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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吟诵在中学语文古诗文教学中的实践探索
——以《木兰诗》为例

姚　达

（常州市钟楼区昕弘实验学校，江苏 常州 213012）

摘要：吟诵是以乐音方式诵读诗文的一种艺术形式，也是中国特有的传统读书方式。常州吟诵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常州吟

诵在当地语文古诗文教学的缺位是很令人遗憾的一件事。本文以运用常州吟诵教授统编版语文七年级下册课文《木兰诗》为例，探索常

州吟诵在中学语文古诗文教学中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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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文吟诵是汉民族一门历史悠久的口头艺术，具有语言、

文学、音乐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吟诵调因汉语方言的巨大差异

形成了众多流派，常州吟诵便是其中之一。

常州吟诵有赵元任、周有光、屠岸等一众优秀传人，加上 20

世纪八十年代秦德祥先生发起的抢救整理，使得常州吟诵保留下

了风格多样的吟调，具备极高的艺术水准，在整个吟诵界都有着

相当的地位和影响力。

2017年9月，统编版语文教材总主编温儒敏教授在《人民日报》

中发文指出：“学古典文学要多吟诵。”此外，南京师范大学陈

少松教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叶嘉莹先生也多次呼吁，学习

古诗文要少朗读，多吟诵。

当前，常州吟诵作为国家级非遗和地方特色文化，也早已踏

进了校园。盛杨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州吟诵”在地方

高校的保护与传承——以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为例》一文中指

出：2014 年前后，常州文化部门先后在常州市龙虎塘小学和常州

工程职业术学院试点建设“常州吟诵”传习基地，形成了教育途

径建设和教育内涵提升的双向结合。笔者从 2019 年起也在自己任

教的学校开设了“学一点常州吟诵”校本课程，持续至今，但常

州吟诵未在古诗文教学的主阵地——语文课上崭露头角，这是令

人遗憾的。就像朱自清所说：“学校里吟诵废了，这在教学上损

失还是特别大的。”

因此，笔者在自己的语文教学中，尝试着将常州吟诵融入古

诗文教学，以课文《木兰诗》作为尝试对象，试图探索伴着声声

吟诵的语文课堂。

一、探索适用于语文教学的常州吟诵形式

《木兰诗》是统编版语文七年级下册的一篇课文。该诗的常

州吟诵调出自常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组稿、秦德祥先生

编著的《吟诵教程》。《木兰诗》是北朝乐府民歌，其吟诵相对

自由，音调结构比较规整。相较于格律吟调，乐府民歌的吟调没

有严格的平仄限制，因此在教学时，只要向学生介绍一下有关平

仄的常识即可。这是《木兰诗》运用吟诵教学的优势。

常州吟诵是根植于常州方言的一门艺术，而方言音又恰恰是

大多数学生的盲区。随着普通话的普及，加上外来人口大量流入

致使方言沟通不畅，使得越来越多的常州人不再说常州话，常州

中小学的学生有很大一部分并不具备良好的方言基础。如果要在

语文课堂上教授原汁原味的方言吟诵，光是正音就要花费大量的

时间，对于许多方言零基础的学生来说，无异于学习一门外语。

为了使常州吟诵更适于课堂普及，北京语言大学王恩保教授

鼓励我们用普通话教授常州吟诵调。常州工学院金丽藻教授也在

积极探索用普通话套吟常州吟诵调，并在微信公众号“蓝荇藻园”

中用常州话和普通话作双语吟诵示范。因此，笔者仿照此做法，

给学生分别录制了常州方言版和普通话套调版的《木兰诗》吟诵

音频，供学生选择学习。少数有方言基础的学生会选择学习方言

吟诵调，而大部分学生还是选择了普通话版的常州吟诵调学习。

最终的教学实施还是采用了普通话版的常州吟诵形式，即诗歌全

文采用普通话的读音，套用常州吟诵调。

二、对常州吟诵调中入声字发音的取舍

屠岸先生曾经指出：“普通话丧失了入声字是中国汉语语音

发展的一个损失，不过为了推广，也可以尝试用普通话。”常州

吟诵中对于入声字的处理方式是多样的。对于吟诵零基础的初中

生来说，就算知道什么是入声字，在原文中标注出入声字，在实

际吟诵时也难以分辨不同入声字的吟调处理。

为了在语文课堂普及常州吟诵，笔者不得不对入声字的发音

作出调整。过分强调语音的标准，一方面会占用语文课堂的时间，

影响教学进度，另一方面反而会使学生过度重视字词的发音，从

而忽视吟诵为理解诗歌内涵带来的便利，由此失去学习常州吟诵

的兴趣。

于是在实际教学中，笔者除了对确实需要处理成短促调、断

续吟的入声字作了特殊强调以外（如“朔气传金柝”中的“朔”“柝”），

并未刻意强调全部的入声字。如“北市买长鞭”中的“北”，常

州话读如“bo”，原调中吟得极短，且依照常州吟诵“平低仄高”

