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凉州词演讲稿(通用6篇)
演讲比朗诵更自然，更自由，可以随着讲稿的内容而变化站
位。一般说来，不要在演讲人前边安放讲桌，顶多安一个话
筒，以增加音量和效果。那么演讲稿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
家都很苦恼吧。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演讲
稿模板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凉州词演讲稿篇一

王翰〔唐代〕

秦中花鸟已应阑，塞外风沙犹自寒。

夜听胡笳折杨柳，教人意气忆长安。

关内此时应该已是暮春时节，可是塞外仍然是大风凛冽、尘
沙满天，冷酷严寒。夜晚听着凄凉的胡笳曲《折杨柳》，让
人的思乡之情更加浓厚。

凉州词：唐乐府名，属《近代曲辞》，是《凉州曲》的唱词，
盛唐时流行的一种曲调名。凉州词：王翰写有《凉州词》两
首，慷慨悲壮，广为流传。而这首《凉州词》被明代王世贞
推为唐代七绝的压卷之作。秦中：指今陕西中部平原地区。
阑：尽。胡笳：古代流行于塞北和西域的一种类似笛子的乐
器，其声悲凉。折杨柳：乐府曲辞，属《横吹曲》，多描写
伤春和别离之意。意气：情意。一作“气尽”。长安：这里
代指故乡。

这首一首边塞诗，写边关将士夜闻笳声而触动思乡之情。万
里别家，多年不归，有时不免思乡，无论是见景还是听声，
都容易勾起悠悠的乡思。

“秦中花鸟已应阑，塞外风沙犹自寒。”写战士们在边关忍



受苦寒，恨春风不度，转而思念起故乡明媚、灿烂的春色、
春光来。

“夜听胡笳折杨柳，教人意气忆长安。”极力渲染出了一种
思乡的氛围：寒冷的夜晚万籁俱寂，而笳声的响起更让人辗
转反侧难以入眠，并且悲凉的笳声吹奏的偏又是让人伤怀别
离的《折杨柳》，悠悠的笳声在夜空回荡，教战士们的思乡
之意更加浓厚。

这首诗抓住了边塞风光景物的一些特点，借其严寒春迟及胡
笳声声来写战士们的心理活动，反映了边关将士的生活状况。
诗风苍凉悲壮，但并不低沉，以侠骨柔情为壮士之声，这仍
然是盛唐气象的回响。

王翰

王翰（公元687年~726年），字子羽，并州晋阳（今山西太原
市）人，唐代边塞诗人。与王昌龄同时期，王翰这样一个有
才气的诗人，其集不传。其诗载于《全唐诗》的，仅有14首。
登进士第，举直言极谏，调昌乐尉。复举超拔群类，召为秘
书正字。擢通事舍人、驾部员外。出为汝州长史，改仙州别
驾。

凉州词演讲稿篇二

1读正确，读通，读有节奏，即字正腔圆的读好古诗。

2了解古诗的大意，提出不懂的问题，想象画面，体会戍边战
士的思乡但不能回乡的情感以及戍边将士豁达的情怀。读出
诗意境，唱出感受，达到自然成诵。

3课外拓展王翰《凉州词》，渗透两首《凉州词》的不同。

感受王之涣的《凉州词》的古诗意境，读出自己对这首古诗



蕴涵的情感(感受诗悲中不失其壮的基调)。

一、教学指导思想:新课程标准指出：第三学段(五六年级)的
阶段目标是阅读诗歌，大体把握诗意，想象诗歌描述的情境，
体会诗人的情感。受到优秀作品的感染和激励，向往和追求
美好的理想。充分体现了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
学理念，尊重学生的个体感悟，体现自主学习。

二、教学过程

预设：生提问：凉州在哪儿?词是什么意思?题目什么意思?为
什么两首诗一样?(师及时鼓励学生会动脑筋，想问题.)

1出示唐代地图(标注：黄河，凉州)。师随机介绍凉州：地名，
指墩煌附近，今甘肃武威。地处西北，十分荒凉。

2词呢?唱词。

3释题：(可以先请学生说)预设：其实凉州词准确的说，不是
诗题。它是凉州曲的唱词，盛唐流行的一种曲调名，后来许
多诗人为它填词，便有许多首凉州词了。

4作者简介：师:你们了解诗人王之涣么?

