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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语文古诗词教学中提升学生鉴赏能力的具体对策研究
周　倩

（南京浦口中等专业学校，江苏 南京 211800）

摘要：古诗词中凝聚着先人非凡的智慧，对古诗词加以鉴赏

有助于学生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提升自身的审美能力及道

德修养。培养中职学生对古诗词的鉴赏能力是语文教学中不可或

缺的部分，鉴赏能力的提升可以使中职学生在后续的语文学习中

变得更为轻松，也能提升学生感受美好事物的能力及领悟能力。

所以，在语文教学中提升学生对古诗词的鉴赏能力是尤为重要的。

培养中职学生的鉴赏能力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本文将系统阐

述在中职语文古诗词教学中提升中职学生鉴赏能力的具体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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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源远流长，传统文化中精华都积淀于古诗

词中，因此古诗词在语文教学中的地位尤为重要。中职学生在经

受古诗词的熏陶后，自身的谈吐以及气质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这种特有的气质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同时也能间接地反映出

中职学生的素质。本文将对中职语文古诗词教学中如何提升学生

的鉴赏能力展开具体的阐述。

一、中职语文中古诗词鉴赏的教学现状

（一）教学模式过于呆板

中职学生之所以要提升鉴赏古诗词的能力，是因为语文的教

学策略以及侧重点长时间处于“静止状态”，教师没能对新的教

学领域以及教学方式展开探索。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学生一直处

于被动的地位，在中职阶段，中职学生无法理解作者究竟想要通

过古诗词表达什么样的情感，在此教学模式下，中职学生对于作

者在古诗词句中所述情感以及创作手法的运用皆是一知半解，也

难以真正地走进作者的情感世界。目前，学生只是单纯地把鉴赏

古诗词的能力用来应付考试，将古诗词想要表达的深层意义忽略

掉。

（二）教师忽视古诗词品鉴能力的培养

提升中职学生对于古诗词的鉴赏能力并未受到院校以及教师

的重视，因此在古诗词教学中的诸多策略都不是很完善，而教师

即便重视学生古诗词鉴赏能力，也是希望可以提升学生的成绩。

一旦在教育中掺杂一些“功利性”的思想，就会影响教学的效果，

如果教师只是强调中职学生对古诗词的分析以及具体的题型该如

何解答，对于中职学生的古诗词鉴赏能力不重视，会导致学生无

法根据自身文化需求进行学习。

二、中职语文古诗词教学中提升学生鉴赏能力的重要性

对古诗词的鉴赏是语文教学的重点所在，更是提升中职学生

古诗词鉴赏能力的关键。对中职语文的古诗词鉴赏教学进行开展，

有利于学生更加全面系统地认识古诗词，激发学生对学习古诗词

的热忱之情，学生在鉴赏过程中，将会更好地体悟古诗词学习的

乐趣所在，并逐步掌握鉴赏古诗词的技巧。在鉴赏教学过程中，

学生需要对古诗词深度了解，还要充分调动自身的感官以及情感，

与作者的内心产生强烈的共鸣，深入了解作者想要借助古诗词传

递什么样的情感。在这一鉴赏领悟过程中，学生的文学素养也能

获得有效提升，对学生道德品行的塑造是有益的，可使其树立起

正确的“三观”，从而使学生实现健康成长。

三、中职语文古诗词教学中提升学生鉴赏能力的具体决策

（一）以画入诗提升学生鉴赏能力

古诗词常常把客观的物象作为描写的主要对象，利用主观情

感渗透的方式将其变为作者情感中的物象。所以，想让学生更好

地感受古诗词的意象，可以采取朗诵、音乐、视频等形式来辅助

教学，增强画面感，帮助学生对这些古诗词的客观形象进行分析，

了解诗人在诗词当中所倾注的情感。因此在学习古诗词时，老师

应当让学生在朗读古诗词展开适当的联想，并反复朗诵诗中的关

键词句，与诗人、诗文心境合一，激发出自身的直观感触，以画

入诗可使学生体会出作者所要表达思想情感，从而能更好地鉴赏

古诗词。

譬如，在讲授《青玉案·元夕》时，该篇古诗以寻找情人为

线索，用元宵节的盛况，烘托出一个孤高、忧郁的“那人”形象，

表现出作者对这个形象的执意。在教学时，教师要让学生在课前

对作者辛弃疾的写作特征以及创作风格进行系统的了解，要求学

生有感情地诵读此篇古诗，要细细地品味这首词的语言以及写作

手法，进而可以更好地体会作者想要诉说的情感。如开篇三句“东

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引导中职

学生对其反复诵读，诗人通过对听觉、视觉以及嗅觉的描绘，渲

染烘托出元宵节的空前盛况。此时教师就可通过多媒体播放古装

电视剧中的元宵节盛况，来加强中职学生头脑中的画面感。学生

也能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思想情绪也受到了诗词的感染，为

后续的诗词鉴赏做好了铺垫。同理，鉴赏苏轼的《念奴娇·赤壁

怀古》时，其中“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诵读词作

时可以播放音频《滚滚长江东逝水》，再现诗中意境。在鉴赏时，

教师应引导学生由画入诗加以想象，进而产生一种较为奇妙的心

理感受，在情感上做到诗情画意的和谐统一。

（二）句斟字酌感悟古诗词的真谛

古诗词的篇幅一般是比较短小的，但是通篇的字词使用十分

精巧，会将作者自身的情感经历全部融入到其中。想要更好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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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并体会古诗词所蕴含的文化底蕴以及内涵，就需要句斟字酌地

