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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初中级留学生古典诗词教学研究
陈艳丽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摘要：古典诗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亦是中国优秀文化

传播的内容之一。对初中级留学生以“浸染”的形式进行古典诗

词的教学不仅能提高他们学习汉语言的兴趣，更能让他们深入了

解汉语的魅力。本文以“三可”原则对初中级留学生古典诗词的

内容进行了筛选，并针对古典诗词语言教学、教学方法和考核方

式展开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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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典诗词教学的必要性

近年来我国优秀的诗词节目如《中国诗词大赛》《经典咏流

传》被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所青睐，而各大院校对本校留学生的

问卷调查报告中也显示，绝大部分留学生对中国古典诗词都较喜

爱。然而在对外汉语教学上，只有高级阶段的留学生才会涉及到

为数较少的古典诗词。这既不利于留学生对古典诗词深入地学习，

更不利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初中级

留学生进行古典诗词的教学。

（一）培养初中级留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

初中级留学生汉语教学主要以语音、语法、词汇为主，教学

形式单一，教学内容也较为枯燥。将古典诗词作为对外汉语教学

的一部分，不仅丰富了教学内容，而且形式多样的教学手段更增

添了汉语教学的趣味性。学生在咏、唱、绘等潜移默化的教学中

不但熟记了诗词，也大大提高了他们学习汉语的兴趣。

（二）用古典诗词改掉“洋腔洋调”

古典诗词语言优美，情感丰富，讲究对仗、平仄、押韵，同

时语调抑扬顿挫。学生在古典诗词的学习中能领会汉语的节奏感

和韵律美，并在吟诵中感知音调、语调、声韵的变化，从而起到

纠音和正音的目的。

（三）提升汉语表达能力

初中级留学生在汉语学习上主要以字、词、语法为主，对于

语言的表达重在准确。这样的语言表达过于直白，内容干瘪，缺

乏美感。而古典诗词语言简洁凝练，思想委婉含蓄，立意深远，

如能在理解诗词思想的基础上，将古诗词恰当应用到汉语表达中，

一定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四）增强汉语学习的自信

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初中级留

学生在目的语学习的初中级阶段就在诗词的浸染中学习古典诗词，

哪怕无法全面了解诗词的深层含义，也能培养他们的诗词语感。

在不断积累古典诗词的过程中，初中级留学生也会形成自己独到

的认知。当高级阶段再接触意境深远的诗词时，学生已少有畏惧

心理，并能以自信来面对它。

二、古典诗词教学的可行性

目前国内有关古典诗词的汉语教学研究主要涉及几个方面：

（一）聚焦古典诗词语音、词汇、语法和修辞在教学中的运用；

（二）古典诗词的文化内涵及其在对外汉语传播中的意义；

（三）寻求适合的古典诗词作为教学内容；

（四）对古典诗词的教学手段进行探索，并总结出设置情景、

配乐朗诵、诗词吟唱、故事讲解等教学方法，同时也有将微课和

翻转课堂应用到对古典诗词的汉语教学中。

然而笔者发现，研究者的授课对象为留学生，却鲜有根据留

学生的汉语水平进行对应的古典诗词的教学研究。即使个别研究

者在研究中提到了分层次教学，却无具体的分层操作方案。鉴于

此，笔者决定将古典诗词教学运用到接触较少的初中级留学生中，

希冀能有所收获。

三、以诗词浸染来营造教学环境

中国古典诗词的学习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留学生

进行目的语学习的初级阶段就应该将古典诗词纳入到他们的学习

范围。然而在面对初中级留学生汉语水平有限的情况下，将语言

精炼，意象飘忽跳跃的古典诗词以强制的方式来让他们学习，不

仅达不到学习的目的，反而会打击他们学习汉语的积极性。如果

将他们置身于古典诗词的氛围中，以浸染的方式对他们进行潜移

默化的输入，不仅能大大降低他们的畏惧心理，还能吸引他们学

习古典诗词的兴趣，从而提高他们的审美情趣。

（一）在初中级留学生教学区域布置诗词走廊，诗词以书法

和绘画的形式呈现

选取经典易懂或具有画面感的诗词，如李白《静夜诗》、孟

浩然《春晓》、王维《画》、王安石《梅花》、白居易《赋得古

原草送别》、孟郊《游子吟》、柳宗元《江雪》、李绅《悯农》、

马致远《天净沙 . 秋思》等以书法或绘画的形式张贴在初中级留

学生教学区域，让学生在进入教学区域就能与古典诗词近距离地

接触。

（二）从古典诗词中选取富有诗意的班名

古往今来，优秀的古典诗词不仅起着教育的作用，而从诗词

中摘取字词取名既典雅工巧，含蓄隽美又是对经典文化的传承。

在初中级留学生班级取名上也可以试着从古典诗词中摘取典雅、

富有寓意的词语来为班级命名。

如：红豆班（王维《红豆》“红豆生南国”），春晖班（孟郊《游

子吟》“报得三春晖”），比邻班（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天

涯若比邻”），紫烟班（李白《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

江枫班（张继《枫桥夜泊》“江枫渔火对愁眠”）……典雅、富

有寓意的班名让初中级留学生对古典诗词的文化魅力有了更深层

的了解，从而能够促使他们主动学习古典诗词。

（三）充分利用校园广播对古典诗词进行输入

充分利用校园广播来对留学生进行古典诗词的浸染。每日的

校园广播可以播放经典的诗词朗诵或诗词谱曲的歌，也可以邀请

留学生做客校园广播室对古典诗词进行演绎。

（四）建立古典诗词资源库和相应 App 软件开发，让学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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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技术下进行诗词的输入和输出

