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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诗歌与文言文阅读结合之文化理解与传承探讨

李　萍

江苏省江阴中等专业学校　江苏　无锡　214433

摘　要：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是一个文化强国，其具有几千年的悠远历史和文化，振奋人心。为了将我国

的传统文化弘扬下去，我国颁布了多个传统节日，比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春节等等，每个节日的背后都是一段民

族的文化和历史的记忆，都是一段美丽的文化故事和传承。它永远值得我们永久地去传承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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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语文教育中，我们有责任将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永远的传承和发扬下去。让我们的学生，让我们的子子孙

孙都深刻的理解文化并传承文化。在我们语文课堂的教学过

程中，要十分重视中华文化的引导和弘扬。众所周知，我们

中华民族的古典诗歌与文言文阅读，是我们传统文化中遗留

下来的精髓，其中蕴含着无限的精神文化和内涵。我们必须

将古典诗歌与文言文长久深远的推广下去，让学生们学好古

典诗歌，学好文言文。使古典诗歌与文言文阅读相结合，让

学生们更好的理解文化与传承文化。

一、古典诗歌和文言文教学内容蕴含丰富传统文化信

息

古典诗歌和文言文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都是我国

民族的宝贵财富，其内容丰富，影响源远流长。不仅包含哲

学宗教，又包含道德伦理、文学艺术、语言文字以及天文地

理等各方面。其内容丰富多彩且包罗万象值得后代去深刻探

究。

在当今的语文教学中，诗歌与文言文教学，都得到了

巧妙的结合与运用。其中比如，唐诗宋词元句等古典诗歌内

容，以及《左传》《战国策》《诗经》《离骚》等文言文内容，

穿插其中，形象且丰富的囊括了中华民族史上发生的大大小

小传统故事，无不彰显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气节，

其中又多少英雄豪杰使我们永远的信仰和追求。

古典诗歌和文言文教材所涉及到的文字、文体、修辞

方法，以及各种文化知识等，对于学生来说，是了解中华

传统文化最直接的方式和途径。同学们在潜移默化中学习，

在潜移默化中传承。语文课程利用古典诗歌与文言文阅读的

讲解方式，通过向同学们传达各种中国古典和文言故事，传

承中华文化，使同学们在学习故事以及听讲案例事例的过程

中，体会到中华传统和中华民族的精神以及境界，从而从内

而外强化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内涵。

二、古典诗歌和文言文教学实现传统文化传承和思考

在我国的古典诗歌和文言文教学过程中，秉持着实现

文化传承的任务，在推动学生掌握传统文化知识的同时，推

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通过古典诗歌和文言文教学推动文

化传承的过程中，要做的不仅让学生们掌握古代汉语素养，

更重要的是掌握传统的优良学习方法，由于中华传统文化范

围的广博性，所以要求学好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必须对我

国古代的政治、历史、天文、教育、哲学、风俗等各个文化

层次都加以了解。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古典诗歌和文言文的学

习，那么便会更加容易且得心应手。同时，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应该尽可能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从而增强他

们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兴趣和好奇心理，在好奇心的驱使

下，推动他们主动参与到中华文化探索和传承过程中。

首先，引在领学生传承学习和传承传统文化的过程中，

不能操之过急，需要对学生进行恰当正确的引导工作。在诗

歌讲解时，尽可能的结合诗人的背景，个性以及心理因素等

加以分析，让学生更好的了解到其当时作诗的氛围以及作诗

的目的；在讲解文言文的过程中，教师应结合现实，让学生

设身处地的感受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状况，通过让学生通

篇阅读理解和翻译完全掌握且了解到全文故事脉络经过、主

旨和意义。必要时将同一时代下古典诗歌和文言文阅读加以

结合，使学生在充分了解时代背景和现实状况的前提下，了

解各个名著的创作特点和意义，从而感慨时态发展和精神概

况，以起到精神文化传承作用。

其次，选择性选择教育内容。传统文化种类繁多且丰

富且不同诗歌以及文言文材料代表不同文化特色和观点，教

师想要传承某种形式或某种意义上的精神文化特色，就应选

择相对应的故事题材和内容。在古典诗歌和文言文相结合阐

述的过程中，事先要对诗歌和文言文所表达的精神和意向进

行分类分析，确保其故事宗旨以及精神意向相符合，再加以

讲授和文化传承，并在每篇相对应的古典诗词和文言阅读中

提取相应的主题意义和精神取向。

最后，要创新性的改革文化传承方法。在语文教学的

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多遵循着古板保守的方式，让同学进行

单纯死板的诗词文言、句式记忆和背诵，没有对其故事主旨

和脉络以及写作方法等进行详细分析，使得学生无法领会到

其文言，诗歌精神所在。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显得十分

吃力，且效果不好。所以教师在进行教学与文化传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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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适当的加入创新型的特色内容，比如与科学技术相

