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国古典舞论文题目 中国的古典诗
词优选(汇总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中国古典舞论文题目篇一

最近我报名参加了由新华书店开展的“小小图书管理员的活
动”，目的是让我们更加了解图书知识。第二天，老师便让
我们下午带纸和笔来，谁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比赛开始了，随着几轮的过去，有的人依然显得很随意，看
起来没多大压力，有的人却不一样了，一副焦急的样子，好
像是“储备”不够了，有的人便在一旁“幸灾乐祸”起来。
终于，有人被淘汰了，剩下来的人都松了口气为少了竞争对
手而高兴起来。可随着淘汰的人越来越多，气氛渐渐紧张起
来，我小心翼翼的看着我抄的诗句，生怕别人把我的诗句读
完。

最后，只剩下我和另外俩个人的比赛，但因为我所抄的诗句
有很多先前都读过了，所以首先被淘汰，只剩下两名女生之
间的“决斗”。只见她们两个读出来的都是我们未曾听过的
宋词，两个人旗鼓相当，大家都看不出谁会赢。

经过数十轮的比拼，一名女生渐渐显得吃力，终于败了。问
赢得女生诀窍时，她说到：“我抄了四十多条”。把我们吓
傻了。

通过此次活动，我明白了：我们对诗词的了解还并不充分，



我们以后一定要多记诗词，才能显得你有文采，有修养。

中国古典舞论文题目篇二

（一）要“以字行腔”，歌唱时“咬字”的关键在于字腹以
及字与声的结合

在演唱上应注意中国汉字的四声走向与音乐旋律声腔的紧密
结合，从而使诗词、旋律与演唱三方面能和谐统一，更好地
表达出诗词的内容来。这一点在演唱《阳关三叠》时我们已
经深有体会。在声音的运用上，不宜有大幅度、强烈的音量
变化作为对比，而应该以抒情性为主。过分的音量变化会导
致破坏其音乐的协调和诗的意境。声音一定要依附在气息上，
要注重气息控制的适当力度，不能过分猛，韧性要强，应注
重气息的连贯、流畅。喉咙空间的保持力度要适中，喉咙开
度过大以及过重的喉音、鼻音都会使声音显得滞重、夸张，
不正常的过快或过慢的颤音都会带来对作品风格意境的破坏，
造成声音的不稳定、不连贯和演唱的费力。不宜滥用爆破音、
声音要统一，起音要准确。演唱中国早期古典歌曲应特别强
调意味美。这些歌曲在情感的表达上虽没有大起大落的戏剧
性的情感冲突，但应该仔细体会作品细致、内在以及向心灵
深处渗透的情感，要讲究音质的纯美和情绪的内敛，注重中
国诗词的独特韵味。特别是在演唱上应该更注重古典诗词的
高雅气质以及所蕴含的吟诵味儿，声音的运用上相对柔和，
音色要求圆润平和，节奏处理上更平稳。在情绪上，更多地
表达出一种怀旧、伤感和惆怅的情调。

（二）演唱古典诗歌还要注意意境美

意境美是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创立的最高审美范畴，集中体现
了华夏民族的审美理想。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意境美体现得
尤为卓著。展读唐宋诗词，一枝红杏，一声鸟鸣，一湾春水，
一缕孤烟，都能配合作品所要抒发的感情，营构一种极富意
味之情境，使人如坠其中，忘怀身之所在。长期以来，一些



演唱者在诠释这些歌曲时，只是“会唱”，而往往忽略自身
对歌词意境深刻的把握与理解，尤其是演唱一些诗词性的作
品，没有从意蕴上做到充分的把握，就偏离了古典歌曲的演
唱风格。笔者认为，每一位歌唱者，都要有一定的文学修养，
通过对中国古诗词意境的把握与理解，更好的揭示作品的永
恒魅力。通过对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的研究更好的体会词与
曲相配生成的美好意蕴。通过对诗词与曲的巧妙配合的感悟，
让这些具有耐人寻味的和艺术感染力的作品深入内心，从而
让大家了解这而艺术歌曲中既有“大江东去”的雄阔，又
有“声声慢”的婉约；既有“执手相看泪眼”的儿女情长，
也有“惊涛拍岸”的慷慨高歌；既有“金戈铁马”的呼啸，
也有“月夜蝉鸣”的静思。可以说，中国古诗词呈现出一幅
幅美丽的画卷，同时又有着极强的歌唱性。

