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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中古典诗词的教学策略研究 
张亚艳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  广东省  中山市  528447） 

摘要：高中语文课程目标中突出强调感受鉴赏，而这样一批闪现人文之光的作品却没能让我们更诗意地栖居，更诗意地享受语
文，更诗意地进行语文教学，因为我们都只简单地把它视为工具，这样又怎能体现出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呢?因此，我在自
己的教学过程中通过前辈们悉心的指引和自己不断摸索，发现以下这些教学策略的运用可以让我们的高中语文古诗词课堂通过诗意
的鉴赏激起学生的赏读兴趣，从而更有效地去挖掘古诗词的内涵，轻松完成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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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我们的语文教学，我们会痛心地发现，因为我们片面

强调语文的工具性，导致了价值取向的偏离。我们在语文教学
中反复强调背诵的重要性，却忽略了古诗词通过诵读就能逐步
提升的感悟力；我们反复强调技巧的运用，却淡忘了选择那些
古诗词走进教材的最初目的，因为这些都不是我们眼中的“价
值”，不是我们所谓的“技巧”。所以语文与我们的初衷越行越
远，古诗词也与我们的诗意美好遥相观望，而在工具性面前，
我们的人文之光，渺如荧光。 

一、教学策略研究 
（一）沉醉不知归路——情境导入 
我们的国度是诗歌的国度，我们为此自豪不已。在《诗经》

“关关雎鸠”的吟唱里，走向乐府诗歌化鸟双飞的浪漫中；从
田园生活的隐逸里，走向塞北大漠的苍凉中，走进凄清淡雅的
婉约中，就在这些幽深浩渺的诗歌里，我们的语文课堂可以事
先多做铺设，比如恰到好处的丝竹管弦之声，动情吟唱的喉歌
之音（如执教李清照的《一剪梅》前，可让学生先听歌曲《一
剪梅》，然后在轻松地吟唱中完成对词作的初步感受），不着痕
迹的铺陈之词……我们还可以在课前精心编拟与古诗词相联系
的阅读提纲，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因为阅读对心灵来说是一
种浸润。 

而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则会发现一首首美妙的与感情相
关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作品的美好，感情是诗的生命。
所以，情境导入是一项应该提倡的细节把握，教师要不厌其烦，
学会情境铺设，让学生自然进入诗歌，从而“沉醉不知归路”，
达到有效解读诗歌的目的。 

（二）应是绿肥红瘦——课堂主体 
在情境铺设成功后进入诗歌阅读时，教师要及时转变角色，

成为一位适时伸手的路边人，我们要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因
为在把语文当作工具的今天，我们很容易忽略学生主体作用的
发挥，虽然文本都是精挑细选的，但是因为一些模式的规定的
东西，很有可能把教师圈在一个固定的范围内，所以，学生的
主体意识相对来说也就被弱化了。张定远先生很早就发现了这
个问题并在《20 年来语文教学的成就和问题中》说:“教学不从
实际出发，把语文的工具性简单化、程式化，把生动的语文能
力训练变成枯燥的纯技术训练，教学活动呈现固定的僵化的模
式。”因为在这种现象下存在的教育模式，僵化的不仅是课堂，
不仅是老师的思维，还有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新课程观所
认为的，“课程不仅是知识，同时也是经验，是活动”很有指导
意义。高中古诗词课堂不应只是知识的载体，而且也应该是教
师和学生共同探求新知识的过程。学生获取知识的过程是自我
建构的过程，学生从同学身上、教师身上学到的东西远比教材
中学到的多。这就切实需要我们执教者在古诗词教学过程中适
当“留白”。 

我们通过教学设计做好这个“空”，让学生想象的“实”来
进行无限制的填充，我想这才是我们新课改所更需要的。 

（三）星河欲转千帆舞——技巧点拨 
1. 意象的关注 
中国的诗歌是典型的“微雕”的艺术。诗体的限制，于是

诗人词者们在有限的字数里寻找无限的意蕴，“言有尽而意无
穷”，“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这种

诗学精神具有暗示性的特征，是中国诗人所追求的“含蓄之美”
之所在，但是其中凝练的意象，也就成了我们解读诗歌的钥匙。 

2. 情感的把握 
中国诗主要是宣泄个人的情感。屈原吟诵“路漫漫其修远

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因为他仕途失意；杜甫悲叹“无边落木
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因为他报国无门；柳永凄唱“执手
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因为他感伤别离，前路漫漫。所以在
古诗词课堂教学中应该指引学生找到与诗人相似的情感触发
点，这样就能够更好地跟诗人产生共鸣。 

3. 联想式鉴赏 
古典诗词语言含蓄凝练，意味隽永且又言近而旨远。因此

在教学中.试图一一对应地用散文语言来理性地翻译那些充满灵
性的诗句，会失去诗的神韵。而在教学的实践中，我发现联想
式鉴赏更有助于有效解读诗歌。比如，对于某些诗句中意象，
可以选用相似的诗歌或者是词作来加以化用，以诗来解诗，或
者以词来解词，抑或诗词互解，都能达到很好的鉴赏效果（但
这种方法的有效实施，前提是学生要有相当的诗词储备量）。如
果能够较好地运用“以诗解诗”法，不但不会破坏诗词的“整
体美”，还能增强学生对诗词的理解，加深阅读的兴趣。 

（四）惊起一滩鸥鹭——创作欲望 
学生成了古诗词鉴赏的主体，又有了相关的鉴赏技巧，这

样在诗歌的鉴赏过程中容易形成争渡的局面，甚而有可能会妙
笔生花，这样我们以后的古诗词课堂便不会显得那么紧张，那
么急促，在我们的课堂中会萌生出更多的精彩，孕育出更多的
思想；我们的课堂从此以后不会是一个人的独舞，而是更多新
生者的绝唱，换用宗白华先生的话来说，古诗词课堂鉴赏会是
那拥有鲜活生命的艺术。 

（五）活动开设，深化古典诗词的意境品鉴 
高中学生的课业压力比较大，教师应该开发学生的综合能

力，秉持新课标的教学宗旨，发挥学生的自发性和主观能动性，
指导学生全方位学习古诗，激发自己的潜能。因此，语文教师
不仅可以利用情景导入法，还可以让学生自由结成小组进行表
演，将传统古诗词推陈出新，还可以展开作文大赛，如将唐诗
改编成散文，教师对表现优秀的学生给予适当奖励。此外，教
师可以将诗歌与绘画、写作、书法、舞蹈、音乐相结合，鼓励
有兴趣与特长的学生积极展示，指导高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
中学会鉴赏中华文化之美。教师应该寓教于乐，充分发挥每一
个学生的积极性，营造良好的教学环境，发挥学生的想象，提
高教学质量。 

综上所述，高中语文学科的教学中，诗歌鉴赏的教学是一
个非常重要的模块，高中语文教师应该不断优化高考语文试卷
中对于诗歌鉴赏的题型的讲解能力，增进学生古典诗词的理解，
提高鉴赏能力，感受文化之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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