结合，利用动画或视频的方式，事先向同学演绎整个故事脉

络，然后通过课本文字分析，让学生了解其细节内容。真正

做到“词明句了”，即，每一个词，每一个句子都明白其含

义和主旨。在此基础上，使学生能更容易的去分析全篇。

三、充分利用古典诗歌语言特点学习文言文

由于文言文学习内容和过程的复杂繁多性，学生们在

进行文言文学习的过程中十分吃力，且难懂难理解。甚至许

多学生，一看到文言文阅读就头大，百思不得其解。其实文

言文的学习很简单，主要是掌握其学习的方法和窍门。比如

之前在古典诗歌的学习过程中，由于诗歌句式整齐，且前后

对应。同学们觉得诗歌的学习还比较简单，其实文言文也不

然。可以利用学习古典诗歌的方法进行文言文句式的学习。

下面针对文言文内容的学习提出几点古典诗歌一般使用的

学习方法供其使用。

首先，要掌握整篇文言文的大意和主旨。阅读文言文

的过程中，遇到不会的词，先跳过去直接阅读下文。当然了

解大意的过程中，不可能一次就做到需要我们多读且熟读几

遍在进行下一步。

其次，在翻译字词的过程中要做到逐字逐词翻译。我

们在第一遍甚至第二遍熟读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许多一丝

不解，且阻止我们理解大意的生僻词汇。这个时候我们要将

这些词语进行障碍扫除，我们可以通过书下注释以及字词解

释等，将生僻词汇进行深入了解，并做好标记，再进行下一

步全篇文言文的解释翻译。

最后，在学习和阅读文言文的过程中，其目的就是深

刻了解全文内容及主旨大意。全篇理解之后要了解到文章向

我们所传递的传统文化以及传统知识等。同时，此类文章一

般蕴涵十分深刻的道理和智慧，这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所在，我们在经过此类文章学习之后，需要了解到其文化内

涵，并铭记于心，深刻传承下去。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文言文句式的学习和古典诗歌的

学习有异曲同工之妙。古典诗歌其实就是简化了的文言文阅

读。他们共同蕴含了整个故事的发生背景和作者的心情状

况，并通过诗歌和文言文来向我们后代展示了他们所发生的

故事和心中所想。通过他们的文笔，我们了解到了传统的文

化、远古的社会背景、人们的生活态度、人们的精神境界等，

这些都是我们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和精神食粮。我们的内心

深深为之震撼且久久不能平复。他们的生活态度和精神都是

我们学习的模范，我们必须将其永远的传承和发展下去。

四、文化理解与传承弥足珍贵

中华文化流传至今已有数不清的历史，一代又一代的

中国人都担负着传承文化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它让我们知

道，我们从何而来，我们又将有为何而去。从古至今有多少

人始终服务于传承中华文化？对于每一代中国人而言，我们

身上都始终肩负着服务传承文化的光荣使命。为此我们每一

代接班人都必须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和教育。我们接受历史

文化教育的目的，在于理解过去和历史，在于铭记光荣与耻

辱，在于传承历史与未来。

中国传统的所有古典诗歌和文言文阅读中，几乎涵盖

了我们中国古代所有的文化历史记录和事迹。读懂古典诗歌

和文言文阅读的同时，就是读懂我们中华传统的文化和历

史。所以对于当今学生的培养过程中，我们要想将其培养成

中华民族优秀的继承者和接班人，要想骑骑许为中华文化发

扬光大，首先就要了解到自身传统文化的事迹与内容。将古

典诗歌和文言文结合学习的方法，在简化学习难度的同时，

更好的将诗歌和文言文进行了解和掌握学习。使我们的接班

人更好的了解历史，理解文化，更好的服务于传承文化，服

务于建设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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