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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歌诀诵读节奏明快，音韵和谐；贯彻心扉，抚慰心间；读时

让人身心投入，读后使人如沐春风。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将诸

多不便记忆的知识点编成歌诀，就会化零为整，化难为易，化

平常为神奇，使课堂氛围变得生动活泼，学习起来兴趣盎然，

从而收到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歌诀不仅仅指顺口溜，还包括

其他。如课本中的文言文，往往骈散结合，长短皆有，文中标点

（断句）已使其意思明晰。利用或弱化文中标点符号，以最小的

语言意义组织为单位进行歌诀诵读。比如《岳阳楼记》，可按以

下节奏进行诵读：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

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
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为了增强节奏感，使所读内容更加生动有趣，再辅以拍

手节奏。清晰的节奏感，适当的轻重音，加上拍手的动作，是

歌诀诵读独特的魅力所在。那么，歌诀诵读的心理学原理是

什么呢？

2 歌诀诵读的心理学原理

2.1 什么是歌诀诵读

歌诀，是指为了便于记诵，把诗文按音节或意义，在 5依2
个单位的范围内，编成韵文或无韵但整齐且有节奏的句子。诵

读，是指以拍手打节奏的方式，大声读出来。以歌诀诵读的方

式学习和记忆重点知识、古诗词和文言文，不但使学生有效地

积累基础知识，还能陶冶情操，提升人文素养，从而提高语文

教学效率。

2.2 歌诀诵读利于右脑开发

人的左脑是理性脑，负责分析、判断、推理等；右脑是感性

脑，负责处理节奏、旋律、音乐、图片等无意识逻辑运作，通过

右脑发挥视觉和听觉的想象和连接，使记忆效率提高，记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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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牢固。传统的语文教学方式大多以使用左脑为主。从记忆效

果来看，平时在课堂上提问好像已经记住，但时间一长可能就

支离破碎或干脆遗忘。而歌诀诵读节奏明快，音韵和谐，并且

在高低起伏，轻重缓急中表现出诗句一样的音乐美，并伴随着

愉悦的心理活动，大大激发了右脑功能，记忆深刻而持久。

2.3 歌诀诵读使学生乐于接受且记忆效果好

苏霍姆林斯基说：“让学生们把你所教的学科看作是最感

兴趣的学科，……做到这一点是你应当引以为荣的事。”把诗

词和文言文按一定节奏进行歌诀诵读，使语文学习活泼有趣。

看一看歌诀诵读时学生的学习状态吧：坐姿端正，精神集中，

表情愉悦，手击口诵。男生读，女生背；个人赛，小组比……读

声笑声声声入耳，热心信心心心相通。如此日积月累，一个学

期下来，一本书中的重要知识、古诗词和文言文，犹有一线贯

穿，可以从头背到尾。

3 歌诀诵读方法

3.1 课文中文言文、诗词

以文中标点为主要停顿依据，再把句中词语按意义单位

或换气节点来划分。

3.11 文言文

如《孙权劝学》：初，权谓/吕蒙/曰：“卿/今/当涂/掌事，不可/
不学！”蒙/辞以/军中/多务。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
邪！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

以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学。及/鲁肃/过/寻阳，与蒙/论议，
大惊/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
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肃/遂拜/蒙母，结/友/
而/别。
3.12 古诗词

如刘禹锡的《秋词》。该诗本来就是整齐押韵的七言绝句，

适当加一点“花”更能强化学生的诵读兴趣。

自古（那个）/逢秋/悲/寂寥，我言（那个）/秋日/胜/春朝。晴

空（那个）/一鹤/排/云上，便引（那个）/诗情/到/碧霄。

3.13 现代诗歌

如把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中每句诗都划分为四节，读

起来就会味道十足：

“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
星/现/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我想那/缥缈的/空/中，定然

有/美丽的/街/市。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定然是/世上/没有
的/珍奇……”

