独创性一没有把

握好整体基调，二没有传达出细腻的情感变化，是不适合在古诗词教学中使用的。在这一点上，古谱显

然更加适合，《碎金词谱》中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曲调与词意就非常契合(见图 1)。不论是《魏

氏乐谱》《九宫大成谱》还是《碎金词谱》，都遵循了诗词原有基调。因而，吟诵教学要选择合适的曲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01251


杜雪晶 
 

 

DOI: 10.12677/ae.2023.13101251 8061 教育进展 
 

谱，首选古谱，现代人根据古谱的创制原则谱的新曲也可以采纳，如黄自《花非花》、傅雪漪《大风歌》

等。但对于没有把握好古诗词基调、创作中出现不符合古谱创制原则等的作品，则不应该采纳。 

3.2. 吟诵教学要立足语文课堂、辅以跨学科的教学 

吟诵作为古诗词教学的一部分，必然要融入日常的语文课堂教学中。同时，因为吟诵兼具古典文学

与传统音乐的双重价值，为提升学生的积极性，适时开展跨学科教学也是很有必要的。 
跨学科要以任务为核心，融合所需的各学科知识。吟诵既需要理解古诗的内涵，又要恰当的表现出

来，这决定了语文、音乐、历史、舞蹈等学科相融合的教学要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站在各学科本

位立场来开展教学，而应该设立一个核心任务，以学生为中心，将学习过程中所需的各种知识技能按照

一定的顺序排列、教学。这对教师无疑是一个挑战，但对教学来讲是一种进步，可以弥补纯语文学科古

诗词教学的枯燥，调动学生积极性、主动性，提高学生的审美、创造能力。 
例如，某校排演课本剧《木兰诗》，这是初中语文必背古诗词篇目，有很强的故事性，教给七年级

学生进行表演，将吟诵调交给音乐老师并由音乐老师对此进行编排指导，最终排演出课本剧，就是一次

很好的实践。《木兰诗》对于七年级学生而言是一首不太好背的长诗，木兰的经历与他们的生活又有一

定距离，这导致学生在背诵、默写和理解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课本剧排演可以让学生代入故事中

的角色，为了演好角色，会不自觉揣摩人物动机、心理变化，这对学生审美、创造能力的提升是巨大的，

反复练习中背诵自然也不成问题。 
诗词本身都是感怀性情、吟咏精神之作，与历史人物的经历、心境在一定程度上是契合的。在此基

础上，可以编排古典诗词吟诵历史剧，以某一历史时期或历史人物为主线，用吟诵传递角色情感，就是

很好的尝试。如某校的《山河落雪两白头》，将岳飞的一生分四幕演绎出来，每一幕配两首相应的诗词，

用吟诵的形式表演，将人物心境用吟诵的方式传递出去。 
要开展吟诵教学，人文学科就不能截然分开，跨学科是吟诵教学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当然，这种方

式需要注意保留语文学科言语学习的本真。比如音乐剧的排演，如何唱能更好听固然需要音乐老师的指

导，但怎么唱更能打动人，每一句、每一字要带着什么样的情感，就需要语文学科的指导。历史剧中岳

飞的经历十分动人，但如何能将每一幕中高潮部分的诗词诠释好，需要老师讲解透诗词的意思、在剧中

对角色心境的衬托作用，这都是语文学科需要完成的任务，也是语文学科真正要培养的能力和素养。 
总之，吟诵教学要立足语文课堂，辅以语文、音乐等人文学科相融合的跨学科教学，帮助学生更好

的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了解古诗词的全貌，提升中国式审美能力。 

4. 吟诵教学的实践 

要想开展吟诵教学，要有合理的教学设计，要根据学生的兴趣与古诗词本身的特点选择主题，要符

合课标要求、从教材出发、结合学校和教师特色开展，要设计恰当的评价标准。其中，要格外重视“情

境”的创设，贴近学生日常学习与生活体验。好的情境设计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是教学开始的

关键。因为教学要根据学情设计、实施、调整，日常吟诵教学要与古诗词课融为一体，跨学科教学要注

重整体设计。仅以某校八年级下学期“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诗词主题跨学科吟诵学习作为参考。 

4.1. 项目目标 

1) 复习已经学习过的苏轼古诗词，学习增补的苏轼古诗词，了解苏轼生平与诗词意境。 
2) 能够对苏轼诗词中的意象、意境有自己的理解，并且自主设计展演，在期末完成一小时左右的吟

诵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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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原因： 
1) 校情。某校为十二年一贯制学校，按照国家基础教材要求开展教学，一部分班级日常古诗词教学

中已经融入了吟诵教学，整体环境较好。但该校每周只有两节课的社团课时间开展跨学科教学，时间较

少。 
2) 学情。活动课是学生按照兴趣自己选择的，因此参与的学生本身都对古诗词有较高的兴趣，且八

年级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古诗词赏析能力，也有较强的实践能力。 

4.2. 时间及内容安排 

基于学生学情和学校安排，本项目计划开展 14 周(一学期社团课时间)，每周两课时，期末在学校小

礼堂进行一小时左右的展演。具体安排见表 1： 
 

Table 1. Time and content schedule 
表 1. 时间及内容安排 

时间 内容 

第三周 1) 初识苏轼 
2) 《饮湖上初晴后雨》《江城子·密州出猎》 

第四周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记梦》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第五周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第六周 《念奴娇·赤壁怀古》 

