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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教学方法使得学生对于古诗词的理解更加的深层次

化，学生能够从各个角度通过对比分析，进而了解诗词的深层含

义，从而在综合的角度下，充分把握诗词特征，进而有效促进诗

词的掌握与学习。

1　品味语言——字词比较

在古诗词的教学中，由于其字词的含义相对较深，与现代

汉语不同，因而需要学生能够在仔细阅读的基础上进行理解。

在此过程中，对于诗词内部的结构组织则需加以重视，以使得

学生能够正确的解读诗词，理解诗词的内涵与意义。基于此，

则可首先从字词句等元素切入分析，以掌握其语言的运用技巧。

在这一类型课文的教学过程当中，教师应加强对于关键词句的中

暑，通过反复品味、探析，并通过关键词的替换，进而在比

较中进行有效思考，以品味诗词的语言魅力[1]。例如，在七年

级《游山西村》中，“拄杖无时夜叩门”中，“无时”指

的是没有固定的时间，具有随时的含义，那么能否将其替换为

“拄杖随时夜叩门”？；再如，其中的“叩门”与现代语“敲

门”含义相近，能否将其替换为“拄杖无时夜敲门”？，进

而让学生在此过程中进行比较分析，以品味诗词中的语言，感

悟其中所蕴含的情感。

2　知人论世——作者作品的比较

2.1同一作者不同主题

在我国的古诗词领域中存在着各个时期不同流派的诗词家，

且每位诗人都有其特有的人生经历，从而在诗词的创作中则会体现

不同的情感际遇。基于此，则可针对于作者在不同阶段及主题下的

作品进行比较学习，以全面了解诗人的人生经历以及其对于诗词的

观念[ 2 ]。比如，在杜甫的作品中，《望岳》体现了对于国家的

热爱情怀，抒发了民族个人不具艰难险阻的优秀品质；而《春望》

亦是表达了其爱国情怀，然而从立意角度上，却体现出了诗人对于

国家战乱后的痛楚情感，是以对于荒凉破败景象的慨叹。由此可

见，杜甫的诗词中虽具有浓郁的爱国之情，但其主题却是具有多元

特征。其主要源于其所处的时代以及人生境遇等存在不同性。从时

代的发展角度看，这两首诗词间隔仅有二十年，而从杜甫的人生经

历角度而看，其跨越了开元盛世至安史之乱。杜甫的一生经历了巨

大的变革，从诗词的主题立足则可看出，其逐渐由胸怀大志转变为

落寞诗人的过程，这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

2.2同一主题不同作者

在古诗词的发展过程当中，孕育着多元化的种类形式，如边

塞诗、怀古诗等等，从风格上而论，有豪放派，亦有婉约派等等，

其中各种形式的主题都与时代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关联，贯穿着诗

人的不同人生经历。因而在同一主题下的诗词中，不同的诗人

所表达的情感及艺术手法等亦是存在差异。例如，在以离别为

情感主题的诗词中，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以及苏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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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两首诗中，则显现出了不同的态

度，在语言用词上亦是存在一定的差异。具体而言，前者勾勒

出飘迫异乡、孤苦伶仃的画面，更是描绘了各种凄凉的意象，

尤其诗词的结尾更是将“悲中悲”体现得淋漓尽致，具有浓郁

的悲凉色彩，使得读者难以从这一情境中得以释怀；而后者虽

感叹兄弟情谊的渐远，但诗词中蕴含着浓厚的浩方色彩，虽具

有一定的哀伤情感，但从整体上却从容洒脱，形成一种“悲中

乐”的意象。在进行着一层面的比较阅读时，教师则可将已学

的诗词结合时下的教学内容进行比较分析，进而促使学生得以在

同一主题下进行诗词的有效揣摩品鉴，从而感受不同的表达方

式，以促进学生的学习理解。

3　感悟意象——不同作者作品的比较

在诗词的学习过程期间，意象是以解读的有效方式之一，

其含有较为具体且稳定的含义。如常见的“月亮”，通常用以

表达相思之情；“松柏”则是表达高洁志向等。在目前的教学

中，部分教师则针对于考试将其作为重点教学的内容，让学生

将其与诗中所对应的内蕴逐一列举，但这样的方式岁能够使得知

识有效梳理，但如此一来，则脱离了具体的语境，致使学生在进

行诗词鉴赏的过程中，较为模式化，而不能够结合具体的诗词进

行赏析，使其失去了品鉴的意义。基于意象为关键词，教师在进

行古诗词比较时，则可将不同诗人的作品进行整合对比教学。例

如，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最后一句中，“风雨”这

个意象具有双关的含义，即表面看是以路途中遇到的风雨景象，

而剖析其深层含义而看，则是表达了人生坎坷的意象。在对比阅

读的教学过程中，则是则可让学生依据这一意象，让其搜索其他

关于“风雨”的诗词，进而探析其内涵，进行对比学习。此外，教

师还可引导学生从这一诗词中延伸至作者的其他诗词作品，以在

全面了解苏轼的人生经历即时代发展时，进而再次回顾“风雨”，

体味其意象，以进一步深化对于这一意象的感悟理解。如此一来，

不仅能够拓展学生的视野，使得学生对于诗词的了解更加的充分

与深刻，亦能够使得学生在对比学习中掌握其特点，进而提升其

诗词鉴赏能力。

4　结束语

比较法应用于古诗词的阅读教学当中，对于学生诗词的品鉴

能力的提升以及诗词的理解学习等，都具有较好的成效。在此过

程当中，教师则可利用这一方法，针对于诗词部分的各个层面展

开比较，以全面促进学生的古诗词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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