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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指出，“开

展中小学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于永续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坚

守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信念，筑牢民族文化自信、价值自信的

根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培养青少年

做堂堂正正中国人，具有重要意义。”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

精深，我国自古以来便是诗歌大国，诗歌乃是文化宝库中的一

块绚烂瑰宝。为了让学生更好地学习、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共选入古代诗文 6 7 篇（首），占全部

选文数（136 篇 / 首）的49.3%。因此，教师在进行古诗词教

学的过程中，应该主动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提升学生

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培养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下面以统编高

中语文教材必修上册《登高》教学为例，探究在古诗教学中渗

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效策略。

1　确定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学目标

《登高》是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上册第三单元文学阅读与

写作任务群中的一篇，它是56 岁的杜甫流落夔州时所写的一首

七言律诗，写景与抒情并重是这首诗的一大特点。杜甫的诗歌向

来以“沉郁顿挫”风格著称，在这首诗歌中杜甫通过描写登高所

见的秋江景色，表现登高者必自卑的心态，倾诉出长年漂泊、居

无定所、老病孤寂的复杂情感。为了更好的引导学生品味鉴赏诗

歌，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教师首先应当充分预设教学内

容，准确把握教学目标，从而实现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全面提升。

始于21世纪的新课程理念倡导“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目标设计，致使许多教师从以上三个

维度设计教学目标。至2017年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提出

了“核心素养”这一概念，“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

“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就逐渐“取代”了三维目

标。实际上无论是三维目标还是核心素养，都是一个有机的整

体，是提高学生语文素养这个目标的几个维度，对语文课程与

教学来说，每个目标均包括“知识”“能力”“方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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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等诸多要素，不能笼统地说某个目标是单纯的“知识目

标”“能力目标”或“情感目标”。因此，要在古诗教学中

渗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应当立足“语言建构与运用”这一核

心，在语言的运用学习中提升其它层面的素养。（如图 1 ）

2　安排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设定如表1

表 1

事件
序号

活动与任务
设计意图

学生 老师

1

采用多种形式如
齐读、分组朗读
等朗读文本

补充相关的
古汉语知
识，指导学
生朗读

旨在通过朗读让学生体会诗歌
中的音韵美

教学内容参考：这首诗歌押的是ai韵，在诗中“回”读作
huái，“杯”在中古汉语中读作 puái。韵母 “ai”，为一

个开口呼韵母。

2

小组讨
论，思考
炼字相关
的题目

设置问题，引导学
生体会炼字的好处

旨在引导学生感受诗歌语言的
精炼，体会古人严谨的治学 

态度

教学内容参考：通过“木叶说”炼字，体会杜甫用字的精炼。

3

对比阅读《登幽
州台歌》《登鹳

雀楼》

点拨学生，引导学生思考
登高诗背后的哲理

旨在提升学生
的诗歌鉴赏
力，引导学生
更好地理解“
登高者必赋诗
”的文化意蕴

教学内容参考：“登高”不仅仅是诗歌的一种题材，更是我国
先哲们代代相传的一种文化现象。透过这种文化现象，我们看
到了诗人们登高之后的旷茫、寂寥以及对人生宇宙的反思  

怀想。

图 1

3　选择渗透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学方

法

3.1 在朗诵品味中

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

《义务教育语文课

程标准（2011年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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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指出：“各个学段的阅读教学都要重视朗读和默读有感情地朗

读指要让学生在朗读中通过品味语言，体会作者及作品中的情感

态度，学习用恰当的语气语调朗读，表现自己对作者及作品情

感态度的理解。”朗读教学在语文教学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

优美的朗读可以使抽象的文字变得生动鲜活，有利于学生品味情

感，体会中华文化之美。在教学《登高》一课时，教师可以

用“三读法”指导学生进行诗歌诵读。

（1）初读：疏解的读。读准字音，正确断句。教师可以适当

补充相关的诵读知识，帮助学生理解诗歌的音韵美。

登高

              杜甫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诵读提示：这首诗歌押的是ai韵，在诗中“回”读作hu á

i，“杯”在中古汉语中读作 pu á i。韵母 “ai”，为一个开口呼

韵母，诵读时，声音应该绵长又不失厚重。

（2 ）再读：鉴赏的读。在初读的基础之上，逐字逐句地

品味诗歌的语言，教师可以借助“改字法”帮助学生体会作者

用字的精炼，理解诗歌的语言美，并在此过程中学习古代诗人

推敲学问认真细致的态度。

全诗的基调是低沉的，首联已经为整首诗做了铺垫。“风

急天高猿啸哀”，作者登高之后，感觉不仅没有更靠近天空反

而感觉天变得更高了，又听闻哀鸣的猿叫声，一种孤独、渺小

的感觉油然而生。引导学生体会“渚清沙白鸟飞回”一句时可

以通过改字替换的方式：（如图 2 ）

图 2

“清”和“白”都属于冷色调，而“红”和“黄”则

属于暖色调，改字以后不难发现作者所呈现出来的画面是十分清

冷的，也更加能够体现他那种“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的

凄苦之情。此外，鸟飞之“回”与“来”也是教学中容易

被忽视掉的一个语言点。《说文解字》中指出“回，转也。”