预设：(1)可以随机指名，请学生说，

(2如果学生说不出来或没有查好资料，师介绍。

师：其实《登鹳鹊楼》就是他写的，正是一曲《登鹳鹊楼》
和我们今天要学的《凉州词》，使他跻身于唐一流大诗人行
列。出示幻灯片(指名读作者简介)。

过渡：想读读这位人称小官员，大诗人的作品么?

(二)初读古诗：出示幻灯片，提出读的具体要求：



1自由读(至少两遍)。

2指名读，听后评读。(老师或学生评)

过渡：如果说初读古诗的第一步，那么读出感觉，读出味道
那才是我们读好诗的更高境界。

(三)感悟诗句前两句

1轻声读前两句诗，找出自己读的感觉，并且或写或勾做上自
己习惯的学习标记。

2自由大声地读一读自己感觉到的。

3指名读。(要求说感受，读出感受。)

4师或生听后评议。

学习前两句诗预设：学生可以从第一句里找感觉，也可以先
从第二句谈起。课堂师要随机引导。

若学生先体会第一句，则重点点拨：

(1)解决远上的意思。老师用手势和眼神带。(自下而上)

(2)听音乐，师：提到黄河用什么词语可以形容它?(自由抢答：
汹涌澎湃、磅礴、气势宏大)

(3)谁带着你的想象再来读，其他同学闭眼听想象画面。

(4)听后评读。

(5)你听了这样的朗读后，你有了什么新的感受?(高远辽阔
感)



(6)想象画面，同桌加动作自由读，听后说说他哪读的好?

若先体会第二句，则重点点拨：

(1)谈自读后的感觉。(孤)孤什么意思?师及时鼓励孩子的感
受。

(2)你们也这样读读，体会孤的感受。

预设：a学生自己争取解决。

b师引导。进情境诗人由高远辽阔的黄河，笔锋一转，把视角
拉下来，远望，不觉咏出个人接读第二句。

c如果读不出片(单薄，小，)的感受，师随机指导这个学生：
再远些，再远些看，边读边想象它的样子。此时，再说你(你
们)的理解。指名说或自由说。(师注意捕捉学生的零散感受。
(座呢，城比较高大，厚实的感觉。写片更突出了城的孤，单
薄，小。犹如一片小小的树叶。更加有种悲凉，危险的感觉)

4师：想看看这片城么?(课件)

5配乐《凉州曲》创设情境：(师语速缓慢地)茫茫戈壁，假如
你是戍边战士，盛夏骄阳似火，大漠之上(生接读：一片孤城
万仞山。);秋风飒飒，中秋月挂梢头，(生接读：一片孤城万
仞山。);冬夜北风寒，雪花漫天飘(生接读：一片孤城万仞山。
)。此情此景，身处其中，你感受到了什么?用一两个词说说。
(指名说，生：凄凉，苍凉，寂寞，孤独)

6小结：前两句诗，如果说首句带给我们更多的是黄河的气势
磅礴和天空的高远，用一个字壮(板书壮)，那么第二句则更
侧重的守城战士环境和内心的描写，我们也用一个字概括：
悲，(板书悲)。这真是壮中有悲，悲中有壮呀!



7自己再读读，体会体会这种荡气回肠的感觉。

8个人展示读。(师再评：我听出你在突出一和万，对比读中，
反衬了城的孤单薄和战士内心的凄凉感。真是用心在读啊!

过渡：如果说前两句是画意，那么后面的诗情又是什么呢?

(四)学习三、四句。

1轻声读三、四句，有什么不懂的问题么?(预设：谁怨谁?何
须怨又是什么意思?)

2解疑。出示ppt

(1)何须什么意思?

(2)何须怨呢?(不必怨。)谁不必怨谁?(羌笛不必怨杨柳)。

(4)试着读出这种感受。

(5)指名读。

(6)师生评读。(师随机评：我还听出了你的怨愤之情。)说说
你为什么这样读?(怨愤朝廷的漠不关心;所以突出春风一词的
朗诵。)

3师：然而，一个何须怨，道出了将士心声保家为国，(板书：
保家为国)，表达了他们豁达的胸怀。怎么读出这情怀?自由
读指名读范读指名读学生自评。

4回读全诗：同桌互读，读后评议他哪读的好?展示个人读大
家评议。

5学唱古诗。播放视频《凉州词》。



古诗是可以唱的，想唱么?让我们唱中表达心中的感受。1遍：
轻声学唱。2遍：自由大声唱。3遍：起立，加动作，眼神，
有滋味的吟唱。(自然课堂呈现熟能成诵的感受。)

