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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诗以歌

——《山居秋瞑》的审美情趣
肖玉梅

湖南省涟源市蓝田中学　湖南　涟源　417100

摘　要：“和诗以歌——《山居秋瞑》”属于小学音乐教学自选内容，根据音乐教学理念，教材内容选择的两大原则 :一是以学
生发展为中心，二是以音乐审美体验为核心。和诗以歌正是让学生在美妙的歌声中感受诗歌的文学美和音乐的韵律美，同时

在这种审美体验中陶冶情操，升华灵魂。歌曲《山居秋瞑》是《经典咏流传》第五期节目中霍尊演唱的歌曲。选择它的一个

突出原因是一个字：美。它的词美，本身就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古诗，并且是诗中有画、动静结合，融情于景的山水名篇；它

的音乐很美，歌曲中有空灵的无伴奏合唱，也有沁人心脾的独唱和婉转动听的和唱。让人无不感受到山林的自然美与诗人淡

泊宁静的高尚情怀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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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学生在音乐中感受到音乐作品的美呢？这就是我
撰写本文的重要目的，也就是让学生在审美中感受经典的魅
力。为此，我将从情感态度价值观、音乐技能知识技巧和能
力等方面来锁定本文的审美情趣。

首先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上引导学生在演唱歌曲中感受
诗歌的文学魅力和音乐的美感韵律，培养学生热爱传统文化
的民族情怀。《山居秋暝》是唐代诗人王维的作品。此诗描绘
了秋雨初晴后傍晚时分山村的旖旎风光和山居村民的淳朴风
尚，表现了诗人寄情山水田园并对隐居生活怡然自得的满足
心情，以自然美来表现人格美和社会美。全诗将空山雨后的秋
凉，松间明月的光照，石上清泉的声音以及浣女归来竹林中的
喧笑声，渔船穿过荷花的动态，和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给人
一种丰富新鲜的感受。它像一幅清新秀丽的山水画，又像一支
恬静优美的抒情乐曲，体现了王维诗中有画的创作特点。

然后在知识与技能中让学生学习音乐知识的上波音记号，
初步了解这首歌曲在风格上的特殊美。霍尊是一位十分优秀的
歌手，我们都喜欢他轻柔动听的歌声，我觉得他像一个平静、
恬淡的诗人，在《经典咏流传》第五期节目中霍尊演唱此曲把
一首古典的《山居秋暝》用柔美的声音带进恬静的感情，赋予
了它灵魂，让听众不由自主被它所感染。这就是“和诗以歌”
的独特魅力，那纤细秋雨般轻飘而动人的旋律，令人神往。

我们喜欢霍尊用数板的风格来演绎这首古典的诗歌，数
板的风格带点哼唱就不会显得单调，吐词清晰的唱法不止适
合学生群体的年轻人，连老年群体也十分欣赏。且音乐能带
给人美的情感，使人自然而然进入美感情境。

再在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方面让学生在听、读、唱、奏的
过程中感知、理解，从而获得表现音乐的审美能力。我个人
认为霍尊对《山居秋暝》歌曲的表现形式很符合学生的审美
情趣：首先是由主持人声情并茂的朗诵了古诗，那抑扬顿挫
的行腔奠定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独特的魅力。然后女孩合唱
队一边哼唱一边拍打节奏的画面，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恍
惚把人们带进了那优美闲适的田园风光里。特别是那句“明
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歌词，带着世外桃源的恬淡意味，
唱出了平静与安详。同时这首歌歌词古风感十分明显，而霍
尊轻柔的声嗓完全适合这首歌，我真的不认为还有其他的歌

手可以在这首歌上去突破他。这首歌加上霍尊的倾心付出，
给予了这首歌灵魂，优美的旋律，迷人的嗓音，配上《山居
秋暝》的这部古风动漫，我觉得无与伦比的美丽，是绝配。

以上对霍尊吟唱《山居秋暝》审美情趣的赏析，重点是
让学生充分感受歌曲的美，这种美它包括诗词美、意境美和
韵律美。让学生能学会用自然柔美的声音有感情地演唱这首
歌。难点是把歌曲中带有上波音记号的旋律如何唱好。小学
六年级的学生，他们正处于青春发育成长期，他们在学习中
的求知欲与参与意识增强了，对音乐的理解和鉴赏认知虽然
较浅，但是在音乐的表现力上是大胆的。根据实际情况，我
为学生设计了多种参与体验的活动，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采取个人表演、小组竞赛、现场亮分评比等形式来组织进行，
培养学生团队合作意识和集体荣誉感，拓宽学生的审美情趣。

《山居秋瞑》这首歌，融入了无伴奏合唱的阿卡贝拉和拥
有古典气质的明星霍尊来演唱，使学生感受到经典的现代魅
力与传统魅力的水乳交融，从而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
学生的审美情趣。作为一名音乐老师，要留意身边这样优秀
的流行歌曲，将它们引入课堂，提高学生对流行歌曲的品鉴
与欣赏能力，让那些低级、粗俗的歌曲远离孩子。

确实，中华民族源远流长，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让
我们向经典致敬，做一个经典传唱人。

唱诗歌，品经典，悟人生。和诗以歌，传承经典，腹有
诗书气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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