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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师院校吟诵普及度和吟诵教学现状调研
———以 师范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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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玉林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广西 玉林 537000；2.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广西 玉林 537000）

0 引言
吟诵是我国古人的读书法，是古代文人作诗改诗、

体味诗词情感的最主要方式。吟诵对我国传统文化的

传承曾发挥着重要作用，并随着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

影响遍及日、韩和越南等国家[1]。可是，近百年来，随着
西方“朗诵”方式的介入与渗透，吟诵作为最具民族传

统文化特色的读书法，濒临灭亡，成为“绝学”。

所幸，进入 21世纪，国家大力弘扬传统文化。2016
年，吟诵被列入教育部、国家语委“十三五”工作规划，

“中华吟诵”正式全面进入教育体系[2]。继首都师大为首
的“语文吟诵教学系统项目”开展，2018年，人教社“语
文吟诵平台”又上线，还有叶嘉莹、徐建顺等吟诵专家

长期致力于吟诵教学实践和研究，促进了吟诵在全国

各地的推广。

在此背景之下，作为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

学生，应该具备吟诵技能，担当起弘扬传统文化的责

任。本文通过发放问卷和深度访谈的方式，对 Y师范学
院吟诵的普及度、教学现状进行了调查，从而发现问题

和研究应对策略，为更好地普及吟诵以及改进吟诵教

学提供参考。

1 调查的基本情况
1.1 调查目的

吟诵在地方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生中的

普及情况和吟诵课程教学情况。

1.2 调查对象
Y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生和吟诵课程相

关教师。

1.3 调查方式
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

通过发放问卷，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校的四个年

级 200名同学进行随机抽样调查。未选修过吟诵课程
的同学仅参与第一、二部分；选修过吟诵课程的同学参

与全部四个部分的调查。采用匿名调查的方式。共发出

200份问卷，收回 200份，其中有效问卷 190份。
对吟诵课程 5位相关教师和选修过吟诵课程的 15

位同学分别进行深度访谈，作为对问卷调查的补充。

1.4 调查内容
调查问卷分为基本情况、对吟诵的了解程度、吟诵

教学状况、吟诵教学与朗诵教学的比较 4个部分，各部
分由若干个小问题组成。

访谈主要围绕诗词吟诵教学和学习体会展开。

2 调查结果分析
2.1 对吟诵的了解情况
（1）师范生对吟诵普遍有所了解，了解途径多通过

课程学习或学校活动宣传。

单选题“你对吟诵的了解程度如何？”有四个选项：

相当了解、了解一点、听说过但不了解、从没听说过。选

择“相当了解”和“了解一点”的占比 85%；选择“听说过
但不了解”和“从没听说过”分别只有 13%和 2%。

多选题“你是通过什么途径来了解吟诵的？”有四

个选项：学校活动宣传、互联网宣传、课程学习、其他。

选择“课程学习”的占比 58%。选择“学校活动宣传”的
占比 43%，选择“互联网宣传”的占比 25%，说明学校近
些年对吟诵的重视和宣传是颇有成效的。

摘 要：本文以 Y师范学院为例，调查了地方师范院校吟诵的普及度、教学现状。采用问卷调查和深
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调查了 220人次。 调查对象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 Y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
生和吟诵课程相关教师。调查发现，吟诵的推广力度有待加强；吟诵教学应以激发兴趣为主，注重实操训
练；吟诵教学和朗诵教学互为补充，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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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部分同学对吟诵感兴趣。感兴趣原因多样，
而影响兴趣原因主要是学习难度大。

单选题“你对吟诵的兴趣怎么样？”有四个选项：A很
有兴趣，想继续学习；B有点兴趣，想多了解；C没什么
特别感觉；D没兴趣。选择 A和 B的同学共有 147人，占
比 77%。其中选择 A的有 32人，选择 B的有 115人。
多选题“你对吟诵感兴趣的原因是？”有五个选项：

A吟诵古老而新鲜；B吸收传统文化精华；C任课教师
的个人魅力；D多学一项未来教学的技能；E其他。选择
“B 吸收传统文化精华”的占比高达 74%，其次，选择
“C任课教师的个人魅力”占比 55%；选择“A吟诵古老
而新鲜”占比 47%；选择“D多学一项未来教学的技能”
占比 44%。说明师范生普遍知道吟诵在传统文化中的
重要意义；任课教师的魅力和吟诵本身固有的魅力，也

