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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视角下高中语文古诗词教学探究
樊　海

（静宁县第二中学，甘肃 平凉 743400）

摘要：随着当前新课程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化，对于高中语文教师所开展的教学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是在开展古诗词教学

中，必须加强对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这对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古诗词的艺术魅力，进而养成良好的语文核心素养是非常有帮助的。基于

此，本文主要从美育视角出发，对如何有效地开展高中语文古诗词教学工作展开了深入探究，以期能够在提升古诗词教学质量的基础上，

帮助学生实现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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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语文教学的发展史上，不管教材如何变迁，古诗词始

终是重点教学内容。然而古诗词在语言表达方式以及遣词用句上，

和现代语文有着巨大差距，这就导致古诗词对于学生来说是晦涩

难懂的。在平时的考察中，古诗词的考察重点也主要放在原文的

背诵以及重点词句的解释上，所以很多学生对于古诗词不求甚解，

只是单纯地背诵相关知识点应付考试，这不仅不利于我国优秀文

化的传承，也使很多学生丧失了对古诗词的兴趣。

为了落实新课改的要求，教师就必须转变传统的教学方式，

在美育视角下开展古诗词教学中，让学生切身去体会古诗词的魅

力，改变对古诗词的认知，在古诗词的熏陶中提高自身的审美素养。

一、古诗词教学于学生美育培养中的重要性

（一）美育是古典诗词教学的重要要求

随着新课改的进程不断推进，教育界对于人才培养目标的理

解早已发生了深刻的变迁，过去人们对于学生的考试成绩十分看

重，俨然学习成绩就是评价学生学习成果的唯一标准，以至于部

分学生发出了“分即学生的命根儿”这一无奈的感慨。现如今评

价学生“以成绩论英雄”这一套早就过时了，现在我们要求对学

生进行素质培养，要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获得全方位的发展。

基于此，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对于古典诗词教学的目标也随着

变得大为不同，过去我们要求学生准确背诵每一首诗词，不可以

记错任何一个字，并且能够在书面上默写出来，考试的时候还会

考一些重点字词的解释。而现在我们则要求学生设身处地理解作

者所要表达的情感，能欣赏作者用优美字词营造的高雅意境，拿

到一首优秀的诗词知道从哪几个方面进行鉴赏，而不再知识按照

机械的学习过程进行背诵。

由此可见，美育教学是新时代教育赋予古诗词教学的重要责

任，教师必须在古诗词教学中注重美育能力的培养。

（二）美育在古典诗词研究上占据重要地位

古典诗词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分支，我国自古以来

就是一个盛产诗人的国度，无数文人骚客或是在失意或是在风光

的时候，总喜欢用意境深远的诗词寄托自己的情感，

因此，这些诗词往往具备着深刻的内涵和高远的境界。无论

是从春秋以来便流转至今的《诗经》，还是战国时盛极一时的《楚

辞》，又或者是后来汉代鼎盛的乐府，乃至于达到我国诗词水平

顶峰的唐诗宋词，都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经过千锤百炼的发

展而来的独具特色的诗词艺术。

在作者倾注了无数心血的诗词中，我们可以看到流浪他乡的

一颗对于亲人的无尽留恋，多年未见的友人对彼此的思念，报国

无门者对于当朝政府的不满和对社会民生的担忧，国家兴衰带给

人的无数思考。这些主观情感上的感受对处于人生成长关键时期

的高中生来说十分重要，他们在对于这些诗词品鉴中所获得的主

观体验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他们的审美价值体系，长期在古典诗

词鉴赏熏陶下成长的学生在审美品位、层次、能力、眼光方面据

强于同龄人。

古典诗词教学是培养学生美与能力的“营养基”，教师可将

这些闪耀着人性光芒、积累着智慧沉淀、蕴含着优雅意境、浓缩

着前人情感的古诗词应用于学生的美与教育中，唤醒潜藏于他们

内心深处对于美的向往，让他们的文化底蕴积累更加深厚。

二、美育视角下高中语文开展古诗词教学实践策略

（一）结合生活实际，增强学生情感体验

提到古诗词，很多学生的第一反应就是古，觉得古诗词所描

述的意境不适应现代社会。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认知，虽然经过

了几千年的发展，但是人的感情依旧是喜怒哀乐，对仕途、亲情、

爱情等的所思所想，多以很多诗词中的文字放在今年仍旧适用。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为学生设定场景，联系实际生活，让学