(五)课外拓展：师过渡：同学们，还有一首与此题目相同，
内容相同，感情相近的诗，但表达将士的情怀直接，更豁达。
出示ppt王翰《凉州词》，相信你们用刚才的方法，一定能很
快进入角色的。

1自由读，找感受。

2小组交流感受或读出感受。

3小组赛读。形式自己设计。读后学生互评，或者老师评议。

4试着比较两首诗的异同。(可以从题目，作者，诗表达的情
怀，内容都是边塞诗...)这些都要因学生学情而定。也可以
提问质疑，师随机解疑。

凉州词演讲稿篇三

王之涣的凉州词，全诗写了什么内容呢?要如何鉴赏呢?

凉州词二首·其一 【唐代】王之涣

原文：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繁体原文：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



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译文及注释

译文一

黄河好像从白云间奔流而来，

玉门关孤独地耸峙在高山中。

将士何须哀怨那柳树不发芽，

春风根本吹不到玉门关外。

译文二

远远奔流而来的黄河，好像与白云连在一起;玉门关孤零零地
耸立在高山之中，显得孤峭冷寂。

何必用羌笛吹起那哀怨的杨柳曲去埋怨春光迟迟呢， 原来玉
门关一带春风是吹不到的啊!

注释

1、凉州词：又名《出塞》。为当时流行的一首曲子(《凉州
词》)配的唱词。

2、原题二首，此其一，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七十九《近代
曲词》载有《凉州歌》，并引《乐苑》云：“《凉州》，宫
调曲，开元中西凉府都督郭知运进”。凉州，唐陇右道凉州
治所在姑臧县(今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

3、远上;远远向西望去。“远”一作“直”。

4、黄河远上：远望黄河的源头。



5、孤城：指孤零零的戍边的城堡。

6、仞：古代的长度单位，一仞相当于七尺或八尺(等
于231cm或264cm,约等于2.3m或2.6m)。

9、度：吹到过。不度：吹不到

10、玉门关：汉武帝置，因西域输入玉石取道于此而得名。
故址在今甘肃敦煌西北小方盘城,是古代通往西域的要道。六
朝时关址东移至今安西双塔堡附近。

11、何须：何必。何须怨：何必埋怨。

12 杨柳：杨树的柳条，又指的是《杨柳曲》。

诗人故事

在唐人薛用弱的传奇小说《集异记》中，曾经记载了一个有
趣的“旗亭”故事。唐朝开元年间，王之涣将王昌龄、高适
两位边塞诗人引为知己，三人关系相当不错。可这三人同为
恃才傲物的文人墨客，都觉得自己的诗才是一时佳作，三人
谁也不服谁。一年冬天，三位诗人相约来到旗亭饮酒。当时
正有几个歌妓也在旗亭饮宴，一时间乐曲不断，唱得都是时
下流行的诗词。三个人听得有趣，就相约打赌说：“我们就
以这些歌妓演唱的诗词来比赛谁诗名最盛。”话音刚落，就
有一位歌妓打着节拍唱道：“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
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是王昌龄的
大作《芙蓉楼送辛渐》。没过多久，另外一位歌妓唱
道：“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今寂寞，犹是子云居。
”这是高适的《哭单父梁九少府》。两位歌妓唱罢，还是没
有唱到王之涣的诗，王、高二人都替王之涣感到尴尬。可王
之涣本人却神色自若，他指着歌妓中最美丽的一位姑娘
说：“如果这个女子唱得不是我的诗，我就认输，终生不与
你们争高低。”话音刚落，那位姑娘就轻展歌喉，只听她唱



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
春风不度玉门关。”这正是王之焕的《凉州词》。

煮酒论诗词

本诗中诗人首先概括地描绘出凉州的苍凉景象：黄河、白云、
孤城、万仞山，场景苍茫、壮阔而又悲凉。当此之际，忽闻
羌笛所吹《折杨柳》曲，边塞将士的哀怨也随之而出。羌笛明
“怨”杨柳，实则表达出诗人对朝廷不关心戍边将士的批评。
全诗格调沉郁苍凉，意境高远，言有尽而意无穷。诗的前两
句偏重写景，后两句偏重抒情。然而后两句的情，已孕育于
前两句的景。“一片孤城”，已有萧索感、荒凉感。而背景
的辽阔，更反衬出它的萧索;背景的雄奇，更反衬出它的荒凉。
“孤城”中人的感受更是呼之欲出。全诗无一句说思家怀乡，
而思乡之情却跃然纸上，诗意如此委婉深厚，正是这首诗的
艺术魅力所在。