可见，原诗中的“回”字预示着飞鸟是在空中盘旋多次以后飞

回到此处的，颇有“绕树三匝，何枝可栖”的意味。而改字

“来”则仅仅表示一个动作。相比之下，“回”比“来”更

能表现作者的孤独之感。

再说颔联“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被前人

誉为“古今独步”中的“句中化境”，同样可以通过改字法

来体会作者炼字的绝妙。（如图 3 ）

“无边落木萧萧下”，从实际出发，“落叶”应该比“落

木”更具有合理性。因为作者此处是在登高，他无法看见山脚下

的树林，更不可能看见倒落的树木。但是作者运用了“萧萧”这

样一个形容词，而落叶给人的则是“飘飘”之感，因此用“落木”

更能够展现落叶之密集。以“无边”总起，表现作者登高眺望时

亦不知落木飘向何处的空间无尽感，同时也可以看出“无边落木

萧萧下”乃是虚写之景。“不尽长江滚滚来”，如果用“大江”替

换“长江”，二者的区别在于形容词，“大”字更加强调江水之壮

阔，一如苏东坡语“大江东去，浪淘尽”；“长”字则侧重体现江

水之连绵不绝，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意

味，与“不尽”二字相衔接，呈现出时间消逝之感。

综上，“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茫无边际 、萧

萧而下的木叶，奔流不息、滚滚而来的江水，空间上变得更为开

阔了，而且还有了时间的深度和无限。“无边”和“不尽写出了空

间上的纵深感 ，而叠词“萧萧”“滚滚”使景物更加形象化，不

禁让人联想到落叶的簌簌之声和长江的汹涌之状，使人在 无形中

感受到韶华易逝、壮志难酬的悲凉。

再看颈联，炼字功夫更体现得淋漓尽致。南宋罗大经在

《鹤林玉露》中曾就这两句诗分析出八层意思，原文是“盖

‘万里’，地之远也；‘秋’，时之凄惨也；‘作客’，羁

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迟暮也；‘多病’，

哀疾也；‘台’，高迥处也；‘独登台’，无亲朋也。十四

字之间含八意，而对偶又精确。”胡应麟《诗薮》提到，此

诗八句皆对，粗略一看,首尾好像“未尝有对”，胸腹好像“无

意于对”。仔细玩味后可见“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

中，字字皆律”。不只“全篇可法”，而且“用句用字”“皆

人必不敢道，决不能道者”。《登高》能博得“旷代之作”

的盛，也就实至名归了。

以上，通过对全诗如此细致的拆解分析，学生对于杜甫独

步化境的律诗创作技巧一定能够有所领悟。在通过炼字引导学生

鉴赏诗歌语言，提升语言运用能力的同时，教师还要能够抓住

时机，循序渐进地诱导学生体会古代诗人们做学问时扎实细致的

治学态度，结合诗歌史上文人炼字的佳话如“僧敲月下门”

“春风又绿江南岸”等，积极引导学生学习前人精益求精的作

文态度，并尝试运用在自己的作文修改过程中去。语文学科兼

具工具性与人文性，教师在诗歌教学时，通过炼字的学习，既

有利于提升学生的鉴赏分析能力，又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于

其中。

（3 ）三读：回味的读。在充分理解诗歌的基础之上，采

用个人化的抑扬顿挫的方式读出文本所表达的情感和趣味，读出

性情；或者采用其他多媒体辅助方式如配乐朗读等反复回味咀嚼

诗歌中的情味，帮助学生理解诗歌语言的私人性。

诗歌是最适于朗读的作品，也是最难朗读好的作品。韩军

老师在讲授艾青的诗《大堰河——我的保姆》时，就采用了以

读代讲的方式。在音乐伴奏下，他用了整堂课三分之一的时间

朗诵了全诗，并再次明确：“这么好的诗就应该好好去读，满

怀激情地去读，读出感情来。”在高中日常教学中，高中生原

本就不愿意朗读，如何调动学生的朗读积极性，也是教师需要

思考的一个问题。首先，教师应该做出表率，示范朗读。其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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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教师应该积极创新朗诵的多种形式，如让学生运用家乡方

