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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古诗词是我国家宝贵的文化宝藏，它承载了我们国

家的民族文化精髓。近年来，随着教育体制的不断变革，

对古诗词的学习也日益受到学校的关注。但是，因为古

诗词属于文言文，学生很难掌握，所以对于古诗词的学

习并不感兴趣，反而有些反感。这就给高职语文古诗词

的教学带来了新的挑战。所以，要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入手，使学生产生对所学知识的好奇和动力。通过研究

和实践，在高职语文古诗词的课堂上，应用群文阅读是

很有价值的。

1　高职语文古诗文教学现状

尽管古诗文的学习对于高职学生的学习十分关键，

但从高职语文古诗词教学的现状分析，依然具有许多问

题。

1.1 传统、落后的教学观念导致学生的学习效率不高

由于受传统的教学方式和教学理念的制约，高职语

文教师针对应试教育的学习方式已经形成了一定的适应

能力，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难以彻底地消除或者改变。

在古诗词的具体教学中，着重于使学生死记硬背，对基

本的理论知识进行掌握，忽视了对其文化修养和学习兴

趣的培养，致使其学习热情降低，师生间缺乏有效的交

流与回馈，不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制约

着学生的自主发展。

1.2 高职学生基础薄弱，畏难厌学

受传统应试教育的熏陶，高职古诗词教学，一直被

学生认为是单调、呆板，用死记硬背的方法来完成学习，

会使学生觉得很无聊。因此，古诗词的教学效果就会越

来越糟糕。由于大多数的高职学生在初中阶段成绩不理

想。因此，大多数学生对学习的兴趣缺乏，基础都较薄

弱。学生在学习中，存在畏难情绪，并且没有坚毅的学

习力，在学习过程中不容易有自身的想法和看法，学习

能力相对较差。

1.3 主观差别不易消除，学习困难有增无减

从古代流传至今的古诗词，显示出了古诗词深远和

巨大的影响力。古时候，人类以文言文沟通，与现在的

文字及语法表达方式有很大区别，因此，学生必须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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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地进行学习和练习。而目前，高职学校的学生在现代

