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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央视《经典咏流传》栏目风靡全国，掀起了古

诗词配乐演唱的风潮。实践证明，这种音画结合的经典文化演

绎和传播的方式确实能激发学生对古典文化的兴趣，也加深化对

其意境的领悟，引发情感共鸣，获取审美享受。[1 ]然而，与传

统的诗词记忆方式相比，这种新形式能否提高学生对诗词的记忆

效率还有待证明。

2019年10月份，九江市柴桑区第三小学对此进行了一次教

学实验。本文是基于此次实验的实证分析。

1  研究对象及数据来源

研究诗词共十首：《别董大》《出塞》《枫桥夜泊》《黄

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江雪》《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石

灰吟》《渔歌子》《赠汪伦》《竹石》。诗词演唱音频、视

频出自河南卫视《童声咏经典》栏目，从该栏目的抖音号里下

载而来。这个栏目并不为人们所熟知，这些诗词也都是二年级

学生没有学过的，大都出自人教版《语文》教材的四五年级。

这样是为了保证实验结果的纯洁性。

研究对象是我校二年级所有学生，共757 人。教学实验中

将二年级15 个班级学生分为诵唱和朗读两个实验组。利用每日

晨读的 3 0 分钟时间，一个组以《童声咏经典》里的歌曲为蓝

本，进行诗词演唱；另一个组进行朗读。在一个月之后，通

过测试获取实验数据。

图1是测试卷的局部截图。每首诗出两道题，共20道题。每

题5分，共100分。考虑到学生年龄还小，识字量还不够，所以

采用九宫格的形式，降低测试难度。

原计划诵唱组7个班，朗读组8个班。很痛心的是，由于一

古诗词诵唱与朗读记忆效率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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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班老师出现错误，她的班级原为诵唱，却错为朗读。直到实验

进行到第三周时，笔者才发现此错误，已难以更改，遂只好将错

就错。就这样朗读组多出155人，也就是多出3个班的人数。

2  研究过程

2.1数据描述

实验数据分析使用的是stata 软件。

表1数据显示，C代表的诵唱组，观察对象为302个，均值为

78.996，标准差为24.64，最小值0，最大值100。d代表的朗读

组，观察对象为455，均值为91.806，标准差为 17.017，最小值

为0，最大值为100。将两组对比可以看出：

朗读组的均值达到91.80，远高于诵唱组；诵唱组的标准

差相对较大，说明诵唱组的离散程度较大。

2.2正态性检验

运用 stata 软件进行 W 检验。结果显示，两组数据的正

态检验的P值都小于0.05，也就是说，两组数据都是非正态分

布的。

2.3方差齐次性检验

用stata 软件进行方差齐次性检验的结果。结果显示P=

0.0000,明显小于0.05，从而拒绝了原假设，也就是说，这两组数

据的方差有显著差异，不能满足方差齐次性要求。

2.4秩和检验

由于数据不能满足正态性和齐次性的要求，所以不能用双总

体 t 检验来分析。[ 2 ] 笔者采用的是一种非参数检验

（nonparametric test），秩和检验（rank sum test）。这种检验

不用考虑总体的分布形态。本文使用 s t a t a 软件对数据进行

Wilcoxon秩和检验。

表2是秩和检验的结果。从结果看，P=0.0000，从而拒绝原

假设，即认为两组数据存在显著差异。Z=-8.782，表明第一个样

本的秩和小于第二个样本的秩和，也就是说，诵唱组的总体比朗

读组的总体数值偏小。[3]

图 1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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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结论分析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古诗词记忆方式中，朗读组的效

率显著优于诵唱组。这可能是因为：

3.1诗意理解的差异

诵唱组老师直接播放课题组发给的视频，没有按要求先讲解

诗意。这个视频是《童声咏经典》中那10 首诗词歌曲的合辑，

点击一下即可重复播放。该组老师思想上没有重视诗意的解读，

光强调孩子们把这10 首诗词歌曲唱熟。这样可能导致孩子们每

天在唱，但不明其意。朗读组班级则讲解或出示了诗意。

3.2视觉效果的差异

诵唱组每日播放的演唱视频MV，里面都是合唱的小学生，

表 2 伴以绚丽的背景、合拍的动作、丰富的表情。诗词字幕在下方

滚动。这样可能导致学生的注意力被画面吸引，没有专注到字

幕。朗读组只看到电子白板洁白背景上的黑色诗词，而且字体

可以放大。他们盯着老师所指的地方朗读，注意力更集中。

3.3诗词内容的差异

《童声咏经典》栏目将古诗词后面都添加了现代歌词，以

便适合现代流行歌曲风格。与朗读组相比，这样会导致学生大

脑接受量的增加和注意力的散化。在相同的晨读时间里，诗词

在朗读组的脑海里重复的次数更多。

4  研究建议

诗词诵唱固然新颖，但不能完全取代传统的朗读记忆。在

有限的课堂时间内，在理解基础上的朗读，其记忆效率更高。

其缺陷是，学生对于机械地记忆感到枯燥疲乏，需要教师的监

督。实验中，诵唱组学生兴致勃勃，朗读组则死气沉沉。这

证明，学生更乐于这种新的诗词学习方式。只是，教师不可听

之任之，要先让学生明白其含义，并且增加诵唱的重复次数，

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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