言进行朗诵，或播放优质朗诵音频让学生跟读等。总而言之，

教师要努力创新教学模式，更好地调动学生朗读的积极性，体

会诗歌之美。

3.2在专题教学中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古诗中，往往会有一些反复出现的题材，已经形成了所谓

的母题。在教学中，揭示母题并展示相应的优秀诗歌形成专题

教学能够促进学生的文化积累以及对诗歌的敏感性。

登高与文学的联系，始于孔子。子曰“君子登高必赋”

（《韩诗外传》卷七）。中国古代文人早有“登高情结”。从

《诗经? 卫风? 氓》的“乘彼垝垣”，到苏轼的“我欲乘风归

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再到杜甫《望岳》中的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中所

表达的“登台抒怀”，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所抒发的登

山壮志，王之涣《登鹳雀楼》的“登楼壮志”. . . . . .这些登

台、登楼、登山之作，或表达作者的愤懑不平、人生际遇，

或抒发作者的壮志豪情，彰显自己的孤高自傲，又或是倾诉自

己满腔愤懑的家国仇恨。这些“登高”诗篇凝结了诗人们的心

灵体验和生命直觉，传承了诗人们对于生命的哲学思考。古代

文人关于“登高”主题的诗文不胜枚举。因此，在备课时可

以选取相关度较高的一些篇目实现诗词教学的群文比较阅读。

崔峦在谈到群文阅读时提出，“群文阅读一般的教学流程，

是通过比较阅读整合信息，进而实现意义建构”。一是比较不

同之处，可以选取同一诗人所创作的不同时期的作品，也可以

是不同诗人所作的登高之作如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引导学生从内容、情感、手法等不同角度去比较，就会有不同

的发现。二是比较相同之处，通过比较相同之处，引导学生体

会文人的“登高情结”。三是探究式阅读，以“登高诗背后

所蕴含的哲理”这一主线问题展开教学来加深学生对于登高诗的

理解。就《登高》而言，可以选取《登幽州台歌》《登鹳

雀楼》这两首诗歌并结合评论文章进行对比阅读。引导学生感

受不同作者登高时的不同心态，理解接受诗歌中所蕴含的人生宇

宙之思，体会杜甫《登高》诗作的高妙之处。

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一出，便以强大的力量夺取以往

的积累，建立牢固的形象，他的主题被时间笼罩，并且是悲观

的(独怆然而涕下)。而王之涣带着 《登鹳雀楼》来抢占地盘。

他的主题被空间笼罩，并且是乐观的(更上一层楼)。然而杜甫

的《登高》，以更强大的力量和姿态，使“登高”题材形成

定局。

从《登幽州台歌》到《登鹳雀楼》再到《登高》，意

境“更上层楼”。陈子昂在超越古今的时间维度上，发出怀才不遇

的慨叹；王之涣立足追求更上一层楼的空间维度上，体现登高玄

思的哲人之境；而杜甫包揽了陈、王二人的时间空间观念，并注

入了自己的身世之悲以及忧国忧民的家国之思。王、陈二人只描

绘了静止的远景，而杜甫则采用了远近结合、动静结合、虚实结

合等多角度的描写方法，使得诗歌更加丰富而复杂。

综上，“登高”不仅仅是诗歌的一种题材，更是我国先哲

们代代相传的一种文化现象。透过这种文化现象，我们看到了

诗人们登高之后的旷茫、寂寥以及对人生宇宙的反思怀想；口

耳相传的登高诗给予了后辈们对生命的渴望以及在追寻人生终极

意义时的豪情。因此，在语文教学中引导学生去体味反思文化

现象，亦是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一种良好方式。

4　进行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评价

教师在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时，应当首先认识到语文

课的经典教育，不同于政治课、历史课的经典教育。语文课的

经典教育，要寓思想教育、文化教育传承于语言建构与运用之

中，让学生在提高听、说、读、写能力的同时，认识中华文

化的丰厚博大，汲取民族文化中的智慧，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语文学科的经典教育，要体现语文学科学语文、用语

文的特点，切忌“为了传统教育而教育”的只重形式忽视内容

的教育。

创新教学模式，并不意味着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学中必

须刻意“仿古”，如让学生穿上古代的服饰，表演课本剧等。

也不意味着必须借助多媒体进行朗诵教学，朗诵的意义在于通过

声音传递读者的情感，这必须建立在读者对于文本的充分理解之

上。因此，无论如何创新教学方式，都必须建立在理解语文学

科的根本性质之上，始终围绕“学语文，用语文”展开教学

活动，才不致“乱花渐欲迷人眼”。

总之，中华诗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

分，无论是作品内容中所表达的情感与情怀，还是作品本身格

律所具备的价值，都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凝聚

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独特气质和传统情怀。教师在古诗词的教学

中，应当时刻关注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并不断向经典

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增强学生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感知力，

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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