汉语言文字的基础知识方面较差，加上大量网络语言的

使用，使学生在学习古诗词时更加困难。

2　高职古诗文群文阅读教学思路

2.1 教材整合，确定议题

在群体阅读的选择中，主题是文章选择的重点，也

是文章选择的特色表现。作为语文教师，应该有一套完

整的教科观念，即对每个单元、每一册的语文教材都有

一个全面的理解。在职业教育的教科书编制中，教材的

编制负责人都会具有一定的群文意识，所以在进行全文

阅读的教学时，把教科书的内容进行整合，有助于教师

迅速地确定主题。

2.2 课内外整合，确定议题

教师将课外古诗词的教学内容引导到课堂中，让学

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其中的知识，从而开阔学生的

眼界。将课外的古诗词引导入教学时，应当遵循与课文

内容相近、关联或相同的基本原则，让学生了解诗歌的

总体结构，从而为今后古诗词群文阅读的顺利进行打下

良好的基础。教师要引导学生在课堂上发现课外古诗词

与课内古诗词中的共性，比如同一题材、同一诗人、同

一体裁、同一意象等。课堂内外整合的古诗词全文阅读

的教学方法，突破了传统的教科书体系，扩大了课文的

选择范围，增加了学生对课文的选择，不仅可以开阔学

生的阅读视野，主体设计也变得更加多样化。

2.2.1 从古诗词的内涵确定议题

在高职中，以古诗词的主体内容为古诗词的主要教

学手段，是培养学生积累良好的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手

段。从主题和内容等方面来确定古诗词议题，帮助学生

更好地了解古诗词，并且能够使学生举一反三、化为己

用。苏轼在黄冈赤壁巡行途中所作的《念奴娇·赤壁怀

古》，是讲述他被贬谪黄州时的情境。整首诗借古言今，

表现出对过去的英雄豪杰的缅怀和崇敬，抒发了自己

五十多岁后未能实现大业的悲叹。全诗风格大气、感情

奔放，虽然也有一些负面情绪，但是最后还是以一种积

极的态度去正视自己的人生。在课堂教学时，教师可以

从在困境中超越这一议题中找到类似的文本，例如：《前

赤壁赋》、《定风波》、《浣溪沙》等，让学生通过全文阅

读更好地理解诗人被贬后的心理变化。

2.2.2 从诗文的意象角度确定议题

意象是通过作者特殊的情绪变化对客观物象所产生

的一种艺术形象，主要应用在艺术表象上。在古诗词中，

意象并非单纯的图像，而是一种文化功能和文化价值的

双重表现。诗人往往通过意象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这种

独特的情感形成了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具有人文色彩的、

表现情感的景色和表现情绪的动作。意象可以有效帮助

高职古诗词教学中，学生对于古诗词的理解。因此，在

确定高职学校的古诗词群文阅读的设计方案时，可以以

意象为主题，例如《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以“月”

为意象，以苏轼对明月的情感为题材，选择合适的课外

文本作为研究对象，例如《水调歌头》、《永遇乐》、《西

江月》、《春江花月夜》等，让学生与苏轼诗词中的“月

亮”意象进行对比。再比如《雨霖铃》中的“柳”，以

“柳絮缠绵，最是难以分离”为题材，从戴复古《清

平 乐·今 朝 欲 去 》、 李 白《劳 劳 亭 》、 周 邦 彦 的《兰 陵

王·柳》等古诗中，学生可以感觉到，古代的人们用同音

柳来表达离别的依依不舍之情。

2.2.3 从诗文的创作风格角度确定议题

群文阅读是一种全新的阅读方式，可以起到辅助单

一文本教学的作用，但是无法取代单一文本阅读。语文

教师不能简单地把教材中的全部文本划为群文阅读，在

对教科书的重点篇目进行细致地阅读和细致的讲解之后，

再选用相似的作品来做引导，以增加学生的见识。例如

在高职教科书中的宋词单元，李煜的《虞美人》、柳永的

《雨霖铃》、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辛弃疾的《永

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是婉约派和豪放派非常典型的

代表，也是必须要学习的内容。在教师的引导下，让学

生认真研读另外四首不同的古诗词，通过这种方式，加

深学生对两个不同类型的作品的认识，有效学生进行古

诗词群文阅读的深度和广度。因此，以“不同的文体，

相同的精彩”的主题来进行授课，比如：晏殊的《浣溪

沙》、李清照的《声声慢》、岳飞的《满江红》、张孝祥

的《六州歌头》。让学生运用自主性、协作性等的学习方

法，将婉约派和豪放派之间的区别进行详细对比：婉约

派的风格柔和、柔美、妩媚、感情复杂，以抒情为主，

内容以儿女情长为中心；豪放派词风粗犷，不但描写了

花间、明月、男女之欢，并且喜欢在古诗词中加入军事、

国情等重要话题。通过阅读大量的内容，学生可以更好

地理解宋词的两个不同流派，并对古代诗词产生浓厚的

兴趣。

3　在古诗词阅读中融入群文阅读的策略

3.1 群文阅读教学情景的建立

情景教学是一种非常好的教学方法，具有很强的故

事性、艺术性和趣味性，它能让学生与古诗词的关系更

紧密，使他们能够感受到学古诗词的乐趣，从而更容易

地理解古诗词中作者所要传达的理念和宗旨。情景化的

教学具有感染力，教师可运用课堂情境营造出古诗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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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的氛围。例如，在《虞美人》的学习中，作者李煜