就审美意蕴来讲，中国古典歌曲既体现出中国语言文学的凝
练多彩，又体现出中国传统音乐的华美律动，既展现了诗词
作者的才华风韵，又展现出华夏文化的绚烂多姿，是古诗词
与艺术歌曲的完美统一。中国古诗词严格的遵循着诗词的格
律要求，在形式上体现出严格、规整、押韵、统一的特性。
琴歌《梅花三弄》《碣石调幽兰》在这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
古诗词，代表着我们语言文化的卓越成就，在这个基础上产
生的艺术歌曲，意境幽深，充满着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词
曲共融的文化结晶与华夏文化的审美理想和审美周求一脉相
承，其审美意蕴，体现着我们民族文化思考和文化追求的风
貌特征，体现出东方文化独有的精神风貌和美学。

（三）艺术的处理与忘我的演唱

了解了歌曲的真情实感后，就应该对歌曲处理有一个全面的'
总体设想，这里包括整个歌曲的速度、力度、音量、音色、
伴奏等等问题。当然这些设想不是盲目的或是随心所欲的，
歌曲的结构、曲体、调式旋律的起伏发展，直到节奏、和声
等给演唱者以艺术表现的总启示，它们可以指引歌者内在情
绪的走向，找到全曲的高潮及歌曲的层次。在演唱中特别要



把握好艺术的对比性，如一首歌的叙述性和歌唱性的区别，
一首歌曲中强弱、轻重的变化，其中最关键的是要找到歌曲
的高点（高潮处）和低点。一般来说要突出高点，一定要把
低点放低，一定要有铺垫的过程，否则一个劲儿地强或一个
劲儿地弱是达不到艺术效果的。处理歌曲时，画龙点睛的部
分往往是一些重点句、字。重点的词句要在咬字吐字上、感
情上予以强调，要一句一字地，甚至在一个经过音上深下功
夫，反复练唱，认真寻味，找到最适宜的表现手法。也就是
说演唱者必须按照自己的总体设计反复演唱攻克难关，直到
自己的处理化为真情的体现。

歌唱者要演唱好一首古典歌曲，首先要使自己处于兴奋而又
激动的歌唱状态。“真真假假”是艺术表现的特定手
法。“假”是为了表现“艺术的真”，“假”，是表
现“真”的艺术技巧。真入假出而不失为真，才能发挥艺术
的真实性和表现的真实性的统一，才能发挥艺术感染的强大
作用。因此我们在演唱时一定要把握好这两者的关系，恰到
好处地来表现艺术。在平时的声乐学习中，我们发现一些人
在演唱时精神高度紧张，前怕狼后怕虎，满脑子私心杂念，
这样的歌唱状态是绝对唱不好歌的，更不用说感动观众了。
因此我们讲的“忘我的演唱”就是要演唱者丢掉一切来自思
想上的或者声音上的包袱，消除一切紧张因素，以既充满激
情而又放松自如的状态进入演唱，要知道，只有情感得到了
解放，才能得到自然而舒畅的声音效果，才能有更完美的感
情表达。

（四）古典韵味的体现

演唱一首古典音乐作品是个复杂的劳动过程，它对演唱者的
要求也是多方面的。成功的演唱者不仅能准确地领会和传达
歌曲的艺术意境，同时还能通过自己的再创造，挖掘歌曲里
某些潜在的、甚至作曲家没有料想到的东西。中国传统的古
琴音乐更是讲究韵味儿，而种种韵味儿作曲家无法提供，它
必须由演唱者自己去体会和创造。成功的演唱者并不满足于



曲谱中所记下的音而必定会在音外的腔上下工夫（腔也就是
韵味），并用得恰到好处。在你唱熟了一首新歌后，根据语
言的特点、感情的需要，就会自然而然地在音调的旋律音上
增加一些其它的音，使之成为装饰音、颤音、滑音、倚音等，
唱起来就会更加动人和自然，就更有味道和美感，这就是韵
味给作品带来的新的生命力。

