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詩文聲情教學（六）
──散文朗讀與詩歌朗誦比賽

潘麗珠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一   散文朗讀比賽

二○一五年全國語文競賽，項目含括：

寫字、字音字形、作文、朗讀、演說，（其

中朗讀和演說含國語、閩南語、客家語和

十六種原住民語），將在十一月於新北市舉

辦，各縣市的區域競賽已陸續展開，以選出

優秀選手加以培訓後，代表各縣市參加全國

比賽爭取佳績。各縣市的競賽，通常先由學

校各班報名參加校內舉辦的比賽，挑出選手

參加縣市級的比賽。因此，這是全國語文方

面的盛事，可謂精銳盡出，由於參與者人數

眾多，包括各縣市領隊、參賽選手、指導人

員，被教育部視為年度重點執行教育成果的

驗收。

上述國語朗讀比賽，區分為「國小學生

組、國中學生組、高中學生組、教育大學及

大學教育學院學生組、教師組、社會」，除

了高中學生和教育大學及大學教育學院學生

組的朗讀素材是文言文（篇目事先公布）之

外，其他各組的素材都是語體文。

（一）朗讀素材的選擇考量

無論是校內、各縣市的比賽，或是全國

語文競賽，朗讀素材的挑選，如果是文言

文，大抵以《古文觀止》為基礎範疇，通常

都是名篇佳作，近十年來添上了數篇臺灣清

代作家的優秀古文，以顯示在地性；如果是

語體文，一般以近現代作家的散文為優先考

量。

由於縣市和全國朗讀比賽時間限制為四

分鐘，我們普通說話的速度為一分鐘

一百六十到一百九十個字左右，而朗讀的速

度應該比說話慢（文言比語體的朗讀速度更

慢），所以選材的篇幅，古文最好在八百字

左右，語體文則在八百到一千字為度，比較

理想。

而就公平性而言，應該考慮所選素材各

篇的難易度趨向一致，無外文、鄉土語言夾

雜其中，文學與生活多元並重，將抽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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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運氣成分降至最低。還有就教育意義而

言，選材內容最好不要涉及敏感性議題，例

如自殺、墮胎、人倫悲劇、宗教或政治批評

等等，以避免「倡導」之嫌。

（二）朗讀參賽的建議

全國語文競賽所規定的國語朗讀評分標

準是：語音（發音及聲調）占百分之五十

（以教育部民國八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所公

布的「國語一字多音審訂表」為主），聲情

（語調、語氣）占百分之四十，臺風（儀

容、態度、表情）占百分之十。

依據筆者三十多年的經驗，參賽者在

「語音」方面，韻母的「ㄣ、ㄥ」、「ㄢ、

ㄤ」、「ㄡ、ㄛ」、「ㄦ、ㄜ」，聲母的

「ㄖ、ㄌ」、「ㄌ、ㄋ」、「ㄓ、ㄗ」、

「ㄔ、ㄘ」、「ㄕ、ㄙ」，最容易混淆；聲

調則是四聲字變成了第一聲，第三聲字在句

子末尾讀不完整（只讀「前半上」），或是

語體文的輕聲字如「東西」、「拳頭」、

「耳朵」等等不講究。

「聲情」方面，除了掌握筆者所說的

「朗讀十字訣」（見《國文天地》二○一五

年二月號，〈詩文吟誦的基本概念之朗讀實

踐〉一文），還要注意疑問句語調上揚，肯

定句的語調平穩，層遞句的語調逐漸加重，

排比句的語調相應對稱……俾使文氣流動自

然，語氣適切，合乎文章情韻。以上兩點，

建議訓練時錄音存證，方便播放聽取錯誤加

以修正。

至於「臺風」方面，腰桿打直，兩腳微

微站開與肩膀同寬；不須有手勢動作，卻一

定要有合乎文意的表情；女生要注意頭髮瀏

海的收攏，髮型宜適合臉型和年齡，學生不

必化妝，教師與成人不妨擦一擦口紅；男生

則注意衣服褲頭的平整，最好不要穿球鞋。

一上臺站穩、微笑，再開口打招呼，朗讀過

程中換段落時適度地與觀眾眼神交流。這一

點可以運用錄影器材幫助修正。

補充一點：朗讀篇章時，不宜增字、漏

字、改字、錯字、別字！

二   詩歌朗誦比賽

臺北市長年舉辦國、高中現代詩朗誦比

賽，（本來還有高中、高職古詩吟唱比賽，

已停辦數年，作為首善之區，可惜！）過去

新北市亦曾舉辦，救國團也曾舉辦多年全國

性的高中職詩歌朗誦比賽頗為轟動！這些都

是對「溫柔敦厚的詩教」非常有幫助的活

動。對於參加現代詩歌朗誦比賽的人員，筆

者有以下幾點建議：

（一）注意選詩

選詩的原則為：1、內容要明朗 2、文

字要順口 3、主題要動人 4、長度要適中。

朗誦詩是以聲音喚起聽者的共鳴為要

務，詩歌內容若不明朗、文字若不順口，即

不容易達成此一目的，畢竟聲音的速度極

快，接收者若來不及意識或理解到文字內

容，效果必然大打折扣。而動人的主題也是

餵了引發聽者的興趣，尤其切合社會脈動的

作品更易吸引聽眾的注意。至於「長度要適

中」，則是考慮到時間的因素，如果參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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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更不能不注意，太長或太短都會被扣分。