鉴赏

王之涣这首诗写戍边士兵的怀乡情。写得苍凉慷慨，悲而不
失其壮，虽极力渲染戍卒不得还乡的怨情，但丝毫没有半点
颓丧消沉的情调，充分表现出盛唐诗人的豁达广阔胸怀。

首句“黄河远上白云间”抓住远眺的特点，描绘出一幅动人
的图画：辽阔的高原上，黄河奔腾而去，远远向西望去，好
像流入白云中一般。次句 “一片孤城万仞山”，写塞上的孤
城。在高山大河的环抱下，一座地处边塞的孤城巍然屹立。
这两句，描写了祖国山川的雄伟气势，勾勒出这个国防重镇
的地理形势，突出了戍边士卒的荒凉境遇，为后两句刻画戍
守者的心理提供了一个典型环境。

在这种环境中忽然听到了羌笛声，所吹的`曲调恰好是《折杨
柳》，这就不能不勾起戍卒的离愁。古人有临别折柳相赠的
风俗。“柳”与“留”谐音，赠柳表示留念。北朝乐府《鼓



角横吹曲》有《折杨柳枝》，歌词曰：“上马不捉鞭，反拗
杨柳枝。下马吹横笛，愁杀行客儿。”歌中提到了行人临去
时折柳。这种折柳赠别之风在唐代极为流行。于是，杨柳和
离别就有了密切的联系。现在当戍边士卒听到羌笛吹奏着悲
凉的《折杨柳》曲调时，就难免会触动离愁别恨。于是，诗
人用豁达的语调排解道：羌笛何须老是吹奏那哀怨的《折杨
柳》曲调呢?要知道，玉门关外本来就是春风吹不到的地方，
哪有杨柳可折!说“何须怨”，并不是没有怨，也不是劝戍卒
不要怨，而是说怨也没用。用了“何须怨”三字，使诗意更
加含蓄，更有深意。

凉州词演讲稿篇四

作者：王翰

朝代：南北朝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凉州词：乐府曲名。夜光杯：玉制的酒杯。这里指精美的酒
杯。沙场：战场。

诗人以饱蘸激情的笔触，用铿锵激越的音调，奇丽耀眼的词
语，定下这开篇的第一句—“葡萄美酒夜光杯”，犹如突然
间拉开帷幕，在人们的眼前展现出五光十色、琳琅满目、酒
香四溢的盛大筵席。这景象使人惊喜，使人兴奋，为全诗的
抒情创造了气氛，定下了基调。第二句开头的“欲饮”二字，
渲染出这美酒佳肴盛宴的不凡的诱人魅力，表现出将士们那
种豪爽开朗的性格。正在大家“欲饮”未得之时，乐队奏起
了琵琶，酒宴开始了，那急促欢快的旋律，像是在催促将士
们举杯痛饮，使已经热烈的气氛顿时沸腾起来。这句诗改变
了七字句习用的音节，采取上二下五的句法，更增强了它的



感染力。这里的“催字”，有人说是催出发，和下文似乎难
以贯通。有人解释为：催尽管催，饮还是照饮。这也不切合
将士们豪放俊爽的精神状态。“马上”二字，往往又使人联
想到“出发”，其实在西域胡人中，琵琶本来就是骑在马上
弹奏的。“琵琶马上催”，是着意渲染一种欢快宴饮的场面。