是引起学生兴趣的重要因素。

多选题“你对吟诵不感兴趣的原因是什么？”有五

个选项：A 太难学；B 不好听；C 不实用；D 过时；E 其
他。选择“A太难学”的占比 65%，其他几项选择占比都
在 10%以下。说明：吟诵的学习难度大，依然是影响学
生兴趣、阻碍吟诵更大范围普及的主要原因。

2.2 关于吟诵教学
（1）认为吟诵学习有难度，只有极少数认为不难。
单选题“你觉得学习吟诵困难吗？”有三个选项：不

难、一般、非常难。选择“一般”的占 58%，选择“非常难”
的占 32%，选择“不难”的仅占 10%。

多选题“你觉得学习吟诵主要难点是什么？”有 5
个选项：平仄格律、入声字、吟诵调、乐理、其他。除了有

五人选了“其他”，另外四个选项选择人数占比相差不

大，都在 55%~65%之间。一个访谈学生说她自己五音
不全，对声音不敏感，性格内向，很难开口，吟诵调和乐

理特别难理解。另一位学生在吟诵队，一向对音乐很感

兴趣，经常哼几句，觉得学吟诵容易；平仄规律和入声

字，在汉语专业课学过，对他并不难。

（2）吟诵课的教学方式多样。
单选题“教师在课堂上会播放吟诵的视频或音频

吗？”有四个选项：总是、经常、偶尔、不会。选择“经常”

和“总是”的占比共 72%，说明教师在课堂上经常播放
吟诵视频或音频。

多选题“在吟诵教学时，老师采用什么组织形式教

学”有四个选项：A教师示范吟诵；B学生个人展示吟
诵；C小组合作吟诵；D师生吟诵表演。每个选项的选择
人数占比都超过 50%，其中“教师示范吟诵”的选择人
数占比最高，达 85%。说明教师经常亲自示范，并且采
用多种组织形式教学。

（3）吟诵课堂上，学生情感投入和受感染程度不足。

有三道单选题：“当教师、同学、录音或者录像很有

感情地吟诵古诗词时，你会被感动吗？”“吟诵古诗词

时，你能在自己的头脑中想象出诗词所描绘的景色或

场景吗？”“吟诵古诗词时，你是否感到喜悦、兴奋或者

伤心、痛苦，与诗人感同身受？”。三道题分别给出四个

选项：总是、经常、偶尔、不会。

从这三道题的调查情况来看，都是选择“偶尔”的

占比最高，分别是 55%、59%、57%。“总是”和“经常”的
选择人数占比相对低，都在 30%以下，说明学生在吟诵
课堂上情感投入和受感染的程度不足。访谈的一位老

师说，课堂上播放的音频和视频，有时因为录制的效果

不是很好，有时因为录制的内容艺术性不够强，比如有

的老先生吟诵吐字不清，这样很难触动学生；教师自身

示范时又因缺少声乐技能，感染力不足。有位学生表

示，平时听惯了流行歌曲，对吟诵调不适应。

（4）吟诵教学效果较好，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在单选题“你认为古诗词吟诵教学，对你更深入理

解古诗词是否有帮助？”中提供三个选项：是、否、无所

谓。选择“是”的占比高达 93%。说明学生普遍认为，学
习吟诵有助于更深入理解古诗词。一位访谈的学生说，

有些古诗词，以前仅仅停留在诗句的字面意义去理解

诗人的感情，学习吟诵之后，才知道诗句的音韵和调子

都是诗人情感的表现方式。如今吟诵诗词，是种全新的

体验，对诗词情感和意境的理解更深了。

单选题“你认为吟诵教学，对你更深入理解古诗词

是否有帮助？”有三个选项：是、否、无所谓。选“是”的占

比高达 93%。一位访谈的学生说，有些古诗词，以前仅
仅停留在字面意义去理解诗人的感情，学习吟诵之后，

会结合音韵和调子去解读。这是种全新的体验，对诗词

情感和意境的理解更深了。

单选题“通过学习吟诵，你是否对创作诗词产生兴

趣并做了尝试？”有三个选项：是、否、有兴趣但没有尝

试。选“是”的占比 43%，选“有兴趣但没有尝试”的占比
39%，选“否”的占比 18%。说明学习吟诵之后，绝大部
分同学都对创作诗词产生了兴趣，并且有相当多的同