表达了南唐被灭后的一系列的家国感伤，教师通过多媒

体创设营造出南唐被灭后的金陵城落败情境，让学生身

在其中，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古诗词的内容，感受作者

的情感，在心理上产生共鸣。同时教师可以寻找类似的

怀古题材的诗词，让学生进行阅读。南京是一个拥有着

大量怀古作品的城市，历史的极度辉煌和迅速的衰落，

都成为了历代诗人咏怀的最好来源，唐代大量著名诗人

曾留下不朽名篇，比如《乌衣巷》、《登金陵凤凰台》、

《泊秦淮》，宋代苏轼、辛弃疾、李清照也曾经感慨兴

衰，挥洒文墨。在比较阅读中，学生不仅总结概括怀古

作品的内容、风格、写作手法，同时也产生对文学之都

南京有着深深的感慨。

3.2 区别于单篇阅读

在教学时，语文教师应该清晰地意识到群文阅读和

单篇文章的差异。单篇文章阅读主要注重详细的阅读和

理解，而群文阅读只需要默读、浏览或略读就可以。单

篇文章阅读是在教师的引导下，让同学们去深刻地分析

和了解古诗词，从而使学生更好地把握其内容与思想。

但是在群文阅读时，关键是要使学生能够在心中默诵、

或者用浏览的方式来进行，提升学生的阅读数量，有更

多的时间去看不同的内容，拓展学生的阅读范围。因此，

单一的文本阅读更侧重于阅读的品质，而群文阅读更侧

重于阅读的量，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

3.3 多欣赏，少分析

在进行全文阅读课堂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学生的主体

性。小组合作、小组讨论、分享对话等多种形式的读书

形式是语文群文阅读课堂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多的

系统知识会使学生感到疲倦，从而丧失学习的积极性。

因此，在平时的课堂教学上，教师要让同学们多去分析，

多去欣赏，多去思考，让学生自己去动脑品鉴。古代文

学鉴赏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可以欣赏其中的内容，而非盲

目地去学习，例如鉴赏语言、语境，在心中勾勒出当时

的情景和作者的情绪，使学生通过语言感受到艺术的魅

力。在高职学校的语文课本中，古诗文的形式和类型多

种多样，比如文言文、诗文、记叙文、议论文等，各文

体要传达的观点也不尽相同，有的表达人生苦短、有的

哀悼家人分离、有的感慨命运不公、仕途坎坷、情路坎

坷等，都蕴含着作家深厚的情感，可以让人感动，产生

共鸣。以《归园田居五首》为例，文中以“方宅十余亩，

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

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等描写来抒发

诗人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和赞美，体现了诗人向往远离世

俗、享受当下美好生活的愿望。如果过度讲解，反而影

响学生闲适、自由的情感体验。

3.4 探究学习，知识共建

在传统的课堂中，教师是古诗词教学的权威，是知

识的拥有者和传播者；而学生作为听众，只是消极地接

受。教师对古诗词的解读过程中，学生不是在认真地记

录，就是在发呆。古代诗词的群文阅读，就是要突破传

统的灌输式的教学模式，让教师作为主导，让学生成为

学习的主体，只有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方能积极地投

入到课堂里去。

第一，群体阅读可以提高学生的古诗词学习积极

性。议题是学生语文学习的起点与主线，讨论与开放能

对课堂教学产生动态影响，通过议题，可以让师生、生

生、师生与文本之间，都有深入的对话与沟通。在讨论

和探讨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通过对文本的个性化、

多元化的理解，实现知识共享，进而提高学生的语文核

心能力。

第二，“任务驱动”教学是古诗词群文阅读教学的一

种形式，因此，古诗词全文阅读要求教师和学生共同努

力。教师是教学活动的领导者，其首要工作就是指导和

激发学生对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与探索；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要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可以积极地参与到教学之

中，对议题和教学内容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探索。

4　结语

古诗词是高职学校语文教学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环

节，学习好古诗词对培养学生理解民族历史和民族意义、

培养学生的情操和审美鉴别力都有着非常关键的意义，

是一种全方位的综合性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利用群文

阅读进行课堂授课，增强学生和教师之间的沟通和互动，

让古诗词的学习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从而促进了古诗词

的教学，让学生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长河中汲取养分，

并将其传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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