诗的三、四句是写筵席上的畅饮和劝酒。过去曾有人认为这
两句“作旷达语，倍觉悲痛”。还有人说：“故作豪饮之词，
然悲感已极”。话虽不同，但都离不开一个“悲”字。后来
更有用低沉、悲凉、伤感、反战等等词语来概括这首诗的思
想感情的，依据也是三四两句，特别是末句。“古来征战几
人回”，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清代施补华说这两句诗：“作
悲伤语读便浅，作谐谑语读便妙，在学人领悟。”（《岘佣
说诗》）这话对读者颇有启发。“作悲伤语读便浅”，是因
为它不是在宣扬战争的可怕，也不是表现对戎马生涯的厌恶，
更不是对生命不保的哀叹。再回过头去看看那欢宴的场面：
耳听着阵阵欢快、激越的琵琶声，将士们真是兴致飞扬，你
斟我酌，一阵痛饮之后，便醉意微微了。也许有人想放杯了
吧，这时座中便有人高叫：“怕什么，醉就醉吧，就是醉卧
沙场，也请诸位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我们不是早将
生死置之度外了吗？”可见这三、四两句正是席间的劝酒之
词，而并不是什么悲伤之情，它虽有几分“谐谑”，却也为
尽情酣醉寻得了最具有环境和性格特征的“理由”。“醉卧
沙场”，表现出来的不仅是豪放、开朗、兴奋的感情，而且
还有着视死如归的勇气，这和豪华的筵席所显示的热烈气氛
是一致的。这是一个欢乐的盛宴，那场面和意境决不是一两
个人在那儿浅斟低酌，借酒浇愁。它那明快的语言、跳动跌
宕的节奏所反映出来的情绪是奔放的，狂热的；它给人的是
一种激动和向往的艺术魅力，这正是盛唐边塞诗的特色。千
百年来，这首诗一直为人们所传诵。

凉州词演讲稿篇五

凉州词——[唐]王之涣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
不度玉一门关。

凉州词：《乐府诗集》卷七九《近代曲词》载有《凉州歌》，
引《乐苑》云： “《凉州》，宫曲名，开元中西凉府都督郭
知远进。”邝陇右道凉州，治姑臧 （今甘肃武威）。此诗用
《凉州》曲调，并非歌咏凉州。

万仞：一仞八尺，万仞是形容山很高的意思。

羌笛：西代羌人所制的一种管乐器，有二孔。

杨柳：汉横吹曲辞名《杨柳枝》的省称。又名《折杨柳》。
唐俗，赠别常以柳枝，取其“丝长”(与“思长”偕音)之意。
故《杨柳枝》也多用作送别曲。

玉一门关：关名，在今甘肃省敦煌县西南，是古代通西域的
要道。

王之涣，公元688－742，字季凌，原籍晋陽，五世祖隆迁居
绛州。曾任冀州衡水主簿，因谤辞官，家居十五年。晚年出
任文安县，卒于官舍。王之涣善作边塞诗，与高适、王昌龄、
崔国辅等唱和，名动一时。靳能为作墓志，称其“歌从军，
吟出塞，皎兮极关山明月之思，萧兮得易水寒风之一声，传
乎乐章，布在人中”。《全唐诗》存绝句六首，为历代所传
诵。

本诗旨在写凉州之荒凉，偏僻，险峻，进而烘托戍边条件之
艰苦以及将士们无尽的思乡愁绪，还有无以寄托情思的无奈。

开篇两句“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首先就显
示了诗人于众不同的视角选择。王之涣的立足点与李白《将
进酒》中“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有着
明显的不同。他们两人诗句的不同点一方面在于：李白的目



光是由远而近，写的是来势迅猛而又无法拦留的一种动感流
逝；而王之涣的目光是自近及远，故而展现了黄河扶摇远上
的一种壮美奇观。另一方面还在于他们在诗作中渗透的是两
种截然不同的情怀：上下句贯穿起来看，李白的'诗句流露的
是一种对现实的无奈，表现在个人心智上的是放弃，有以酒
消愁的颓废；而王之涣流露于字里行间的则是展示边地广漠
壮阔的风光，烘托边地的荒凉、偏僻、险峻和戍边条件之艰
苦，表现的是企盼早日结束战乱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与无奈，
是在为国、为百姓、为戍边将士抒情言志。

因此，诗人在展示了边地广漠壮阔的风光和凉州城的戍边堡
垒，地处险要，境界孤危之后，紧接着便由景及人，重笔渲
染戍边将士思乡之情坏——“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
一门关。”春风吹不到“玉一门关”，杨柳就不能返青吐绿，
就一抽一出新枝，就不能折杨柳新枝以寄托情思，羌笛还有
必要吹奏那悲凉伤感的曲子吗？诗人在此不说戍边将士思家
怀乡，而以“怨杨柳”喻之，实在是绝妙无比。关外春风不
度，杨柳不青，无法折柳寄情，听曲更将生怨恨，眼下“天
寒地冻”、“征战无期”、“归家无望”。然而，“怨”也
罢，愁也罢，皆为枉然，因而作“何须怨”，根本就没有必要
“怨”。虽说只不过是一句宽慰，然而这种宽慰着实含蓄而
又委婉，深沉而又炽灼，耐人寻味，引人深思，堪称边塞诗
之绝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