演唱者需具备的艺术修养

深厚的文化修养与精深的艺术修养是演唱中国古典诗歌必须
具备的两种修养。一个歌唱者文学修养的深浅，会直接影响
他对作品的理解和风格的把握，因为风格的形成，主要就是
建立在深厚的文化修养与精深的艺术修养基础上的。而这两
种修养具体包括文学的、历史的、美学的、知识和音乐基本
素质方面的知识等。因为中国古典诗歌是古典文学与音乐的
综合。还可以通过阅读小说、朗诵诗歌、观看电影、电视等
途径，加强自身的艺术修养，体验不同人物的性格和内在的
情感活动，丰富音乐感觉的美感性。这对初学歌唱的人来说
尤为重要。

一首歌曲或长或短，都凝聚着作曲家的强烈感情，作曲家的
深情厚意蕴藏在每个音符之中，歌唱者需要认真地去发掘和
领会。一个成熟的歌唱家是能把作曲家的创作意图和作品的
风格特点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能把音乐的全部涵义，让听众
“一耳了然”的。

歌唱者对作品的理解越深，感受越深，在演唱时的表达则越
纯真，越完美。一个没有深厚文学修养的演员，会直接影响
他对作品内涵的理解。不少学唱的人，往往单纯从声乐技巧
来谈歌唱表现，因此平时的接触面比较窄，不看小说不看画，
不读诗文不听音乐，甚至于连报纸也不常看，视野不开阔，
知识不丰富，这样的歌唱者是唱不出感情来的。要知道对作
品内涵有无深刻的理解，结果是大不一样的，因为只有在理
解作品的基础上，才可能做到真情的表达。



结语

古琴音乐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古琴与中国文人
极为密切的关系，使得流传至今的古琴及古琴曲、琴歌，沉
淀了中国文人的艺术与人生的终极追求与价值观。在大量的
古琴音乐中，多方面地反映了人在自然、社会、历史变迁中
的种种感受，反映了中国文人崇尚自然、追求和谐的理想。

古典诗歌的演唱是一门比较系统的艺术学科，它涉及了心理
学，生理学，语言学，美学等领域，有着非常重要的研究价
值。这种歌唱艺术应该是“有声又有乐”，声与情，一向是
歌唱中血肉相连的两个部分。发声、咬字、吐字和情感的表
达构成歌唱的整体，二者不可分割。歌唱的人声是以人身的
整体作为乐器从事歌唱的，绝非只靠嗓子、气息或共鸣就能
单独完成的，歌唱是全身心都参与的一种表演艺术，不仅全
部身体都要参加，而且包括你的灵魂。歌唱应成为诸种因素
融汇于一个整体中的扣人心弦的完美艺术，就是说，只有声
情并茂，技艺结合，才能使歌唱达到感人的境界，产生沁人
肺腑的艺术成果。声与情是辩证的统一，相辅相成。不论是
专业歌唱者还是业余爱好者，在平时的训练中，要加强整体
歌唱的意识，使歌唱发声与情感表达同时进行，使声、字、
情为一体,养成心灵歌唱的习惯。

歌唱艺术又是听觉艺术，它的艺术感染力最终要靠演唱来体
现，歌唱者把音符和文字符号变成声音的过程，是一个艺术
再创造的过程。一首好的、甚至经典的歌曲的诗词和音乐终
归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必须通过歌唱者把它唱活才能使听
众充分感受。因此，作为一名歌唱者应该从各个方面来丰富
自己，提高自己的文化艺术素质，脚踏实地地进行艰苦的艺
术再创造活动。

在学习演唱声乐的道路上，我们应该遵循着艺术发展的客观
规律来进行系统深刻的学习，并且应本着谦虚和谨慎的学习
态度来刻苦钻研，这点对我们即将毕业的声乐学习者尤为重



要，力求在以后的声乐学习道路上不断完善自己，最终达
到“情”与“乐”的和谐统一，形成自己的演唱风格。

中国古典舞论文题目篇三

十二月八日是星期五。早晨，我背着书包，怀着激动的心情，
走出了家门，风，是那么的萧瑟，在路上听到最多的就是树
叶的“沙沙”声。因为今天我们要去录播教室，举行诗词朗
诵大会了！

进教室不多一会儿，语文老师就来了，告诉我们去录播教室
的一系列注意事项。都听明白了以后，老师就带领我们去录
播教室了。

走进录播教室时，我的心情由激动变为紧张。由满同学和林
同学播放音乐，刘同学和姜同学主持，语文老师负责照相。
我们的口号是“让经典浸润人生，一个都不少！”一切准备
就绪，诗词朗诵大会正式开始了。

