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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育人：朗诵艺术在现代化教育中的文化传承 
杨斌 

（河北传媒学院  河北省石家庄市  051432） 

摘要：在现代化教育过程中，科学技术等硬件设施已经融入到了教学应用，同时艺术素养的提高也成为了一个教育导向，在语

文学习过程中已经有诸多学校将朗诵艺术融入到了学习古典诗词或其他文学作品的教学过程当中，极大提高了学生学习能力与审美

能力，同时也对文学作品的创新和传承起到了一定作用，本文也通过案例分析对朗诵艺术的教学应用浅析，在未来教育模式创新的

进程中，朗诵艺术将会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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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化语文教育中的新风向  

目前伴随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完善，科学技术的应用也开始逐

渐渗透到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我国校园各个教育阶段过程当

中，科技赋能已经成为教育中的一项重要的元素，而随之变化的便

是教育的现代化。现如今在小学、中学的教学阶段，已经出现了很

多新鲜模式，例如微课、网课、AR 教学、视频辅助、动画展示等

等，帮助学生深入了解并直观感受语文教学知识，这位现代化教育

的建设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 

（一）以美育人教育体系的构建 

在我国双减政策出台后，越来越多的教师家长逐步认识到在实

践、精神、审美等方面对于孩子的培养，同时我国教育体系的不断

完善，以美育人的工作也在加速推进，为我国未来发展提供全方面

发展的人才。现如今不仅高校在实施三全育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多项政策，中小学的课程与实践也逐步深入到生活与精神的丰

富，一方面一教学内容为主，另一方面也重视对于审美需求的培育，

在以美育人体系构建的过程当中，将会渗透到各个分支学科的融合

以及创新，为我国教育体系的完备提供充足动力。 

在美育教育当中，学校教育是美育教育的主要教育阵地，系统

的、全面的、完善的美育教育重点在校园，因此目前校园在音乐、

美术、书法、朗诵等各方面也在进一步完善建构，推进艺术教育，

以美促德，将教育效果达到事半功倍。 

（二）朗诵艺术在教育中广泛应用 

在以美育人的过程中，除了较为传统的音体美等课程的作用凸

显，现如今也逐步兴起了我国的“读书热”，而在中小学教育阶段

的过程中，朗诵也融入到读书热的行列，进而融入到语文教学中，

推动文化的传承、文本创作、文化自信的根植。校园内朗诵艺术活

动的广泛兴起，原因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整个社会发展阶段已经不同往日，人民消费水平提高带

来的文化精神的追求开始让更多的人接触到原本不常见的精英文

化，精英文化一般的欣赏人群限定在经受过一定的知识学习才能理

解掌握的文化，但目前在媒介融合的热潮中，精英文化也逐渐走下

神坛，在原本接触不多的朗诵作品与艺术，也开始进入到众多自媒

体，被大众接触、朗诵、模仿。 

其次是在新一轮教育体系的完善过程中，教师队伍也在积极纳

入新鲜力量，新的教育模式与教育理念，伴随国家发展的人才需要，

朗诵艺术也恰逢时机应用到教学当中去，不仅能够作为教学辅助教

学内容的讲授，同时也能够作为艺术活动，提升学生审美并通过朗

诵推动传统文化传承。 

（三）新时代传统文化地位的凸显 

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文化自信的培育以及文

化强国的建设也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而信息技术带来的数字化改

变，也让文化在目前的传承与创新中面貌焕然一新。自进入新时代

以来，无论从生活方面亦或是媒介内容上，文化类的元素一直都在

不断变化与融合，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各大剧目与综艺为例来

看，多数节目均在以传统文化为出发点进行二度创作，比如中国诗

词大会、朗读者、典籍里的中国、故事里的中国、上新了故宫等等

节目，将我国诗词文化、历史文化的传承工作做了进一步推动，同

时也为人民文化自信的增强做出了贡献。 

而在各学校教育阶段，无论从课本教材还是招生入学考试或者

课程设置与培养目标，均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目前高校

教育阶段，已将文史哲课程的学习作为重点目标，加入到选修课程

或拓展课程，在中小学教育阶段更应该为民族复兴的后备军与生力

军提供保障，文化底蕴的培养与学习将是对精神的涵养，是对学生

的端本正源，同时也在培养青春力量担当使命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在如今科技、经济逐渐发达的时代中，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学习已经