学已经动笔尝试。一位访谈的同学感叹说，以前总觉得

写诗是很高大上、又很困难的事情，特别崇拜那些会作

诗的人；后来在吟诵课，了解了格律后，老师会带领大

家集体做诗，写了之后反复吟，边吟边修改，这么一来，

感觉写诗挺有趣的，似乎谁都能当诗人。

单选题“通过学习吟诵，你对吟诵的掌握程度如

何？”有四个选项：熟练、一般、不熟练、一窍不通。选“一

般”的占比 73%，选“不熟练”的占比 20%，选“熟练”的
占比 7%。选“熟练”的占比很少，说明在教学和训练上，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访谈的老师说，学院的吟诵和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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诵合并开设成《古诗词朗诵与吟诵》课程，总共 34个学
时，其中吟诵部分大概只有 17个学时。短短的 17个学
时，要教会学生平仄规律，辨识入声字，还有吟诵的原

则方法和各种吟诵调，时间显然不够，只能压缩课堂训

练的时间。然而，吟诵是一项技能，需要大量反复训练

才能熟练掌握。

2.3 吟诵教学与朗诵教学的比较
（1）朗诵教学法比吟诵教学法更容易掌握，也更受

学生欢迎。

单选题“朗诵教学法与吟诵教学法比较，你认为哪

种方法更容易掌握”和单选题“学习古诗词，你更欢迎

哪种教学法？”，分别有两个选项：朗诵、吟诵。两道题选

“朗诵”的占比分别是 71%和 60%，都高于选“吟诵”的
29%和 40%。

访谈的一位老师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我们从小接

触到的读书法都是朗诵，对朗诵已经驾轻就熟，对吟诵

却还很陌生。朗诵教学法只要正确解读文本，基本就能

掌握；然而，要掌握吟诵教学法，不仅要能够正确的理

解文本的情感内涵，还要熟悉平仄规律、入声字，和具

有一定的声乐基础，无疑比朗诵教学法要难得多。

（2）学习一首格律诗，朗诵教学法和吟诵教学法各
有优势。

多选题“学习一首格律诗，朗诵教学法有哪些优势

（与吟诵教学法相比）”和多选题“学习一首格律诗，吟

诵教学法有哪些优势（与朗诵教学法相比）”各有五个

选项：A更关注格律知识；B更容易把握诗的情感；C更
容易与作者感同身受；D更容易记住这首诗；E记住这
首诗的时间更长。

朗诵教学法的优势，选择人数过半的选项是“B更
容易把握诗的情感（70%）”和“C更容易与作者感同身
受（75%）”。

吟诵教学法的优势，选择人数过半的选项是“A更
关注格律知识（90%）”“D更容易记住这首诗（68%）”
“E记住这首诗的时间更长（83%）”。

上述结果说明朗诵教学法在把握作者情感、与作

者感同身受方面更具优势；吟诵教学法在学习格律、对

诗的记忆效果上更具优势。

3 调查结论及启示
3.1 吟诵的推广力度有待加强

Y师范学院于 2019年在文学与传媒学院开设了
吟诵选修课，并且成立了吟诵队，不定期的组织学生开

展吟诵活动。2019年 6月，吟诵队参加在上海举行的第
三届中华古典诗词吟诵大会，以优异的表现在比赛中

夺得特等奖，直接参加诵读大会全国决赛。学校对此作

了线上和线下的多渠道宣传。不过，即便在这样的宣传

之下，仍有极少数同学不了解或从没听说过吟诵。对吟

诵有所了解的同学中，也仅有 10%同学是“相当了解”，
大部分都是“了解一点”。吟诵是我们传统的读书方法，

是中华民族由来已久的一种传统艺术，是我国优秀的

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之一，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师范

生对吟诵的了解尚且如此，可知吟诵在社会的普及程

度还低，有待继续加强。

3.2 吟诵教学应以激发兴趣为主，注重实操训练
吟诵课堂上，学生情感投入和受感染程度不足，主

要原因是吟诵难以激发他们的兴趣。他们是在流行歌

曲中泡大的一代人，对“似读非读，似唱非唱”吟诵调不

容易接受；另外，吟诵的难度大，学生望而却步。所以，

吟诵教学要以激发兴趣为主，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比如说，转变学生观念，让他们认识到吟诵的价值；丰

富授课内容，让他们切身感受吟诵的魅力。教学方法

上，注重实操训练，由浅入深，加强学生吟诵的熟练程

度。当学生能熟练地吟诵，自然会收获成就感。而成就

感又能激发学生学习吟诵的兴趣。

3.3 吟诵教学和朗诵教学互为补充，相辅相成
吟诵是传统的教学方法，朗诵是现当代的教学方

法。两种教学方法各有优势，各具千秋。吟诵的记忆效

果虽然好，但前提要花很多功夫；朗诵记忆效果和持久

性虽然差一点，但是容易操作。在普遍的朗诵教学显得

单调枯燥时，吟诵教学法是很好的补充。两者相辅相

成，相得益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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