分析古诗词的表现手法。

譬如，在讲解《八声甘州》时，老师需要将重心放置到学生

分章析句、句斟字酌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反复地诵读古诗，并设

置出相应的问题，诗中那几个词能将“佳人”的情感变化准确地

描述出来？ 是怎样变化的？“望、误、识”，由盼望时的焦急，

再到误认时惊喜，再到最后的懊丧。在讲解《虞美人》时，可向

学生提问“小楼昨夜又东风”中的“又”表现了作者怎样的思想

感情？学生会答道“又”字点明了又过了一年，时光在不断流逝，

与开头句照应。季节的变化引起作者的无限感慨，感慨人的生命

随着花谢月残而长逝不返，感慨复国之梦随着花开月圆而逐步破

灭。诸如此类问题的设置，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古诗词的内涵。

感悟诗词的真谛，离不开对“词眼”以及“诗眼”细细地推敲以

及把握。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感受到这些古诗词所要表达的思想，

体会古诗词内在的情感及作者的心绪，从而进一步提升学生鉴赏

古诗词的能力。

（三）通过古诗词的对比提升学生鉴赏能力

在中职语文教材中包含大量的古诗词，教师在开展古诗词鉴

赏的教学活动时，可充分借助电子白板，将这些不同类别的古诗

词罗列在电子白板上。也可以在教学课件中罗列出不同作者或是

该作者不同时期的作品。

比如豪放词派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婉约词派李清照

的《醉花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作者的词，其创作风格亦是不

同的；或者展示同一作家不同时期的作品，如李清照的《如梦令 · 

常记溪亭日暮》《南歌子·天上星河转》，辛弃疾的《西江月·夜

行黄沙道中》《鹧鸪天·桃李漫山过眼空》等词，让学生感受诗

人在不同时期风格有哪些变化。学生可对这些词中的变化逐一进

行分析并展开相应的讨论，通过对不同题材的古诗词以及风格展

开鉴赏，了解这些古诗词中作者所要表达的内涵是什么。学生通

过对古诗词进行对比鉴赏，不仅使学生对古诗词鉴赏兴致变得更

加高涨，与此同时还可使学生的思维变得更活泛，学生了解古诗

词创作的时代背景以及主旨思想，能够对古诗词中所蕴藏的内涵

以及文化底蕴展开思索。最终可以站在作者写作的角度对古诗词

进行分析，学生对比鉴赏完毕后，邀请学生将自己的鉴赏结果分

享给其他同学，这样会有效地提升学生对古诗词的鉴赏能力。

（四）统筹资源提升学生鉴赏能力

中职学生语文的教学与小初语文的教学是不相同的，中职教

材对古诗词的思想性以及课程的思政的教育较为注重，丰富多样

的教学形式有利于学生学习古诗词文化。当今的多媒体以及科技

信息较为发达，在互联网中有大量的优质教学资源可供我们利用。

在教学之中，教师不仅对有古诗词的内涵本身有一个充分的了解，

还要对教学内容进行深刻地解读，并合理地统筹现有的教学资源，

从而扮演好一个组织者以及编排者的角色，如此便能就能上好一

节高质量的语文课。

譬如，在讲解《声声慢》时，可以通过秒懂百科简单讲解此

篇文章的创作背景以及作者的简介，然后再播放综艺节目《经典

咏流传》中对作者李清照的性格以及写作特点的解读，使得学生

对作者有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随后将网上关于《声声慢》的经

典名家的朗诵版本在课内播放（如姚锡娟朗诵的版本），紧接着

让学生根据刚刚的朗诵版本进行模仿朗诵，最后将韩伊霖小朋友

在参加央视童声比赛所演唱《声声慢》的音频，以及各位评委对

其点评的视频播放给学生。利用这种新颖的教学形式将一首古诗

词展现在学生面前，一改从前一本书、一支粉笔、一块黑板的教

学模式。亦或者在讲解《归田园居（其一）》时，教师可利用视

频为学生展现作者当时所处的时代以及生活背景，以便学生快速

地掌握本首诗的整体感情基调，促使其能准确地掌握本诗。在教

学时可利用优质的网络教学资源进行授课，或者是将名师的微课

引入到教学设计中，将名家诵读经典以及经典古诗词的配乐朗诵、

朗诵背景视频等将真正有价值的资源传递给学生。社会在不断地

发展，科技也在飞跃，教学手段必须与时俱进，优质的网络教学

资源，可以使教师博采众长，弥补教师的一己之见，能极大地提

升新时期青年学子的鉴赏能力。

四、结语

教师要想提升中职学生鉴赏古诗词的能力，就必须要及时地

改变传统教学方式，并革新教学理念，在教学时合理且高效地利

用当前的新媒体技术，播放与该古诗词内容相关的影像资料，可

以帮助学生对古诗词中所蕴含的内涵进行充分的解读。让学生保

持一个严谨认真的态度去鉴赏古诗词的内容，进而体会出作者想

要抒发的情感，感受古诗词中所蕴藏的传统文化。此外，教师还

需教给学生正确的鉴赏方法，让学生了解到不同题材古诗词的特

征，学生在鉴赏时应该多角度的对比分析古诗词的内容。深度感

悟古诗词的诗情，正确解读古诗词的意象，积极采用多元化的教

学方式，能将学生的主观意识更好地展现出来，了解并掌握传统

文化的精髓，在中职语文古诗词鉴赏教学活动中取得更好效果，

最后达到提升学生鉴赏能力的终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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