成为了教育阶段中坚定不移的道路。 

二、学科教育与朗诵艺术的创新融合 

在语文学科的教学过程中，“语”和“文”也一直在不断碰撞，

寻找一个融合点，在学习过程中往往会忽视“语”的练习，而偏重

于“文”的背诵和书写，这就与语文学科教育的理念与目标背道而

驰，在“语”的运用方面，一直以来有诸多形式，例如朗读等等，

但浅白的朗读形式一方面不能够充分发挥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另

一方面在传道授业中，学生的接受程度与理解程度很难达到一个高

度水平。现如今自全民阅读热兴起以及媒介融合的发展，人们从新

媒体平台也开始接触到了诸多形式，其中朗诵在教学应用中脱颖而

出，人们对长期以来的精英文化渴望与新奇得到满足，逐渐将朗诵

演化成为了大众文化，另一方面在普通话普及与推广工作的过程当

中，朗诵也是推广的一种手段，朗诵艺术形式融入教学应用中也不

会显得过于强硬，而是自然渗透。 

在整个语文教育过程中，尤其对于古现代诗词的教学是融合朗

诵艺术最佳的板块，诗词文化在本身就独特的文字与文言的形式基

础之上，加之蕴含我国的历史文化、道德情感、为人之道等等，本

身所代表的价值，就极其需要我国教学阶段的深入传授与理解，而

应试教育不免会导致文化诗词本身所蕴含的文化价值流失，同时也

不利于传统文化的代代传承。以《中国诗词大会》节目为例，在节

目当中就蕴含很多朗诵的部分，而在这种形式的学习下，更多将中

华民族的魅力与精华通过艺术的加工，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来，将

刻板的文字注入情感映入人们眼中，因此现如今的教育阶段在朗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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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融入也是发展规律的大势所趋，迎合了人民精神需要、国家发