在学校相关技术人员的配合下，建立古典诗词资源库，并开

发相应的“古典诗词诵咏唱”App 软件，让留学生根据自己的爱

好或听或诵或唱古典诗词，从而进行古典诗词的输入与输出。留

学生在听诵唱中不仅能享受到诗词的美，还能起到纠正发音，背

诵诗词的作用。

四、古典诗词的语言教学

考虑初中级留学生的汉语水平，可选取可观、可触、可感的

古典诗词来进行授课。以画入诗的诗词，能以情景和画面的形式

直观呈现诗词的内容；以传统节日为内容的诗词，能以实践的形

式感知中国的习俗；以情感为主题的诗词，能以自身的感受与诗

词产生共鸣。然而初中级留学生对古典诗词的学习除浅显了解中

国文化，培养他们对古诗词的兴趣外，还需掌握一定的语言能力，

为高级阶段古典诗词的学习做准备。

（一）古典诗词满足了初中级留学生进行语音练习的条件

古典诗词流畅的韵律、鲜明的节奏和抑扬顿挫的语调便于初

中级留学生练习汉语发音、纠音和正音，从而让他们在目的语学

习的初级阶段改掉“洋腔洋调”，而改掉初中级留学生“洋腔洋调”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进行大量声韵调的练习。

（二）讲解字词的同时通过画面或视频感知古典诗词表达的

意思

古诗词中有一些字词对于初中级留学生来说很难用语言表达，

但辅之以画面或视频则能直观地感知它的意思。如白居易《赋得

古原草送别》中“离离”一词很难解释，但给学生展示一幅茂盛

草地的图片时，学生就能很好地把握。当我们将画面和视频的授

课模式植入到古典诗歌字词的讲解时，学生对于字词的概念就不

再是一个个枯燥的汉字，而是一幅幅生动的画面。这样不仅能降

低他们学习古典诗词的畏惧心理，更能刺激他们深入了解汉字深

层意思的欲望。

（三）高频率意象的讲解将有助于初中级留学生对古典诗词

思想内容的把握

所谓意象，就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

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简单地说，意象是寓“意”之“象”，

就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意象体现了诗人独特的思维

方式，是诗人艺术风格的具体表现。初中级留学生由于学汉语时

间不长，对一些词语在一定的意境中要表达的情思还无法理解。

唯有先让他们了解了古典诗词中一些常见意象的特殊含义，才能

领会到它的美妙，并较准确地把握它的思想内容。

我们在进行意象古典诗词教学时，一定要选择具有代表性的

意象，从诗人所设置的意境入手来分析意象的特殊含义，让初中

级留学生在把握整首诗词要传达的思想内容的同时，更好地体味

诗词的美。

五、趣味式为主的教学方法

改变单一灌输式的教学模式，以朗诵、诗词配画、FLASH 视频、

吟诵、咏唱、讲故事等形式对初中级留学生进行教学，在增强教

学方法趣味性中提高他们学习古典诗词的兴趣。

在学习古典诗词时，最常见的是单一的字词讲解，然后进行

整首诗的翻译，并以填鸭蛋式的方法让学生强制接受，这样的教

学方式很难调动学生主动学习诗词的兴趣，更难体会诗词所蕴含

的美。而以抑扬顿挫的语调来朗诵古典诗词，让学生体会诗词音

律与节奏的美，或以配画和 Flash 视频的形式展现诗词，让学生直

观感受诗词描绘的内容的教学方法有一定的趣味性，相对教师来

说好操作，且便于推广。另有三种教学方法也值得教师学习和运用。

（一）吟诵中见真情

吟诵需要教师具备相应的诗词素养。教师首先引领学生进入

诗词的意境，然后借助叶嘉莹先生“通古人之情，感自我之心”

的兴发感动，并遵循“把握调”“掌握气”“用真情”“读出味”

原则，通过对诗词中每个字长短高低音的变化，以吟诵的形式在

相同声调循环往返中将自己的感情融入到诗词中，让学生在吟诵

中领悟作者的喜怒哀乐，从而促成自己独特的感受。但需注意，

吟诵是在不改变字的本音中完成的，所以在初中级留学生学吟诵

前必须对整首诗词的本音有准确的把握。

（二）咏唱中解真意

咏唱可跟着音乐视频进行。如老师有一定的咏唱功底，则由

老师带着咏唱效果更佳。但在咏唱的过程中老师需吐字清晰，饱

含感情，唯有这样才能让学生在咏唱中理解诗词中洋溢的情感。

同时学生在课外也可以借助“古典诗词诵吟唱”APP 软件对自己

的吟唱进行打分练习，以此来提高吟唱水平并熟记诗词。

（三）讲述中明真理

讲故事则需要学生了解诗词的写作背景以及相关的文化常识。

老师以故事的形式结合时代背景生动形象地将诗词的内容讲解出

来，让学生在故事中完成对诗词内容的理解，这将大大降低学生

对古典诗词学习的难度。同时在课外可组织“学诗词，讲故事”

活动，让初中级留学生在完成对古诗词的消化后以讲故事的形式

重现诗词的内容，这更有利于他们对诗词情感的把握，也起到了

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

六、结语

古典诗词不仅是中国也是全人类的艺术瑰宝和精神财富。初

中级留学生来中国学习汉语，不能仅拘泥于单纯语言的学习，更

要学会欣赏中国的文化，唯有在文化的浸染和深入了解中才能更

好地学习一门语言。对外汉语教师在将古典诗词融入教学的过程

中，应该努力思考，积极挖掘古典诗词在文化和汉语言教学中的

价值，让初中级留学生在语言的学习中提高汉语文学素养，培养

跨文化交际能力，从而达到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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