第一个上场的是个组合，名字叫“山有扶苏”，朗诵的诗名是
《春江花月夜》。她们朗诵地非常生动，让我们听的人如入
幻境之中，不自觉的把紧张抛在了脑后。

前八名同学都朗诵地特别好，现在轮到我上场了。我的手心
里攥着汗，心情变得无比紧张。我朗诵的是明代诗人于谦的
《石灰吟》，这是一首很有气魄的诗，我也比较喜欢背诵。
但我为什么那么紧张呢？是因为我本来朗诵的是《江畔独步
寻花》，而刘同学却和我的一样，于是我临时决定改作《石
灰吟》。由于熟练程度不够，所以我怀着紧张和忐忑的心情
硬着头皮走上了讲台。在朗诵时，有点手忙脚乱，但总体效
果还是不错的。

我最佩服的还是语文老师。他朗诵地是xxx的《咏蛙》。用他
那浑厚的男中音朗诵地慷慨激昂，抑扬顿挫，气势磅礴，颇



像一位文学大家，将这次诗词大会推向高潮。

这次诗词朗诵大会，在同学们的出彩表现下，徐徐落下了帷
幕。真是令人难忘啊！

中国古典舞论文题目篇四

依稀记得，那柳梢上的无暇明月，照亮了大地；依稀记得，
那碧绿池塘里的万顷荷花，映红了时空；依稀记得，那石缝
中的细细泉眼，滋润了心田。

诗是中华的民族精神，诗里有岳飞的壮志饥餐胡虏肉；诗里
有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诗里有杜甫的白头搔更短。醉
里挑灯看剑是辛弃疾的为国尽忠；家祭毋忘告乃翁是陆放翁
的苦口婆心；何须马革裹尸还是徐锡麟的大义凛然。

读诗词，可以足不出户便知天下美景：杜甫登上泰山之巅的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刘禹锡走在黄河之畔的九曲黄河
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陶渊明漫步山脚之旁的采菊东篱
下，悠然见南山。

那一首首诗，一阙阙词，字字饱满诗情，句句含满画意啊！
有时她好像柔情似水的窈窕女子，字字透着知否，知否，应
是绿肥红瘦的优柔，有时她似壮志未酬的英勇将士，句句吟
诵着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豪迈。无论是高雅情趣，抑或是繁
华词藻，都是胜比玉树后庭花的霏霏之音啊！

诗词，独一无二，她是万年的华章。她从莲花荷叶到金戈战
马，从玉枕纱厨到楼兰百战，从暮霭沉沉到长江滚滚。

中华诗词，犹如此时美丽的弦月，正翘着弯弯的小颅，给我
送来无限遐思，中华诗词，犹如苦荞茶，细细品尝，其中会
有无尽韵味。



中国古典舞论文题目篇五

分水岭下的流水，潺湲流淌，千古如斯。看到过这条溪水的
旅人，何止万千，但似乎还没有人从这个平凡景象中发现美，
发现诗。

此诗语言朴素而似散文，然而却颇富情趣。不仅把一条山间
溪流拟人化了，而且拟的还是个痴情的小女生，诗人利
用“无情”突出“有情”将自己的感情托在分水岭的身上，
把它想象成“她”，想象成一个痴情的女孩!她不辞辛苦的送
行三日，离别前夜终于忍不住呜咽起来，给人感觉既可爱，
又有情，甚至惹人想温言而又轻柔的替诗人去抚慰她。可以
想象，此条溪流必然是娟秀而温婉的，而且和诗人一路相处
愉快，否则诗人大概也不会有这般佳兴。

化无情之物为有情，往往是使平凡事物富于诗意美的一种艺
术手段。这首诗不光巧妙的运用这种方法，还在这上面进行
了加工。使这首小诗读起来很美，很容易进入诗境。韵也押
得不错，读起来朗朗上口!

我最喜欢的是潺湲这个词，用的恰到好处。把“痴情的小姑
娘”的“哭泣”之声的美发挥到极致。这“潺湲一夜声”五
字，暗补“三日同行”时日夕所闻。溪声仍是此声，而当将
别之际，却极其自然地感觉这溪水的“潺湲一夜声”如同是
它的深情的惜别之声。

我爱古诗词，爱这有着中国独有的韵味，爱这美而孤独意
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