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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初中古诗词鉴赏教学策略——以七年级古诗词为例
朱翠娟

（岷县西江初级中学，甘肃 定西 748401）

摘要：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古诗词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有效促进教学的开展，教师需要对其中的内涵进行分析，引导学生

了解古诗词的真正含义，引导他们发现古诗词中的美，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另外，在教学过程中还能够有效地促进学生审美能力、感

悟能力以及理解能力的发展，陶冶学生的情操。为此，初中语文教师要将此重视起来。本文从初中七年级的古诗词教学出发，对如何开

展鉴赏教学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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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中古诗词鉴赏教学中存在的不足

（一）教师方面

在研究中笔者从较为综合的角度对语文教师的能力进行了分

析，发现很多教师自身对于传统文化以及古诗词等方面的只是储

备较少。很多教师只能保证满足教学的需要，但是无法满足当前

素质教育的需要。由于教师未认识到古诗词鉴赏的重要性，所以

在教学时并没有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导致古诗词的价值未能充

分的发挥出来。在实际的古诗词教学中也是如此，教师很少进行

创新，是的教学效果难以达到预期。

（二）教学方面

古诗词教学的开展要涉及到很多的方面，但是大部分初中语

文教师在开展教学时，会过于注重古诗词阅读的开展。此种情况

就会导致古诗词的教学目标不够准确，影响学生的发展。在鉴赏

教学中，教师也没有认识到古诗词中的传统文化元素，使得学生

对诗词鉴赏认识不够准确，影响教学的开展。所以，当前古诗词

鉴赏教学中，教师存在较多的不足，还需要进行改进。

（三）学生方面

初中阶段的学生处于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该时期他们缺乏

耐心，在学习时不愿意深入的进行研究。所以，大部分学生在学

习是都处于较为被动的状态，鉴赏课上也不例外。甚至会有一些

学生产生比较偏激的想法，认为没有必要学习这些旧的观念。学

生的这些想法使得他们在古诗词鉴赏课中缺乏学习热情，教师也

会没有焦旭的动力。最终导致整体教学质量较差，不利于学生的

发展。

二、初中古诗词鉴赏教学策略

就当前的初中语文古诗词鉴赏教学来看，其中还存在着很多

的问题。为了更好地促进教学的开展，教师需要提高自身的能力，

促进教学的开展，利用不同的方法对学生进行引导，改变学生的

学习态度，使其积极地融入到课堂当中。

（一）立足诗词标题，感知中心思想

大部分古诗词中，标题直接反应这作者的想法或者意图。所

以，教师在教学时可以让学生通过题目感受诗词中想要表达的情

感。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对题目进行分析，以此对诗词的整体

方向进行把握。通过此种模式，不仅能够调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

还能够使学生更好地融入到诗词当中，感受文字的底蕴。

例如：教师在对《夜雨寄北》进行教学时，可以让学生对题

目进行分析，“夜雨”指的是诗人写作时的天气，引导学生说一

说此种天气容易产生什么情感，学生会从中联想到一些哀情，或

者低落的心情。之后从“寄北”二字感受诗人写此首诗的意图。“寄”

指的是寄送，“北”指的是北方。通过对题目的分析，学生便可

以大概掌握这首诗想要表达的一些情感，了解中心思想，对学生

之后对整首诗的鉴赏有着积极地促进作用。

（二）立足字面词汇，感悟深远内涵

在古诗词教学中我们会发现，很多诗人会通过比喻的方式来

表达其他的含义，所以教师要让学生对字面简单的描写景物以及

人物的语句进行分析。在分析中会发现其中蕴含的更为深层次的

意境。这些词汇以及语句中蕴含了诗人较为隐晦的情感，无法用

较为直接的思路发现其中的内涵。

例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中的“枯藤老树昏鸦”“古

道西风瘦马”等诗句，从字面来看描写的是路边的所见所闻，但

是结合诗人当时的遭遇以及当时的背景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枯

藤”“老树”“瘦马”这些消极的事物都在彰显着诗人此刻的心情，

为整首诗增添了一份凄凉之感。让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诗人真

正想要表达的内涵，从而提高学生的诗词鉴赏能力。

（三）立足古诗词情境，感悟其中韵味

初中生之所以会认为古诗词难懂，收到两个方面的影响。其

一，学生年龄较小，经历较少，无法充分的感受到诗词中想要表

达的情感。其二便是古诗词文字简练，却表达了很多内涵，需要

学生耗费大量的时间进行思考。所以导致很多学生难以读懂古诗

词。为此，教师可以将其中的一些诗词情境以图片的形式展现出来，

让学生根据图片融入当时的情境当中，切身感悟诗人的心情。

例如：以李白的《峨眉山月歌》为例，教师在教学时可以搜

集一些峨眉山以及三峡的风景图片，引导学生从图片中感悟作者

想要表达的情感，感受到“峨眉山月半轮秋”的含义，感受李白

想要表达的情感。通过对情境的还原，能够让学生更为直接的感

受到现实的景象与诗人所描绘的景象的不同，从而发现诗人想要

表达的含义。在此种教学模式下，学生会更为深刻的认识到景色

描写对于抒发情感的影响，从而促进古诗词鉴赏教学的开展。

三、结语

综上所述，教师想要在古诗词教学中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

首先要认识到当前古诗词鉴赏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之后从问题出

发，结合当前的教育现状开展教学，利用学生所熟悉的诗词对其

进行引导，提高他们的鉴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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