第七周 《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 

第八周 《醉翁操》 

第九周 个人感悟分享 
(任选一首本学期的苏轼诗词分享感悟，计入期中成绩) 

第十周 个人感悟分享(期中成绩公布) + 自由组队选曲 

第十一周 小组合作准备(曲目深度分析，初步设计独唱、合唱) 

第十二周 小组合作展示(学生互评、教师评价) 

第十三周 小组合作准备(修改设计 + 展演设计) 

第十四周 小组合作展示 + 展演整体设计 

第十五周 展演彩排 

第十六周 期末展演(期末成绩) 

 
设计初衷： 
初中语文教材中有许多苏轼作品，但是分散在各册中，并不连贯，本课程设计可以使学生从专题角

度深入学习苏轼古诗词，从而了解苏轼诗词的整体风格。第一节课先让学生了解苏轼的人生经历，后面

学习的作品也是按照写作时间进行的，最后加入一首婉约词《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和一篇怀念恩

师欧阳修的《醉翁操》，使学生对苏轼作品有一个相对全面的了解。后续的个人展示、小组展示则是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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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深入某一首苏轼诗词中，让学生的理解更有深度。这样学生对苏轼诗词既有比较广的面的了解，又

在某一点有深入探究。 

4.3. 评价标准 

4.3.1. 个人展示评价标准(见表 2) 

Table 2.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evaluation criteria 
表 2. 个人展示评价标准 

 A B C 

情感基调(30 分) 情感基调把握准确。 情感基调把握较准确。 情感基调把握不准确。 

细节处理(40 分) 细节处理细腻、精准。 有比较细腻的细节处理。 没有细节处理或 
处理不准确。 

整体表现力(20 分) 表现力强， 
有极强的感染力。 

表现力较强，能够使听众 
感受到想要表达的情感。 

表现力一般，听众能够 
感受到大致的情感倾向。 

仪态(10 分) 整体仪态符合诗词基调，能够

辅以相应的表情传达情感。 
仪态优雅， 

能够较好的辅助表演。 
仪态比较标准， 

基本能够辅助表演。 

 

评价标准设置原因： 
八年级学生已经有一年的吟诵学习经验，在仪态和情感基调的把握上基本不会出现问题，学生整体

表现力也都不错，因此这三项的要求更高一些，同时，这三项能得满分的话可以保证及格。学生在细节

处理上有一些困难，因为学生不能很好的品出诗词某个字或某几个字的内涵，或者体会到了却不会表达，

这也是本学期的教学重点，因此这里要求放的比较低，有细节处理几乎都可以给 B，特别优秀的可以得

到 A，以此提高学生的积极性。 

4.3.2. 小组阶段评价标准(见表 3) 

Table 3. Criteria for the evaluation of the panel phase 
表 3. 小组阶段评价标准 

 A B C 

古诗词内涵表达

(40 分) 

情感基调把握准确，有较为出

色的细节处理，效果编排为古

诗词服务，很好的传达了古诗

词内涵。 

情感基调把握较准确，有细

节处理，有比较契合诗词内

涵的效果编排，能够传达古

诗词的内涵。 

情感基调把握较准确，有细

节处理，效果编排不能传达

古诗词的内涵。 

整体舞台表演 
(20 分) 

有精心的设计，舞台表演为古

诗词这一核心内容服务，表演

没有失误。 

有舞台设计，表演基本为古

诗词这一核心内容服务，没

有明显失误。 

有舞台设计， 
表演出现明显失误。 

服饰礼仪(10 分) 服装、礼仪符合 
所展现诗词要求。 

服装、礼仪较为符合 
所展现诗词要求。 

服装、礼仪不符合 
所展现诗词要求。 

小组配合程度 
(30 分) 

小组合作过程中，成员都能够

积极参与其中，共同努力完成

任务。 

小组合作过程中，成员都能

够参与其中，基本能共同完

成任务。 

小组合作过程中，成员不能

全部参与其中，无法共同完

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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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标准设置原因： 
古诗词内涵表达是表演的核心，因此分数占比最高，分为情感基调、细节处理和效果编排三项，整

体舞台表演则是从外在角度评价表演，处于辅助地位。服饰礼仪是学生传统文化素养的一部分体现，不

能出现表演宋词却穿唐代服饰行汉代礼仪的情况，要符合诗词所处的朝代，或晚于诗词创作的年代。小

组配合程度是合作过程的分数，用于评价学生的小组合作程度，教师不能单纯观察并评分，而是应该在

发现小组存在问题时做出判断，如果该组会出现明显的问题应该及时介入帮助学生调整合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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