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音绕梁——诗词诵读技巧

教学分析

课题名称 诗词诵读技巧之以情带声 授课班级 2019级播音与主持班

课程名称 语音发声 授课人数 16人

授课课时 4课时 授课教师 解芳

内容分析

本单元诗词诵读技巧是《语音发声》课程的综合训练,本次课
是第三个训练项目——以情带声技巧。

情感是发声的根本和依据，以情带声是诗词诵读悦心悦耳的
精髓。通过学生语音作业反馈，创作有热情，但是朗诵没有激情。
需要教师帮助学生解决朗诵时情感不到位的问题。

教材

及         

参考书目

《普通话语音发声》
《朗读美学（修订版）》
《诵读艺术技巧与训练（第 2版）》
《经典咏流传》

教学标准

《高等职业学校播音与主持专业教学标准》
《播音与主持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语音发声》课程标准

学情分析

根据二课堂演出反馈和学习通平台数据记录，分析学情如下：

学习基础：具备吐字归音和气息控制方法。
素养基础：具备登台朗诵诗词的胆量，但是感情不丰富。 
思维特点：阳光、积极、乐观。

教学策略

教学组织

与方法

基于学生心理紧张导致身体肌肉僵硬、气息憋闷的现象，采
用案例教学法，创设情境，使用香水为教具，辅以视觉调整、触
觉感受等方法，帮助学生逐渐具备熟练的气息协调控制能力。

基于岗位能力需求，运用抖音平台发布朗诵录像，与播音主
持岗位对接，培养学生专业能力，并且提高学习兴趣，营造积极
活跃的学习氛围。

教学手段

与资源

基于学生情境想象能力不足，借助学习通平台、《经典咏流
传》AR 视频、普通话水平测试 APP、微信、“游渊说”公众号等
信息化手段和资源，拓展学习空间，激发见文生情、“因情用气”
的能力，培养学生树立诵读经典诗词，传承中华文化的职业使命。



教学过程

课    前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资源与手段 设计意图

下发学习资料：
课件、微课。

预习课件，
观看微课。

使学生
提前自学
本模块知
识点。

发布观摩任务：
下载《经典咏流

传》AR 二维码，观看
谭维维演唱的《墨梅》
。

观摩视频，
体会诗词意境。

帮助学
生品味诗
词魅力，
激发创作
潜能。

教学活动

发布录制任务：
运用《语音发声》

课程的知识和技能，
声情并茂朗诵《墨梅》
上传至平台。

录制诗词
《墨梅》，上传
至平台。

云平台

《经典咏流传》

AR视频

了解
学生专业
现状，及
时调整教
学策略。

课  中

知识目标 技能目标 素质目标

教学目标 掌握诗词诵读以
情带声技巧。

能够在诗词
诵读中找到“我
要朗诵”的兴奋
和激动。

培养学生爱国、励
志、勤学、力行的品德。

教学重点 诗词诵读时要气随情动、声随情变。

教学难点 心理紧张导致身体肌肉僵硬、气息憋闷。



资源与

手段

云平台                 香水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发布思考问题：
诗词诵读技巧有

哪些？

回顾上节课内容，
积极回答。

诗词诵读技巧有：
吐字归音、气息控制、
以情带声、态势语言。

课程间的承
上启下，引出
训练内容。

发布思考问题：
    诗词的四大特征
是什么？

回顾上节课内容，
积极回答。

诗词的四大特征：
澎湃的激情、飞腾的想
象、深邃的意境、和谐
的韵律。

温故知新。

点明教学课题：
  以情带声、情声和
谐。

认真聆听，积极思
考。

帮助学生
明确创作思路。

发布思考问题：
    在朗诵的时候如
何调动自己的情感，
做到以情带声，达到
情声和谐？

积极思考，踊跃回
答。

在学生回
答问题时，要
引导学生培养
刻苦钻研、精
益求精的职业
精神。

教学活动

介绍新课学习内容：
《墨梅》：吾家

洗砚池边树，个个花
开淡墨痕。不要人夸
好颜色，只留清气满
乾坤。

十九届中央政治
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
面会上，新当选的中
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援引了这首诗“不要
人夸颜色好，只留清
气满乾坤”，来表明
不需要更多的溢美之
词，一贯欢迎客观的
介绍和有益的建议。  

认真聆听，感受墨
梅诗文意境，以及中国
人高洁的品格。

培养学生
身为中国人的
骄傲和自豪，
以及淡泊以明
志的品格。



王冕自幼家贫，
白天放牛，晚上到佛
寺长明灯下苦读，终
于学得满腹经纶，而
且能诗善画，多才多
艺。但他屡试不第，
又不愿巴结权贵，于
是绝意功名利禄，归
隐浙东九里山，作画
易米为生。这首诗盛
赞墨梅的高风亮节，
表现了诗人鄙薄流俗，
不求功勋的品格。