3.2 汉语知识、文学常识及写作知识

3.21 汉语知识

如句子成分：主谓宾，定状补，主干枝叶分清楚。定语必居

主宾前,谓前为状谓后补。

反复诵读，即可背诵。并且这种记忆会储藏于脑中，用到

相关知识时萦绕耳边，准确呈现。

3.22 文学常识

重要作家作品。如学习《关雎》《蒹葭》时，可把有关《诗经》

的文学常识编成如下歌诀：

最早的辕诗歌总集辕是《诗辕经》，从西周辕初年至辕春秋辕中。先秦辕
称《诗》辕《诗辕三百》，西汉被尊辕儒家经典辕称《诗辕经》。内容辕分为辕
《风》《雅》辕《颂》，表现辕手法辕赋、比、辕兴。《风》是辕周代辕地方民辕谣，

《雅》是辕周人辕雅乐正辕声，分为辕《小雅》辕和《大辕雅》，宗庙辕乐歌辕称
为辕《颂》。孔子辕概括《诗经》辕为“无辕邪”，教育辕弟子辕立言立辕行。《诗
经》辕内容辕很丰辕富，是周代辕社会生活辕一面辕镜。

显而易见，这样内容的歌诀诵读大大夯实了相关知识，拓

宽了学生的视野。

3.23 写作知识

如记叙文，不难写。六要素，帮助我。时间地点和人物，起

因经过和结果。经过一定写详细，其他要素都简略。修辞方法

适当用，语言生动又活泼。真情实感打动人，作文高分心里乐。

4 歌诀诵读中的心理学应用

4.1 读前———简单催眠

诵读前，先运用心理学催眠技术，用约一分钟时间引导学

生进行“腹式呼吸法”来放松身体。方法如下：学生端坐，闭眼，

注意集中精力，慢慢调整呼吸，用鼻孔吸气至丹田，停留数秒

后，气息原路返回，从嘴巴呼出，如此深呼吸，反复几次。

“腹式呼吸法”———可以使身体得到放松，累积更多的能

量，聚精会神地听课、学习，并能使学生的学习开始向提升创

造力的方向发展。

4.2 读中———竞争机制

放松身体后，学生端正坐姿，两手掌相拍，打节奏，齐声诵

读。要求字音准确，节奏正确，语气语调恰当，语速由慢到快。

在此过程中可纠正字音，规范节奏，调整语气和语调。如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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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小，内容简单，可以适当进行个人、分组等小型比赛；如文本

较长，可节选一部分进行诵读比赛。“试试你就行，争争你就

赢。”这种小比赛能很好地唤起学生的参与欲望，激发浓厚的

学习兴趣，化枯燥为生动，化单一为活泼。

4.3 读后———愉快回味

歌诀诵读以其整齐押韵、琅琅上口成为一种有趣的学习

方式。在诵读过程中，学生内心愉悦，身体放松。简化了学习

方式，体验了知识乐趣。读后音犹在耳，回味无穷，能培养正

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自我减压。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诵读，回味；回味，愉悦。外形于

身，内化于心。

5 歌诀诵读的意义

5.1 激发了学习兴趣

叶圣陶先生说：“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凭这个例子要使

学生能够举一而反三，练成阅读和作文的熟练技能……”歌诀

诵读更新了理念，改变了方法，以喜闻乐见的口中诵、手上拍

的方式学习，学生怎能不兴致勃勃地参与到语文学习中来呢？

5.2 利用了碎片时间

课堂时间最宝贵———教师教方法，讲技巧，字字句句，悉

心教授，学生投入其中，在尝试中练习，在练习中提高。

早读大练场———这是学生的自由练习和背诵时间。

午间用一点———午饭后，学生回到教室，互相提问，竞相

背诵。

课外自练习———课堂密度大，所学东西多，需要巩固和

夯实。

5.3 提高了语文素养

语文课堂上的歌诀诵读是熏陶，是传承，是潜移默化的

浸润，是渐入佳境的积累，对学生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

确的价值观起着重要的作用。如同一块吸力十足的磁铁，歌

诀诵读深深吸引了学生，另一扇学习的大门徐徐打开，这里

别有洞天，这边风景独好。

5.4 提升了多种能力

心理学上的催眠放松练习，愉悦身心；学生右脑潜能的激

发，意义非凡；生动活泼的授课形式，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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