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大型活动首次设置千人献词环节，献词团指导老师和导演讲述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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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献词团来自北京市
多所大、中、小学，如何练就
千人齐声？献词团中的两位
清华大学学生揭晓答案——

“发自内心并且要一遍遍练
习，直到形成肌肉记忆”。

郭育松是清华大学社
科 学 院 的 在 读 博 士 研 究
生，田邵君则是清华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的在读硕士研
究生。

唱歌的节奏、声调都有
统一标准。朗诵却不然，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咬字习惯，
力度、速度、语调，单独朗诵
没有问题，但千人一起朗
诵，只要有一人抢哪怕 0.1
秒，都会影响整体效果。

千人齐声献词，如何做
到？田邵君、郭育松的回答
极其简单：“只能一遍遍练
习，直到形成肌肉记忆。”

每周校内训练 2 次，组
内训练 3次，定期还会有跨
校的千人合练。不仅要刻
苦，还要讲究技巧。比如献
词中有一段，领诵者在说完

“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之后，群诵者要朗诵“同心
向党，奔赴远方”，导演在两
句之间标出了一个气口，所
有群诵者要在此处换完一
整口气。这样一来，就大体
上保证了节奏统一。

天安门广场的特殊环
境，也给队员们带来了不小
挑战。“我们千人合练时，是
在 6.6万平方米的室内体育
场里。而天安门广场的面积
是 44万平方米，会形成混响
的效果，所以站的位置不同，
听到声音的时间也有差别。”
郭育松说，这样的困难只能
靠不断反复练习来解决。

来自中央财经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的大
四学生赵建铭，是献词的
领诵员之一。因为非播音
主持专业出身，在集训的
最初阶段，他还是略显吃
劲。

集训练习时，对发声
气息的把控是他要面对的
首要难题。“有时候找不准
发声位置，感觉自己声音会
发虚。”除此之外，他对身体
和面部表情的控制感一开
始也很难拿捏准确。眼睛
不够亮、笑容不够灿烂，让
老师也一度替他担忧。

对于气息不足的问
题，赵建铭反复练习腹式
呼吸，对于表情控制的问
题，他对着镜子练，注视
着自己的脸，想着开心的
事，代入一种情绪感逼着
自己笑。

在基本功得到很大
提升之后，赵建铭发现，
自己在朗诵稿件的时候，
传递出来的情感不够饱
满。为此，《建国大业》

《建党伟业》等经典电影
及一些红色歌曲都进了
他刷剧听歌的清单，“积
累得多了，慢慢也就有了
画面感，朗诵的时候也就
能声情并茂了”。

4名领诵员分别是：北京中关村第三小学的彭友馨、中国传媒大学的
冯琳、北京第一实验小学的姚牧晨，以及中央财经大学的赵建铭。

他们在镜头前堪称完美的表现，其实是一整个团队努力几个月的成
果。而所有人的努力，只为一个目标——向祖国母亲、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致以最深情的告白。

今年12岁的彭友馨，
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
第三小学六年级。

彭友馨的声音“天然去
雕饰”、性格阳光、举止端庄
大方，不用太多的技巧修
饰，就能表达出青少年最真
挚的情感。这些特质打动
了选拔领诵员的专家们，使
她顺利通过初步选拔。

可短短3个多月的训练
时间，她经常会遇到困难。
献词里有一句话：“妈妈对我
说，在每个人心中，中国共产
党都是光荣的模样。”这句话
开头的“妈妈”二字，发音既
不能太实，又不能太虚，还不
能用生硬而夸张的朗诵腔，
得让听众有一种画面感。
彭友馨总是找不对感觉，每
次练习，老师就会指出，她这
句“妈妈”说得不好。

“老师说，这句里的‘妈
妈’要有亲切自然的感觉，
让听众觉得妈妈真的就站
在你面前。”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彭友馨回忆当时的情
景，因为一直练不好，她急
得直哭。

此后，她在日常生活中
不断练习，见着身边的老师、
同学就练习喊“妈妈”。最后，
彭友馨不仅通过了老师的考
核，还给队员们做了示范。

4名领诵员中，唯一一
位“科班出身”的，就是冯
琳，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与
主持艺术专业大三学生。

