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吟诵课的收获和感想(精选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吟诵课的收获和感想篇一

在生活中，吟诵应该不算是一个陌生的词。吟诵是一种能够
达到身心平衡的艺术，而在学习和培训领域中，吟诵则是一
种新兴的学习形式。通过吟诵学习，人们能够更好地掌握知
识，也能够达到放松身心的效果。本文主要以自己的学习和
培训经验为基础，探讨吟诵学习的优点和心得体会。

第二段：吟诵学习的优点

吟诵学习是一种通过吟唱、朗诵等方式进行学习的形式，相
对于传统的口头教学，它在许多方面都拥有优势。首先，吟
诵能够提高人的听力和口语能力。由于进行吟诵时，需要集
中注意力，听取和模仿老师或者前辈的朗诵，这一过程能够
帮助人迅速提高听力和口语能力。其次，吟诵学习能够加强
记忆力和理解力。通过重复朗诵和吟唱，例如背诵一首古诗，
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记住知识点，同时也更容易理解其中的
意义。最后，吟诵学习也有益于身心健康。在吟诵过程中，
人们需要深呼吸，放松身心，能够减少焦虑和压力，也有助
于增强身体健康。

第三段：个人心得与体会

在我的学习和培训过程中，我曾经接触过吟诵学习。通过吟
唱与朗诵，我的听力和口语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并且更容易
记住知识点。尤其在培训班上，老师会让我们吟诵一些口诀



和重点句子，这部分内容的重复练习能够起到加深记忆的作
用，更容易掌握复杂的知识点。此外，我在吟诵学习的过程
中还感受到了身心的放松。尤其在学习疲劳时，尝试一下吟
诵可以有效缓解疲劳感，让我更加清醒和放松。

第四段：吟诵在教育领域的应用

通过前面的说明，我们可以了解到吟诵学习的优点和我个人
的体会。正因为如此，吟诵逐渐成为了越来越多教育机构的
推崇。在教育领域，吟诵可以用来协助学生更好地记忆并理
解课件内容，可以增强学生的口语和讲述能力，有效提高学
习质量。而对于培训机构，吟诵还能够帮助提高培训效果，
让学员更好地掌握知识和技能，提高企业学员的竞争力。

第五段：结语

综上所述，吟诵学习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学习方式。它不仅可
以促进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还能够增强口语和讲述能力。
在我个人的体验中，吟诵也能够有效缓解疲劳和焦压，让身
心达到平衡。可以预见，随着吟诵在教育和培训领域中的应
用逐渐增多，其优点和效益将会得到更多人的认识和关注。

吟诵课的收获和感想篇二

“吟诵学习”自古就是一种古老而神奇的学习方法，它与音
乐、歌唱、诗歌紧密相连。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学习方法
一直被人们所遗忘。但是在当今社会，随着个人意识与健康
意识日益提高，人们对身心健康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吟诵学
习及其对身心健康的好处渐渐被人们所重视，如何通过吟诵
来提供更好的学习方法和提升个人能力，成为了很多人关注
的话题。在这篇文章里，我将分享我在吟诵学习培训中的心
得体会。

第二段：认识吟诵学习



吟诵学习作为古老的学习方式，所涉及的范围远远不够被广
大人民所了解。我认为，在这种学习方式中，通过歌唱、吟
诵、朗诵等方式，可以让人用全身心去感受所学的知识，并
且更加易于理解。吟诵学习不仅可以提供对学习的新视角，
更可以有效地激发人们的学习兴趣。作为学习方式的吟诵学
习不仅仅是知识传授，更是一种对个体人格和品格的培养，
因为这种学习方式可以在不断吟唱中形成个人的气质和品味。

第三段：吟诵学习的好处

作为吟诵学习的一个学习者，我深切感受到这种学习方式的
好处：首先，吟诵学习可以提供一种自然流畅的学习方式，
使学习更加高效；其次，这种学习方式不仅仅可以提升个人
对知识的理解，更是可以让个人在学习的过程中获得内在的
提升和成长。通过吟诵学习，我可以更有效地记住学习的知
识点，并且可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感悟。最重要的是，吟
诵学习可以提升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情感品味和综合素质。

第四段：如何将吟唱学习应用到实践中

通过吟唱学习的传统方式进行学习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但是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将吟唱学习应用到实践中。首先，
我们可以使用各种形式的歌曲来学习想知道的东西。其次，
我们可以结合吟唱和演讲的方式，将知识进行更深一步的探
究。我们可以通过相互演唱，提高个人和团队的合作能力和
协调水平。

第五段：结论

总的来说，吟诵学习提供了一种更加灵活和自然的学习方式，
可以有效地激发个人的情感和积极性。通过吟唱学习，我们
可以获得更加理解知识点，提升个人的素质和内在的品质。
由此可见，吟诵学习正在成为人们关注和探究的新领域。



吟诵课的收获和感想篇三

在一个阴雨朦朦的早晨,我和同事李静踏进了世纪中学的校园,
听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徐建顺教授关于古诗文吟诵的培训会.

