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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吟诵，一条走向古诗文更深处的新路
——“用平江方言进行中学生古诗文吟诵教学的实践研究”课题的实践探索

陈文平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城关镇第二中学，湖南 岳阳 414500）

提要：用平江方言进行中学生古诗文吟诵教学要立足校情，坚持以点带面，逐步推进的实施策略；要系统灵活，坚持课堂渗透、

活动成长、激励评价相结合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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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古人学习诗文的基本方式，吟诵是一种综合运用句读、

格律、结构等相关知识的实践性极强的语文学习活动。“吟”一

般表现为有节奏有腔调地诵读诗文；诵，主要指用抑扬顿挫的声

调有节奏地读。采用吟诵的方式学习古诗文有利于创设学习情境，

让学生在体会古诗文的音乐美的过程中，更好地体味作品的思想

感情。

普通话吟诵古诗文具有以下基本特点：长短抑扬、区别调式、

吟念结合、多用断腔。平江方言吟诵在规则、唱腔上与普通话吟

诵没有多大区别。它的最大特点在于平江方言。平江方言是保存

较好的古代雅言，在语言研究上有着“活化石”的学术价值。从

音系和基本词汇来看，它属于赣方言，有 22 个（包括零声母）声

母、45 个韵母（另有 3 个鼻音韵母）和七类声调。其音系的主要

特点是：有一整套全浊塞音和全浊塞擦音，有舌叶音，没有翘舌音，

有一整套鼻音韵母和塞音韵母，有平、上、去、入声调。

平江向来有崇文尚礼的传统，目前在举行婚嫁丧娶等礼仪时

还保留着方言吟诵活动。我们认为平江这一特有的文化活动，不

仅仅可以作为古诗文教学方式来丰富我们古诗文教学手段，更应

该作为一项文化遗产让平江的青年学生加以继承。2017 年平江二

中成立了用平江方言进行中学生古诗文吟诵教学实践研究课题组。

课题组围绕用平江方言进行中学生古诗文吟诵教学开展了一系列

研究和实践活动，取得了一批成果。平江方言吟诵已在平江二中

生根发芽，越来越多的老师在接受并学习这种教学方式，越来越

多的学生也开始喜欢这种学习活动。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

展探究实践。

一、立足校情，坚持以点带面，逐步推进的实施策略

活动开始之初，我们就编制、发放调查问卷，调查分析我校

高中学生学习古诗文在基础、兴趣、信心、方法等现状。通过对

问卷调查进行分析，我们发现不喜欢阅读欣赏古诗文的学生占总

人数 62%；53% 的学生表示不会主动背诵古诗文，40% 的学生是

老师要求背就背诵，极个别学生表示不愿意背诵；58% 的学生表

示听说过吟诵，但仅有 26% 的学生表示听过平江方言吟诵，会吟

诵古诗文的学生没有；绝大部分学生觉得自己的方言很土气，不

好意思讲，更不要说用它来吟诵了。同时我们也发现，大部分语

文老师对吟诵艺术了解不深，在古诗文教学中从不用吟诵教学法。

据此，我们首先从抓教师开始。组织部分教师骨干加强理论

学习，收集与课题有关的理论书籍、论文。集中研讨学习叶嘉莹、

张本义等学者撰写吟诵专著；观摩学习徐健顺、陈琴等专家的示

范吟诵视频；积极参与中国吟诵学会开办的吟诵网中的有关学习

活动；组织老师收集、整理平江古音吟诵资料，走访民间行礼、

做道场等有吟诵内容的风俗礼仪，向民间有关从业人员学习并拍

摄相关影像资料；加强与音乐等学科教师的交流与研讨，探究用

平江方言进行古诗文吟诵的腔调与节奏。在较短时间内构建了一

支精干的课题研究队伍。在学生层面组建吟诵社团，开展吟诵专

题讲座。从高一、高二两个年级各班中挑选骨干力量组成吟诵社，

并在固定地点，定期由研究组成员用平江方言进行古诗文吟诵专

题讲座及练习。然后，以这些学生为骨干在 3 个年级共 10 个班逐

步开展平江方言吟诵活动。这种以点带面，逐步推广的实施策略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初步掌握了平江方言吟诵技巧的教师在增加。

参加平江方言吟诵活动的学生也越来越多。2019 年上期平江二中

“崇礼尚勇厚德图强”平江精神吟诵晚会。高一年级有五个班成

建制参加平江方言吟诵节目，参与学生达 300 多人，参与老师涉

及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多个科目。

二、系统灵活，坚持活动成长、课堂渗透、激励评价相结合

原则

吟诵与学生已有的学习经历有较远的距离，但平江方言又紧

贴学生生活实际。对于参加用平江方言吟诵活动，他们刚开始兴

趣较浓，但大多数不能坚持下去。在实践探索中，我们力求做到

训练系统化，活动多样化，以最大限度激发学生的积极性。

（一）坚持在活动中成长的教学理念，开展形式多样的古诗

文吟诵活动

1. 以吟诵诗社为核心开展用平江方言进行古诗文吟诵学习

活动

我们制定了比较系统具体的培训计划。精心组织吟诵专题学

习训练，编写了《吟诵七讲》等校本教材，从古诗文音韵平仄等

基础知识学习，到具体作品吟诵技巧练习，都做了较为科学合理

安排。培训活动做到了有确定内容，固定时间，固定地点、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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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同时，我们也力求培训形式灵活多样，既有教师的吟诵知