发布思考问题：
    谁喜欢歌手谭维
维？

踊跃发言回答。
寻找青年

人的兴趣点。

介绍谭维维：
谭维维这些年致

力于流行音乐与传统
文化之间的结合，甚
至把这些作品带到了
国外，让更多人知道
了中国元素的有魅力，
这就是她的初心。

认真聆听，思考青
年人应该如何传承和发
扬民族文化。

培养学生
热爱祖国、崇
尚传统文化的
品格。

发布观摩任务：
    播放谭维维演唱
的《墨梅》。

从歌声中体会梅花
的高洁，品味中国气质
和中国风骨。

树立学生
继承传统，不
忘初心的情怀。

发布思考问题：
当代播音与主持

专业大学生的初心是
什么？

踊跃发言回答。

树立学生
为时代创作、
为民族发声的
决心。

发布思考问题：
为什么要“为时

代、为民族发声”？

预判学生回答：
播音员、主持人是

新闻工作者。习总书记
曾说：新闻工作事业是
党和人民的喉舌，担负
着反映舆论、引导舆论
的重要任务。

培养学生
新时代社会主
义新闻工作的
职业素质。



发布思考问题：
我们该如何做？

预判学生回答：
夯实基本功，热情

服务广播站、学生会。
做一个给别人带来温暖
的，有光的大学生。

培养学生
积极阳光的生
活态度。

突出教学重点：
以情带声技巧:

1.信心百倍、积极主
动；2.全神贯注、融
入作品；3.动脑动心、
有感而发；4.兴奋从
容、用声自如。

思考技巧要点，指
导诗词诵读。

把感性理
解进行理性升
华。

发布诵读任务：
请一位同学上台

朗诵《墨梅》。

上台展示的学生以
情带声诵读《墨梅》，
其余学生判断评价。

验证以情
带声技巧理论，
指导实际训练。

突破教学难点：
使用教具香水，

帮助学生放松下来，
不觉气息下沉，两肋
打开。

预判学生诵读不足：
心理紧张导致身体

肌肉僵硬、气息憋闷。

帮助学生直
观理解，并掌
握晦涩的呼吸
方法。

发布诵读任务：
运用以情带声技

巧逐一上台朗诵。

调动生活体验，朗
诵《墨梅》。

教学实训
环节。

发布分享任务：
    朗诵时的情感依
据是什么？

预判学生回答：
信仰的力量，拼搏

也
是信仰……

树立学生
立鸿鹄志、做
奋斗者的决心。

发布诵读任务：
齐声朗诵《墨梅》

。

饱含深情集体朗诵。 巩固以情
带声技巧。

升华课程思政：
五千年文化，三

千年诗韵。中华民族
历史悠久、困难重重，
但复兴在望。我们的
责任和义务是去了解
民族文明，挖掘诗词
内涵，传递文化力量。
让我们一起努力！

感受诗词魅力和民
族文化的力量。

培养学生
爱国、励志、
勤学、力行的
品德。



课    后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资源与手段 设计意图

发布录制任务：
结合以情带声技

巧录制《墨梅》，上
传到抖音平台。

认真练习，
录制精品，上传
平台。

体现精
雕细琢、
精益求精
的工匠精
神。

发布语音练习任务：
    继续在普通话水
平测试软件上测试语
音，成绩截图上传平
台。

    测试普通话
水平，上传本周
最好成绩。

与播音
主持岗位
语音要求
对接。

教学活动

发布练声笔记任务：
    记录每日练声心
得。

每天坚持出
早功，记录练声
心得。

抖音

云平台

普通话水平
测试 APP

培养学
生勤学苦
练的专业
精神。

教学反思

特色创新

1.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学习通平台进行日常教学督导和数
据管理，实现全过程评价；

2. 课前、课中、课后实现采、编、播、诵一体化教学，与真
实岗位零距离对接； 

3. 录制抖音，与岗位要求匹配，打造出声好、形美、有灵气
的专业形象；

4. 教学全过程时刻渗透职业标准、学艺和做人道理，体现课
堂思政，润物无声。

诊断改进

1.观看课堂直播回放，教师的授课语言过于亲切，与古诗深
厚的历史文化背景略微不协调。

2.鉴于语音发声的艺术性，目前没有测试情感、声音、气息
相融合的打分软件，未来亟需借助高科技的发展，完善高水准、
便捷性的测评手段，实现播音与主持教学评价标准化和多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