首先,徐教授从吟诵的历史、发展、以及今后的一些工作做了
简要的介绍.让我了解到,吟诵原来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是古代
诗人表达诗词,和自己感情的一种普遍的形式,古代诗人并不
是向我们现代人这样朗诵诗词的.而这种拥有几千年的吟诵传
统,在我们这个时代面临失传.原因有很多种,最主要的是,我
们的生活中接触最多的是西洋音乐,作为中国本土的吟诵文化
却让我们作为另类不能接受.有专家主张吟诵工作应从幼儿园
中班开始,原因是对孩子们还没有接触外来文化的时候,进行
传统文化的奠基应该是越早越好,然后向小学推广.此次活动
得到了国家语委的大力支持.

其次,徐教授还为现场的老师带来了中国传统的古诗文吟诵表
演,深沉浑厚,悠远绵长,让教师们在赞叹之余,更深深领会了
中国古典文学的独到魅力.

最后,徐教授教了老师们一些关于吟诵的方法,像古体诗的无
格律吟诵,近体诗的平长仄短等等,及各种调例如:北京昌平调,
江苏丹阳调,普通话调等.调各不相同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
调,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调只要自己喜欢,能很好的表达自己对
诗的理解,自己吟诵着舒服,别人听了好听就行.让老师们初步
掌握了关于吟诵的一些基础知识.

通过这次学习,深刻体会到国学经典的博大精深,认识到传承
古诗吟诵的必要性.希望能把所学的知识很好的运用到实际教
学中去,把吟诵与平时的教学活动有机结合,让吟诵这一传统
文化得以传承.



吟诵课的收获和感想篇四

原来周三、周四晚上吟诵培训班找不到上课地方，所以改在
星期天下午上，上课的地方环境怡人，集体授课、分散练习
开合自如。但是周日事情多，不是这个有事就是那个有事，
人不齐，缺课多，老师们之间的能力就拉开距离了。思来想
去，决定把上课的时间重新安排回周三、周四，从六点到七
点半，在美丽的岑村小学上。今天是最后一次周日课，作个
总结。

今天参加的老师有江涛、小娇、小亦、春燕、春华、燕荷、
路羽、品花、叶秀还有文婷，本来两个班有将近二十个老师
的，但是也只来了一半，有好几个老师连续缺了三次课了，
对他们开展吟诵的现状也我不大了解了。

路羽是风雨无阻，唯一一个从不缺课的老师，所以她的进步
是非常明显的。上一周布置老师们自己回去给《蝉》创调，
她很认真准备，大大方方张口就来。她的调子有陈少松老师
的风格，需要注意的地方是“平长仄短”的节奏，不要均等
节奏，而且声音的高低要符合诗句的意思。譬如“居高声自
远”一句就应该用高调，不能随着旋律走。牢记旋律是为文
字意思服务的。

小娇是今天第一个到的。她的笔画已经练得很好了，字也写
的不错。但是留给练字的时间不多，重点还是在练吟诵方面。
小娇的“吹嘴唇皮”很好，可作示范。她现在的声音和气息
都不错了，调子也学得快。

江涛是今天学习唯一的男老师，他的气息运用方面的进步是
最令我高兴的。吟诵能改变人的气质，这跟气息的运用有关。
记得江涛刚到岑村小学学习吟诵的时候，声音的'运转磕磕绊
绊，现在已经很自如了，声音也浑厚很多。

叶叶秀两周没有来，嗓子又嘶哑了。但是她的积极和认真令



人感动，嘶哑的嗓子也能流畅地吟出《子衿》。她把学生吟
诵录像给我们看，一年级的孩子，声音圆润，一听就知道老
师带得好。

春燕老师住在番禺，今天第一次“千里迢迢”冒雨过来学吟
诵，带着一本《我爱吟诵》，听她吟诵一首，嗓音条件不错，
但是明显的是用嗓子吟诵，不是用气息的。但是她悟性很高，
跟着老师们来几次，她整把声音都亮开了。她第一次来学习，
但是也要自己创调了，结果对她来说，一点障碍都没有，其
实创调真的一点都不难。

燕荷也是精神可嘉，带着三岁多的女儿冒雨过来学习。小朋
友很乖巧，自己在园里玩，不打扰妈妈。后来被我们的吟诵
吸引了，也蹭过来坐在妈妈的膝盖上哼两句。燕荷本来就是
参加学校组织过来周一的吟诵培训课，但是她不满足，另外
还要跑过来继续进修。我最喜欢好学的人，我希望能带着这
些真正想学习的老师一步步深入国学的殿堂。