识专题讲座，也有组织收看叶嘉莹、徐健顺等名家吟诵视频。既

有语文老师的讲授指导，还有跨学科地请音乐老师来组织练习。

既邀请民间吟诵爱好者进校园传授，也组织学生主动深入乡间进

行采风活动，与民间相关从业人员接触，近距离地感受平江特有

的乡土文化。

2. 集体练习和个人表演相结合

学习吟诵之初，多数学生由于缺乏吟诵能力，信心不足，羞

于开口练习。所以，刚开始时，我们训练的重点是组织集体吟诵，

并尽可能地为吟诵社在学校的大型活动中争取集体亮相表演的机

会，让他们体会吟诵带来的成功感。但吟诵又是一种极富个性的

学习方式。如果不能进行个人的独立吟诵，是无法真正领略吟诵

艺术的魅力的。随着吟诵学习活动的深入，我们把学生的自吟自

诵作为训练的重点。由学生选定吟诵篇目，教师进行个性化指导。

吟诵社内定期举办吟诵沙龙等活动，最大程度地为学生创造个人

练习吟诵的机会。

（二）坚持让吟诵进入课堂的探索实践，主动寻求在常态教

学中进行渗透

进行用平江方言吟诵古诗文的探究性学习活动，主要目的就

是探索改变目前古诗文教学中存在的教师重分析讲解，学生缺情

感体验的弊端。因此，让吟诵进课堂，使用平江方言吟诵古诗文

成为一种教学常态，就成为了这次研究活动的应有之义。

用平江方言吟诵来导入课堂，营造课堂气氛。笔者在讲授李

白的《将进酒》时，就采用了这种方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该

诗开篇两句为：“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诗句中的“回”

在平江方言中读“wái”；“雪”在平江方言中读“xie”，声调

为普通话中已没有了的“入”声。根据这一特点，我在课堂设计

上就直接用平江方言吟诵这两句诗作为教学活动的导入语，一下

子就把学生吸引过来了。后来，有一位学生在她的《何妨吟啸且

徐行》的习作中写到对这节课的感受：“令我更加喜爱的是，老

师的吟诵。当他用自己的方式吟诵时，我感受到了‘君不见，高

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的岁月感叹。老师吟诵的音调

节奏，一种诗情的起伏，时缓时急，忽高忽低，曲折回还，奔腾

向前。让我不禁感叹，吟诵也是一种艺术。”另一位学生也写道：“作

为一个平江人，我一直认为方言只是沟通的一种工具，从来没有

体会过方言之美。用平江方言吟诵，不仅使诗文读起来更感亲切，

而且增添了课堂的趣味。”

用平江方言吟诵特别有利于让学生体悟古诗文思想感情。吟

诵过程中对节拍、音调、缓急等处理，实则是对词句情感的推敲。

课题组成员青年教师李风顺在全县教学观摩课中就多处运用平江

方言吟诵以品味诗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还有的老师用它来勾连课堂结构，也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2020 年教学期间，我校青年教师喻银竹在全校青年教师片段教学

比武中就采用平江方言吟诵来建构课堂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

（三）以激励为出发点创设多样的展示平台，让学生体味成

功，收获自信

我们根据学生的特点，尽量创设多样化的展示活动，让学生

充分彰显个性，让他们在活动中获得成就感。如古诗文课堂教学

中教师尽量用鼓励性话语来评价学生用平江方言进行的吟诵；吟

诵社团内尽量提高社员进行吟诵的参与度，规定每位社员每期在

社团内个人吟诵表演不少于 3 次；积极组织尽可能多的学生参加

学校一年一度的国学经典诵读活动；针对较为内向，功底较好的

学生，组织“我与吟诵一起成长”等征文比赛活动。让他们也能

在这样的活动中收获兴趣与信心。

实践探索中，通过对学生的调查，以及他们在相关征文比赛

中的反馈，我们发现学生对古诗文的学习兴趣变浓了，学习信心

变足了，背诵古诗文的能力增强了。他们对于平江的乡土文化也

有了一定的了解。语文教师的教学理念也在改变，并开始形成一

些共识，如在课堂教学中开展用平江方言进行古诗文吟诵应着重

于创设情境、涵泳品味，吟好平仄，把握节奏。随着研究实践活

动的深入推进，课题组也收获了一些理论成果：课题组成员共有

8 篇论文发表或获奖。其中，彭展光老师撰写的《谈平江方言吟

诵进课堂的现实意义》发表在国家核心期刊《中华活页文选》上；

吴晓华老师撰写的《方言吟诵在高中古诗文课堂教学中的运用策

略》发表在省级刊物《新课程》上。

三、不足与困惑

用平江方言进行经典吟诵教学活动开展的范围不够广范，到

目前为止仅局限于高一年级。如何用平江方言进行经典吟诵教学

在实际研究中探究的不够深入，还未建立有效的课堂教学模式。

吟诵是一门难度系数较高的技能，有不少课题组成员自身还未深

入学习吟诵，研究队伍不够稳定，引领指导学生的能力较弱。没

有建立对研究实践活动的效果进行准确评估的标准体系。从学生

层面看，在实施平江方言吟诵活动中如何做到有效性与趣味性的

统一，仍然是一个比较艰巨的任务。平江方言吟诵本身存在某些

粗糙的，不够规范的地方。如何在推广中提升平江方言吟诵的品味，

这也是我们目前无法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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