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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视觉化教学法在初中古诗词教学中的应用

黄　倩

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第八中学，中国·江西  赣州  342800

【摘　要】初中古诗词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学生往往因语言障碍、背景知识匮乏

等原因，难以深刻理解诗词意境，影响学习效果。视觉化教学法作为一种多模态教学手段，能够通过图像、视频、动画等

直观呈现诗词意境，增强学生的理解与感知能力。本文通过分析视觉化教学法在初中古诗词教学中的理论基础、实践应用

及效果评价，探讨其在提升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兴趣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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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古诗词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教学旨在培养

学生的语言能力、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然而，由于古诗

词语言高度凝练，表达方式较为隐晦，初中生在学习过程

中往往面临理解障碍。传统教学方式主要依赖教师讲解和

学生背诵，缺乏直观的感知体验，导致学习兴趣和效果不

佳。近年来，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古诗词教学提供了新

的手段，其中视觉化教学法成为提升教学质量的重要方法

之一。本文将探讨视觉化教学法在初中古诗词教学中的应

用价值及具体实施策略。

一、视觉化教学法在初中古诗词教学中的应用

（一）利用图片和绘画再现诗词意境

古诗词讲求意象表达，通过具象化的图像展示，可以有

效帮助学生理解诗词的意境和情感。诗词中常出现自然景

观、人文风情或历史背景，而借助图片、绘画或手绘作品

展现这些内容，能使学生更直观地理解诗歌内容，从而提

升学习兴趣和理解深度。如在教学李白的《望庐山瀑布》

时，教师可以展示庐山瀑布的实景照片或相关绘画作品，

让学生在视觉刺激下，感受到“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

河落九天”所描绘的瀑布磅礴气势[1]。这种方式不仅有助于

学生理解诗歌意象，还能激发他们对大自然壮丽景观的向

往，增强诗词学习的情感共鸣。相较于静态的图像，动态

的视觉呈现手段更能生动再现诗歌情境，使学生在沉浸式

体验中加深对诗词内容的理解。现代教学技术的发展为诗

词教学提供了丰富的多媒体资源，如视频、动画等动态影

像手段，不仅能生动地展现诗歌所描绘的场景，还能借助

音效、画面等多维度信息强化诗词的感染力。

（二）运用思维导图梳理诗词结构

诗词作为一种高度凝练的文学体裁，其结构、意象、情

感发展往往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和逻辑性，而思维导图作为

一种可视化工具，能够帮助学生梳理诗词的结构层次，清

晰展现诗歌的情感脉络。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绘制诗歌思维

导图，将诗句、意象、情感变化等要素以分支形式展现，

使其对诗歌结构的认知更加清晰。且思维导图还可以作为

一种课堂互动的方式，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这样的

活动不仅锻炼了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也使他们在可视化

的表达中深化了对诗歌意境和结构的理解。

二、艺术视觉化教学法在初中古诗词教学中的应用

在初中古诗词教学中，视觉化教学法的应用不仅是一种

教学创新，更是艺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体现。古诗词本身

蕴含丰富的意象美、音韵美与画面美，而视觉化教学法能

够通过艺术手段增强学生对诗歌意境的理解，使教学过程

更加生动、直观和富有感染力[2]。与传统的讲授式教学相

比，艺术视觉化教学法结合绘画、影像、动画、思维导图

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调动学生的多感官体验，使他们在

欣赏与创造中深化对诗词的理解。

（一）视觉艺术在诗词教学中的运用

视觉艺术在诗词教学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利用图片、

绘画、视频等手段，使学生通过直观的视觉刺激理解诗歌意

境。诗词中常见的自然景观、人文风情和历史背景，可以通

过艺术作品再现，使学生在观赏的过程中，体会诗歌的美

感。例如，在学习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时，教师可以展

示庐山瀑布的摄影作品、山水画或者数字绘画，使学生感受

到“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壮观景象。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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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觉呈现不仅增强了学生的感性体验，也帮助他们更好地

理解诗歌的意象表达方式。且绘画创作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

式，可以引导学生主动探索诗歌的意境。教师可以组织学生

以个人或小组形式，根据诗歌内容进行艺术创作，这种活动

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审美能力，也使他们能够通过绘画表达对

诗歌的理解，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深化记忆与感受[3]。

相较于静态图像，动态影像与动画更能生动再现诗歌场

景，使学生沉浸式体验诗歌情境。在现代教学技术的支持

下，教师可以借助视频、微电影、动画等手段，让学生在动

态视觉体验中加深对诗词内容的理解。在教学《夜泊牛渚怀

古》时，教师可以播放描绘牛渚矶夜泊场景的视频，结合

古乐背景，使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诗人怀古伤今的情感。这

种多感官刺激的教学方式，能够激发学生的想象力，使诗歌

学习不再局限于文本阅读，而是转变为一种沉浸式的艺术体

验。动画技术的应用，也为诗歌教学提供了更具创意的表达

方式。

（二）思维导图辅助诗词结构分析

诗词教学不仅要关注诗歌的意象和情境，还要帮助学生

理清其结构和情感脉络。思维导图作为一种可视化工具，能

够将诗歌的主题、意象、情感变化等要素以图形方式展现，

使学生对诗歌的结构关系更加清晰。如在教学杜甫的《春

望》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绘制思维导图，以“环境描写—

个人情感—家国忧思”这一脉络梳理诗歌内容，使学生更

直观地理解诗人情感的发展轨迹。思维导图的优势在于其逻

辑性和可视化特征，使学生能够通过分支结构梳理诗歌的层

次，避免碎片化学习。如在学习《送元二使安西》时，教师

可以让学生以小组合作方式，共同绘制一张涵盖诗歌背景、

主要意象（杨柳、长亭、酒杯等）、情感发展（惜别—劝

慰—祝愿）等方面的思维导图。这种课堂活动不仅锻炼了学

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也促使他们在合作与交流中深化对诗歌

的理解。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化教学资源在诗词教学

中的应用日益广泛。教师可以利用智能黑板、PPT、虚拟现

实（VR）等现代技术手段，增强课堂的互动性和趣味性。这

种沉浸式体验不仅能够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使他们对

诗歌意境的理解更加深刻。智能黑板和PPT等多媒体工具，

也能够帮助教师更有效地展示诗歌的背景资料、意象分析、

作者生平等内容。

（三）视觉化教学法的艺术教育价值

艺术视觉化教学法不仅提升了初中古诗词的教学效果，

还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学生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诗词本

身是高度艺术化的语言表达形式，其意境美往往与中国传统

艺术紧密相关[4]。通过视觉化教学，学生能够在欣赏诗词的

过程中接触到书法、绘画、音乐等多种艺术形式，例如欣赏

王维诗歌的同时，学习中国山水画的意境表达，或者在学

习《琵琶行》时，结合琵琶演奏的声音体验，以听觉与视觉

结合的方式感受诗歌的艺术张力。这种多艺术融合的教学模

式，有助于学生建立跨学科的学习思维，使诗词学习不仅局

限于语言文字的解读，还能够触及更深层次的美学体验[5]。

三、结论

艺术视觉化教学法在初中古诗词教学中的应用，不仅优

化了课堂教学模式，提高了学生对诗词的理解能力，还促进

了艺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通过图片、绘画、视频、动画、

思维导图以及数字技术等多种视觉化手段，教师能够有效提

升诗词教学的生动性和互动性，使学生在多感官体验中理解

诗歌的美学价值。相信在实践中教师会进一步探索视觉化教

学法与现代技术的结合方式，使初中古诗词教学更加高效、

生动，并进一步提升学生的诗歌鉴赏能力和文化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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