文婷是目前运用气息最圆润的老师，她吟诵起来是很投入、
很动情的，我说她再练练，都可以超过我了。

春华完成作业最积极。今天布置老师们把自己吟诵《蝉》的
调子发给我，她是第一个发过来的，已经有自己的风格了，
只是要练出那种震撼的效果，还需要加倍努力。

小亦长得很秀气，又是一个很有耐心很有心思的老师。她参
加我们的书法吟诵班时间也不长，但是她学了回去就用心去
教学生，她的学生跟她是共同成长的。

品花老师也只是参加过两次培训，但跟别的老师比一点都不
逊色。学习真的需要氛围，互相带动之下，学习的效果是完
全不同的。

现在也慢慢清晰了吟诵培训的方向了：一是通过学习经典的



吟诵曲目来练声练气。其实气息的运气是极其重要的，气足、
懂得运气，情感的表达就没有藩篱，能淋漓尽致地“上天入
地”，那是一种莫大的享受！本来《中华诵》是男声唱的，
一开始学习的时候很难把握声音的高低，但是现在再低、再
高的调子，都能通过推动气息达到了，所以再唱这首《中华
诵》就如行云流水了。这也给我启发，指导江涛、春来他们
这些男生，我的起调可以迁就他们的声线条件。指导文婷他
们，我可以用高一度的声音起调，再也不受嗓音的约束了。
其实他们也能练出来，具体的指导方法，我还需要在实践教
学中慢慢摸索总结。

二是自创调。可以说，自己不开口吟诵，不创调的，是根本
体会不到吟诵的魅力的，也可以说是没有进入吟诵之门的。
每个人对诗歌的理解都有不同之处，也就是独特之处。别人
的调子再好，总是隔一层，只有自己去创调，才能真正把对
诗歌的理解交给自己的声音去表达。所以，老师们必须要自
己创调。今天练习的是《蝉》，结果每个老师吟诵的风格都
不一样，我只作点评，针对每个人的调子提出他们需要修改
完善的地方。然后指导完一个，就离开到别的地方去继续练
习，指导练得完善为止。我特别强调一句：回去就可以教学
生了。并且骄傲地告诉孩子们：“这是老师自己的调子！”
慢慢的，也要让学生骄傲地告诉老师：“这是我自己的调
子！”以后，古诗文的学习，就交给学生自己了。

三是古诗文的课堂教学。这一步可能要等到下个学期了，等
老师们把前面两点都练得比较好的时候，就进行课堂的实操，
这是全面能力的锻炼了。等老师们这三点都练出师之后，我
就把去深圳跟周老师学习的文字学、音韵学等知识教给他们，
带着他们一步步走入国学的殿堂。

吟诵课的收获和感想篇五

通过参加“吟诵”培训班，我对吟诵有了一些粗浅的了解。
下面是我的一些学习心得，在此与各位共勉。



吟诵是中国式读书法。它是用声音来描绘作者笔下的诗文，
是中国绵延几千年的教育智慧。声音与古诗文的意思相吻合、
相一致的.。通过声音，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诗文的意境，进
而明白作者借助诗文到底要告诉读者什么，是要表达作者的
一种什么样的情感。所以，我们不可小看声音在吟诵诗文时
起到的重要作用。也许，这也是唐诗、宋词、元曲、文赋等
得以一代代留传至今的法宝。老祖宗给我们留下这么好的方
法，我们真的该好好学习、运用。

吟诵是一种快乐学习古诗文的方法。在培训班我们跟中华吟
诵协会秘书长徐建顺等老师学习了一些基础知识：像古体诗
的无格律吟诵，近体诗的平长仄短等等，千人可以千调，只
要能很好的表达自己对诗的理解，自己吟诵着舒服，别人听
了好听就行。再重读古诗词时，我借用这种方法，不知不觉
喜欢上了吟诵。

关于吟诵教学，徐老师指出不赞成用录音教孩子，教育永远
是以人为主的，教师是第一位的。孩子吟诵不一样，要明白
哪些要纠正，哪些要鼓励，哪些不用管。教师一定会吟诵。
会吟诵不是要成为吟诵家，要唱成歌星那样好听，那就成了
今天所谓的“音乐课”了。会吟诵，是了解吟诵规则，理解
诗文涵义，知道什么样的吟诵是好的，引导孩子们往好的吟
诵方向发展就行了。这才是吟诵教学的任务。

徐xx教授说到吟诵推广时，用到了“抢救”一词，这让在场
的学员十分震撼。作为语文老师，我觉得自己更有义务把吟
诵这门具有中国特色的绝学传扬下去。学习吟诵与平时的教
学活动有机结合，让吟诵这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