此外，選詩宜注意學生的程度、班風或

團隊氣質等，這是因為若想幫助學生儘速融

入詩作精神，掌握氣韻，就不能不注意學生

的質性問題。至於課堂上，教師可以省去選

詩的煩惱，直接取課本中的詩材來處理即

可。

（二）推敲最適當的獨誦方式

「獨誦」是團體朗誦的根基。團朗中的

任一成員都應該有良好的獨誦能力，團朗才

可能創造佳績。而一首詩的每一詩句，究竟

該怎麼朗誦才好，必須經過仔細而綿密地推

敲，例如臺灣國（初）中課本所選蓉子的作

品〈傘〉詩中的句子「連成一個無懈可擊的

圓」，究竟重點放在「連成」或是「無懈可

擊」，或是「圓」？獨誦的重點不一樣，處

理重點的方法不同，展現出來的情味就會大

異其趣。

（三）處理詩搞，設計表現技巧宜細密

所謂「處理詩稿，即是將「獨誦、合

誦、輪誦、複誦、疊誦、襯誦」等團朗技

巧，錯綜地加以運用，設計每一詩句的朗誦

方式。此一步驟，是教師備課時極為重要

者，能有越細密的詩稿處理，學生所收穫的

聲情效果越佳。

（四）安排適合的朗誦者

每一位學生都有其聲音特色，有的渾

厚、有的細緻、有的音域較高、有的較低，

最好盡量想方設法，讓每個學生都能參與現

代詩的朗誦活動。而詩句的情感究竟以何種

音色、何種音量發聲為佳，教師在進行詩稿

處理時宜心中有譜。哪一句要哪一位學生獨

誦，那個句子要哪一組人合誦，輪誦要哪些

人來輪等等，都要事先安排好，才能「照表

操課」。

（五）演練過程宜適度修改

在演練的過程中，有時，教師的設計與

學生的表現有落差，或是設計的效果不如預

期，此時便需要適度地加以修改技巧安排，

俾使朗誦的學生與教師的要求、以及朗誦的

效果都能符合人意。修改是必要的，但切忌

不可修改過度頻繁以致學生弄不清楚究竟該

如何朗誦。

（六）加入音效和肢體動作勿喧賓奪主

「音效」指的是襯樂或雷聲、風聲等朗

誦以外的聲響。適度地加入音效，有助於提

高學生的興趣，尤其如果音效是由學生自行

處理並展現的話，經常有意想不到的絕妙點

子出現。

肢體動作的加入，則是好動孩子的快樂

時刻。對於不擅長肢體活動的孩子也無妨，

請其幫忙製作道具或尋找襯樂等，重視其為

團體中的一分子。

（七）布置隊形與準備道具

此需視情況而定，一般來說課堂教學較

不需要。若是班際或校際比賽，隊形安排宜

注意朗誦主力的位置及詩意內容的寫意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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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觀摩團朗實例與分析可以幫助學

生進入情況

臺北市多年來皆有舉辦現代詩歌朗誦比

賽，已有超過十年以上的歷史，一些主辦學

校常留存比賽實況錄影（例如2002年由臺北

市龍山國中主辦，該校即請專人將比賽實況

存錄下來，作為檔案資料），有些學校詩社

之指導老師也有個人收藏，現今網路

youtube上也有不少影音資訊，若能找到相

關資料提供給學生觀摩，可以幫助學生了

解，進入情況。

（九）整體活動表現老師宜有總結講評

學生在二度上臺之後，教師宜給予鼓

勵，提出講評及整個教學過程中的觀察。如

果能將所有活動過程拍攝下來，則非但是可

貴的紀錄，也可以幫助學生對老師及同學的

評語有具體的了解，同時也成為極佳的檔案

評量記錄。

三   參加比賽最常遇到的問題

帶學生參加比賽，一般老師最感困惑

的，莫過於評審先生的標準捉摸不定，常造

成教學及指導上的問題。特別是主辦單位所

邀請的評審，如果本身不具朗讀、朗誦經

驗，不擅長朗讀、朗誦，或不曾接觸朗誦理

論與實務，所評選出來的結果，常令老師們

扼腕，無法服眾。更有甚者，誤導了某些新

進的指導老師，等來年又換了一些評審，卻

發現跟去年的評審口味不一樣，於是無所適

從。

因此，建議有興趣的指導老師：不妨多

接觸朗讀、朗誦理論，自己心中宜有一把

尺，莫要受到不適任評審者的影響。而主辦

比賽的單位，有責任為大家聘請學有專精的

人擔任評審，才不至於打擊帶領學生參與比

賽的教師們與莘莘學子的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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