展目标以及体系健全的需求，以艺术的形式助力教学应用，深入体

验我国瑰宝魅力，通过美育达到审美的提升。 

在现在的院校课堂中包括宣传渠道的新闻推送，可以看出朗诵

已经成为了一项主流教学方法，例如模仿中国诗词大会的各校园诗

词大会、全国范围内举行的中华诵写讲大赛的推动，都能明显地发

现语文教育中尤其是语文教育中的诗词学习已经与朗诵艺术默契

融合，伴随着现如今国家的重要时代节点的到来，艺术作品层出不

穷，在艺术作品中包括电视剧、电影、话剧、动画片等红色经典中

的各类中华传统文化朗诵与演讲，也对中小学语文教育模式有了一

定推动，激发师生二度创作与深度交流。 

三、朗诵艺术在教育实践中的文化效应 

（一）文化的美育传承 

以美育人在现如今各阶段都是一项重要工作，在语文教育工作

中，常常会忽略文字资料的深度魅力，文字在传达语意与信息的功

能之外，同样包含了情感的传递，而情感的传播对文化传承具有深

远意义，通过朗诵传播可以更加使得情感传播通透，富含节奏韵律，

让文字在语言传播中抑扬顿挫，容易入耳入心。 

教育中通过朗诵带来的文化效应是建立在教学的基础上的第

二产物，但朗诵的美育传承是建立在保证文化经典并且符合文化基

本内涵与文学作品美学结构的基础上，对作品或诗词的艺术性表

达，将作品中的故事情节、层次动态、情感起伏更艺术性且更直观

性的通过朗诵艺术实现以美育人的目的和传统文化经典的传播。其

次抛开教育目的中的艺术表达，从单纯师生或学生交流沟通角度方

面来看，朗诵作为听觉或听觉加视觉的审美体验，能够让表演者、

观赏者得到审美的升华，将文字活灵活现的一方面将中华文字魅力

通过停连、重音、语气、节奏等文字特点的技巧把握，传递出中华

文化与文字的审美精髓和美的享受。 

（二）文化自信的根植 

美育通常来说是通过教育手段或其他形式使人们认识美、体验

美、感受美、欣赏美、创造美，审美能力的提高关系到对文化的正

确认知与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同时，文化的传承与进

步也深深关系到人民文化自信的根植，在现如今文化强国建设的进

程中，五千年来的文化都开始遵循“双创”的方式来熏陶人们的文

化生活，通过文化涵养提升文化自信，文化自信的培育针对年龄层

的不同、社会群体的不同，有着不同的方式，而校园内的培养是根

植文化自信的首要阵地，在校园中的朗诵往往以比赛形式出现或以

节日节目出现，现如今的朗诵艺术形式更少地摒弃了之前节目性质

的娱乐性，通过朗诵日、朗诵周的形式出现了艺术性质的涵养性、

长期性。在学生对某一篇稿件或诗词准备朗诵前期，必然需要做到

对全篇作品的前期了解、作者了解和情感表达分析，在准备前期就

已经比单调地背诵起到了更好的文化底蕴的涵养，朗诵艺术最大的

魅力是在朗诵过程中通过情景再现等能力加之音乐、道具等方面综

合元素对文学作品创作后的情感共鸣，这种情感共鸣是一种自发产

生的共同体记忆，比起任何干硬性地传授与晦涩的讲解更加真实而

完善，顺应了新时代文化传播的目标，让经典的诗词与文学作品走

进学生心中，提升情操、完善人格、强化学生使命感与责任感、增

强民族凝聚力以此根治亦或是厚植文化自信心。 

（三）普通话语言文化的深入推广 

自 1956 年开始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普通话推广工作，自此有声

语言艺术也成为了推广普通话的一种方式，由于我国方言种类多

样，普通话的普及有利于全民族发展包括经济发展、教育发展、文

化交流等等，现如今全国的普通话以基本普及，取得了良好成果，

但尚未达到完全普及的状态，由于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较多，普通

话的普及在地理和生理方面都有一定难度，而在教育过程中的朗诵

艺术的推广，不仅对教育效果有了极大提高，同时也对校园内的普

通话推广效果有了很大推动作用，如今在新媒体平台中，诸多少数

民族文化被很多网友喜爱，通过少数民族文化对其进行艺术创作，

将有利于普通话文化的推广，校园的朗诵艺术本身在传播过程中，

是具有一定模仿性的，以作品模仿是容易及其连锁效应，利用多样

化的形式及其朗诵兴趣，再以媒体平台或校园引导为普通话的学习

推广工作进一步深入。 

四、朗诵艺术在教育实践中的思考 

现各现象级节目的热播与社会的整体思潮流行从而掀起了文

化浪潮，一方面通过朗诵培养了美感与语感，但在如此迅速发展的

艺术形式尚有不完整的不利因素，首先在全国地域方面来看，受到

方言影响，学生与学生间尚有发音的差别，这就在传播过程中有了

很多歧义，例如 zh、ch，或者在 z、c 等声母发音，在发音中由于标

准度的影响，会使在课堂中出现错读、误读的现象，导致朗诵水平

以及文学本身的真实度受到影响。 

其次在整个朗诵艺术的推动过程中，有些老师可能涉及不愿意

张口或者不愿意进行示范，这就会一定程度影响学生在这一过程中

主动性与表达性，同时在教学过程中会有教师以录音的方式进行授

课与讲解，这如同照本宣科，这种方式将无法真正起到对于朗诵艺

术的学习甚至文化的传承，教师应该整体根据学生水平，以不同情

感给予学生正确的讲解，进行反复训练带动学生形成良好的朗诵或

朗读习惯，对传统文化作品与诗词就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理解与掌

握。 

最后整个的文化传承工作不仅需要提高学生的积极性与热情，

也需要在家长、学校、政策引导上进行协调，朗诵在语文教育尤其

是现在现代化教育过程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是学习阶段理解

文章，学习文化内涵、培养语感与感情调动、培养情操的重要环节，

但现代化教育与朗诵艺术的融合并非一朝一夕之工作，需要教师在

教学过程的积极引导以长运构思，将美育融入到理论教学，让学生

得以全面发展能力，真正作为青春力量为我国文化事业发展与传承

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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