的原则，“北市”二字的音调很高。而普通话中“北”读上声，

与常州话“北”字发音差异较大，在实际吟诵时采用原调存在困难。

因此笔者直接将“北市”二字念白，使得整句音调和谐。

又如“暮至黑山头”的“黑”“赏赐百千强”的“百”，原

调是处理成短促调的，如按普通话念白，也并不影响吟诵音调结

构的完整性，学生也更容易掌握。

还有“策勋十二转”的“策”“出郭相扶将”的“出”，原

调中都读短促调，但由于普通话读音和常州吟诵的音调在这里可

以契合，所以并未强调一定要读成短促调。学生在学吟的过程中

会跟随老师的示范，自然而然地短促处理。

实际教学中笔者对入声字的发音作了些许的取舍，尽管与许

多吟诵学者坚持保留吟诵中的入声的观点相违背，确实留有遗憾，

但也未必不是一种具有探索意义的尝试。

三、常州吟诵《木兰诗》的教学实践

在授课前，笔者已将常州方言版和普通话套调版的《木兰诗》

吟诵音频提前发给学生预习。同时利用语文早读，一遍遍地教吟、

范吟、齐吟，使全体学生熟悉原调，在此过程中也会普及一些简

单的声律知识。

当学生熟悉了整首《木兰诗》的吟调后，便进入正式的课堂

教学。字词正音、文言注释、诗句翻译，复沓、互文等独特修辞

手法的讲解是语文课上教授《木兰诗》的基本流程，在这里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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赘述。学生在疏通文义后，便进入了吟诵的课堂。

首先，教师出示课堂活动要求与问题：

自由吟诵诗歌，再和大家分享：哪些句子能体现出木兰的形

象特征？怎样吟可以表达出这种感觉？

同时出示吟诵小贴士和示例：

吟诵小贴士：

依字行腔，一二声舒缓平静，三声婉转细腻，四声或铿锵或

旷远。从语气的强弱、语调的高低、节奏的快慢、字词的停顿或

延长等角度去调整吟诵，以起到表情达意的效果。

示例：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我从这句话里读到了一个勤劳的木兰。这句话有娓娓道来的

感觉，语气要舒缓，节奏不宜太快，句与句之间可以有短暂的停顿。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采用普通话套调的常州吟诵教学，因此

在吟诵小贴士中未涉及到入声字，只标示“一二三四”声，未标以“阴

阳上去”的声调名称。

这样明确地给出课堂活动的细节指导后，学生再进入自由吟

诵，揣摩吟调的活动。在此过程中，教师要参与到学生的吟诵中去。

课堂上的吟诵是对当前掌握的吟诵调的二次创作，这种创作一定

是基于对诗歌、对人物形象的理解的，通常会形成学生自己的风格，

只要是符合吟诵基本规律的，就能够得到认可。罗慧在《浅谈吟

诵在古诗文教学中的助力作用》一文中提到，个性化试吟能够让

学生体会吟诵吟法不拘、吟调不一的特点，无论忧愁还是明快都

有其道理，在此基础上进入诗歌的解读。学生在一遍遍试吟的过

程中，也是在无形中加深对诗歌内涵和人物形象的理解。

教师在参与学生的试吟时，要去倾听学生的吟调处理，从语气、

语调、节奏等维度做出初步的评价，并且要了解学生这样处理的

意图：如何去吟才能将诗句要表现的木兰的特点凸显出来。在与

学生共同剖析人物的基础上，给出吟调调整的意见，再让学生一

遍遍地去吟，和自己之前的吟调作比较。这时周边的同学也必然

会被吸引，参与前后吟调的比对，从而对自己选择的诗句的吟诵

处理作修改。教师要把握时机，顺势听一听周围几个同学的吟诵，

作出简评。

像这样参与七八个学生的试吟，也就基本了解了学生吟诵的

面貌，为接下来的吟诵展示环节做好充分准备。通过教学实践得知，

该活动用时 10 分钟左右，有时甚至会有学生因找到了同一句诗却

产生不同的吟调处理而发生小范围的议论，这都是正常现象。

试吟活动结束后，教师要选择刚才在聆听时搜集到的有代表

性的吟调或存在典型缺陷的吟调让学生展示，除了现场纠正个别

不太准确的音调外，要避免自己范吟影响学生发挥，而是放手让

学生去点评，对现有吟调作深度加工。

例如，有学生找到“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

从此替爷征”这四句，表示看到了一个坚毅勇敢又孝顺的木兰形

象，在处理吟诵时要把前两句吟得很无奈，体现出木兰家里没有

男丁适合上战场，要读出窘迫的感觉；后两句要强调“为”和“替”