冯琳来自浙江嘉兴，是
名副其实“红船”故里的姑
娘。“特别巧！10年前，五年
级的我就在学校组织的建
党90周年庆祝活动上，参
加了向党献词的朗诵表
演。没想到，10年后，我竟
然能站在天安门广场，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大会上朗诵！”冯琳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

与其他一起入选的同
伴相比，“科班出身”的冯
琳，显然在朗诵技巧和能
力上更有优势，但很快，她
就发现了问题，过去朗诵，
自己仅依靠技巧就能“撑
全场”，对朗诵稿并不用有
多么深入的理解。但这种

“技巧派”，最多只能算是
读稿子，远达不到在广场
上朗诵的要求。

通过对党史的学习，
冯琳对朗诵稿的理解已
不再简单浮于纸面。当
她第一次以朗诵者的身
份站在天安门广场，张开
口，说出第一句献词，真
挚的感情层层递进，喷薄
而出。

来自北京市第一实验
小学六年级的姚牧晨，是4
名领诵员中年龄最小的。

“其实我到现在还是
蒙的，不知道当时是怎么
被选中的。”向记者回忆这
次经历时，姚牧晨十分坦
率。

被选上领诵员，是因
为人群中被多看了一眼。
今年 3 月的一天，姚牧晨
正在上数学课，突然就有
几位老师推门而入，选出
几位同学让做自我介绍，
姚牧晨原本不在其中。快
结束的时候，领诵预备队
的指导老师刘鹏再次环顾
教室四周，将姚牧晨叫了
起来。

刘鹏记得很清楚，姚
牧晨坐在靠窗位置倒数第
三排，穿着深蓝色的衣服，
形象俱佳。不过，由于坐
的位置较偏，姚牧晨起初
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
但“捡”回来之后，发现是
个可塑之材。

对于姚牧晨来说，成
为领诵员需要克服不少困
难。比如，作为团队中年
龄最小的成员，他觉得自
己对稿件的快速理解能力
欠缺，为此他没少跟在哥
哥姐姐的后面学习。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昨日8时34分，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当千名共青团员
和少先队员紧握拳头、发出铮铮誓言时，天安门广
场上，响起热烈而持久的掌声。

来自北京大、中、小学青少年组成的千人献词
团，用真诚质朴的语言，向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祖
国母亲深情告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国青年
准备好了！

这是我国历次大型活动中首次设置千人献词
环节，站在千人献词方阵最前方的4名领诵学生，更
是成了全世界瞩目的焦点。记者专访了献词团指
导老师和导演，以及献词团部分学生，请他们讲述
献词团背后的故事。

今年 3 月初，千人献词
团的领诵选拔在北京部分
大、中、小学和少年宫开
始。选什么样的孩子？导
演组和训练组从一开始就
目标一致：口齿清晰、表达
自然、气质质朴、性格真
诚。那才是新时代中国青
少年该有的样子。

为了能找到最符合选
拔标准的中小学生，导演组
和训练组采用了“推班”方
式来进行。

最终，来自49所大、中、
小学和少年宫的 3454 人参
与选拔，经过几轮筛选，最
终 10名学生进入领诵预备
队，年龄跨度在 12 岁到 22
岁之间。

从6月15日开始，10名领
诵同学正式进入集训阶段。

虽然献词全过程只有 5
分30秒左右，但从入场到退
场需要几个小时，而且要长
时间站立，因此孩子们需要
有良好的体能支撑。集训
开始后，每天早上7时，专业
体能老师会先带着大家晨

跑，增强体能。随后，声音、
表演、形体等方面的专业老
师轮番登场，为学生们提供
顶级专业训练。

导演和训练组还专门
设置了爱国主义教育、党史
实践、心理情感共鸣等特设
课程，首次尝试“去技巧化”
训练方式。

每天晚饭后，领诵预备
队的指导老师刘鹏会为孩
子们播放《新闻联播》，带领
他们观看红色电影。“挖掘
孩子们内心对党和祖国的
爱，可以帮助他们在呈现过
程中激发自然反应，实现真
情流露。”刘鹏说。

然而，10个学生需要面
临的一个最残酷的事实，就
是 7月 1日最终站在领诵舞
台的只有 4 人，其他 6 人会
自动编入千人献词团，成为
一名普通献词成员。

在集训的过程中，一开
始孩子们还有些思想波动
和压力，但随着训练的推
进，他们逐渐意识到10个人
是一个完整的团队。

千人齐声献词 如何做到

献词团怎样选人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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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集体献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