两个字，因为这两个字都是第四声，要有铿锵的感觉，体现出木

兰要替父从军的坚毅。解读过后，该同学当场示范，基本符合刚

才的解读。有同学认为句尾的“征”字是平声字，要适当延长；

也有同学说，既然要替父从军，就要坚毅果断，所以这个“征”

字尽管是平声字，也要短促有力地去吟。

两个学生的不同观点，一个建立在吟诵的规律上，一个建立

在自己对诗歌的理解上，都有道理。这时就应当让两个同学分别

吟诵一下“从此替爷征”，让全体学生体会两者的区别。最终还

得求同存异，让学生选择自己更喜欢的一种吟调来吟诵。此时不

管学生选择了哪种吟调，他们都已经沉浸于诗文的音韵之中，不

仅学习积极性提高，而且对诗歌内涵的理解也更加透彻。

四、吟诵对古诗文教学的意义

章太炎在《正名杂义》中谈道：“吟咏而易记忆。”千篇一

律的朗读只会使学生厌恶背诵经典诗文，而具备韵律美的吟诵，

则可以使学生摆脱单一记忆的痛苦，以视听结合的方式提高记忆

效果。

学习过《木兰诗》吟诵的学生，在默写中几乎没有出现串句、

漏句的现象。这就意味着音韵是记忆的有效渠道。吴蔚在《论传

统的吟诵方法在古诗词教学中的运用》一文中指出：一首若干年

不唱的歌，当哼起那首歌的旋律，歌词却能脱口而出，而原本就

有音乐性的古诗词，配以吟诵的音乐美，对于古诗词的记忆会起

到非常大的作用。

吟诵本身极具感染力。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

中写到寿镜吾老先生吟诵常州籍作家刘翰的赋文时的生动画面，

足以看出吟诵给少年鲁迅留下的深刻印象。如果当下的学生能够

拥有这样一位摇曳生情的会吟诵的老师，必然会对其学习古诗文

产生深远影响。

由于吟诵调的处理是需要基于理解的，因此学生会为了吟好

一首诗歌，花更多的工夫去揣摩诗歌的内涵，这个过程并不一定

是在课堂上完成的，也可能在课前或课后。美妙的吟调会一直在

学生的脑海中萦绕，相当于一遍遍地在强化记忆，加深理解。通

过吟诵，学生对于长篇大段的古诗文学习有了更浓厚的兴趣，这

对于教师开展古诗文教学非常有利。

笔者有幸能用常州吟诵带领学生走进丰富多彩的诗歌世界，

学生也会因为常州吟诵，主动地去接触更多的经典诗歌和地方文

化，增加阅读积累量，拓宽视野，从而提升学习水平。

五、常州吟诵带给学生的改变

尽管笔者在课堂上采用普通话教授常州吟诵，但也有不少常

州本地的同学，甚至是没有方言基础的同学，也试着用常州方言

在吟诵。于是，一堂吟诵声声的语文课上，乡音伴通语，和谐而

美妙。

我的学生以常州吟诵为起点，开始主动关注和学习常州话。

学生在常州吟诵当中获得了说方言的自信，也为常州这座有着

2500 多年历史的古城感到自信。相信在潜移默化中，笔者所担心

的“入声字的取舍”问题，也许在不久后就能迎刃而解。

在笔者的带领下，学生们也开始关注常州的美食、民俗、历

史……他们对常州当地的其他非遗文化也产生了十足的兴趣。但

愿他们今后都是地方文化的传承者和践行者。

为了更好地继承常州吟诵这一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笔者

还需要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吟诵水平，在教学中坚持不懈地探索和

实践，以吟促教，以吟促悟，找到一条适用于中学语文课堂的吟

诵教学法。常州吟诵承载着的是悠悠古运河滋养下的常州文脉，

把中华经典诗文的抑扬顿挫根植于下一代的心中，涵养了时代精

神与文化自信。愿吟诵声声的语文课堂在一个个常州吟诵推广者

的努力下，早日回归常州的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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