生和诗人产生情感共鸣。这样不仅能促进学生理解古诗词，还能

开发学生的思维，让学生为古诗词找到适用的情境。

例如：在教授《琵琶行》一课时，学生都知道这首诗表达的

是作者借由对琵琶女的同情，揭露出封建社会民生凋敝、人才被

埋没等不合理的现象，表达自己无辜被贬的愤懑。但是没有了时

代背景，学生对此理解并不深刻，于是我让学生联系现代生活，

想象自己在学习生活以及社会生活中，有没有无辜躺枪，十分委

屈的时候。在我的提点下，学生很快就明白了作者为何如此愤懑。

在我的引导与鼓励下，学生在学习其他古诗词时，也积极发动自

己的思维，去创设现代场景和作者产生情感共鸣，这种教学方式，

极大提高了学生对古诗词的领悟能力。

（二）培养诗词感悟，鼓励仿写再创作

古诗词是高度精炼的语言，其中蕴藏的含义远远超过文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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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所以在高中古诗词教学中，教师通常会把理解古诗词的内容

放在教学目标的首位。对于学生来说理解了古诗词所要传达的意

境，并牢记诗句就算完成了学习任务。古诗词的学习不应该如此

肤浅，在教学中，教师更应该培养学生语言的构建与运用，让学

生多遍诵读每首诗词，去感悟作者的良苦用心，在此基础上创造

出新的诗词。

例如：在教授《念奴娇·赤壁怀古》时，我要求学生以念奴

娇这个词牌名根据苏轼所作的词仿写一首词。高中生虽然古诗词

储备量很足，但是真正让他们作词，很多学生还是一头雾水。于

是我告诉学生念奴娇并不是由苏轼首创的，它最开始出现在唐朝

天宝年间，这首词有平仄二体，常见的为仄韵。以念奴娇这个词

牌名作词的词人有很多，其中包括李清照、黄庭坚、辛弃疾等，

随后我把这些词人所做的念奴娇展现给学生看，让学生从同一词

牌名下不同的诗作中去体会应该怎么去创造一首词。最开始学生

领悟的都比较慢，我就要求学生用心去一遍遍读，所谓书读百遍

其义自见，最后基本上所有的学生都仿出了一首念奴娇。通过仿

写学生不仅能更好地领悟作者遣词造句的用意，也能明白词的创

作并没有那么难，极大程度提高了他们学习古诗词的兴趣。

（三）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创设审美意境

古诗词分为很多种类，有的是寄情，有的却是单纯地写景。

古代的建筑物和景物和现代有很大的区别，学生无法通过想象去

理解作者诗词中所描绘的景物为何令人称奇。在传统的古诗词教

学中，教师也是单纯地按照作者的诗词进行翻译，在枯燥的语言中，

学生既无法体会作者的创作意境，也无法感悟诗词的语言之美，

所以，久而久之学生就会对这类诗词丧失兴趣。这个时候，教师

可以通过信息技术创设模拟真实的场景，把作者眼中所见通过信

息技术还原出来，生动的多媒体不仅能帮助学生更好地领悟诗词，

还能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例如：在教授《滕王阁序》时，其中所描绘的“落霞与孤鹜

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很多学生单凭自己的想象无法感受到

王勃所描述的美景，也无法理解为何这两句会是千古传唱的名句。

对此我通过信息技术把多幅色彩、意境组合不同的诗句意境图展

示给学生，让学生精读诗句，去体会到底哪句才是诗人描述的美景。

学生通过精读诗句，很多就能找到和诗句所契合的意境图。这种

教学方式不仅能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激发学生的想象力，

让学生感知到诗句的意境之美，提高自身的审美鉴赏能力。

（四）鼓励多元解读，提高自学能力

欣赏同一首诗，每个学生也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不能左右学生的思维，给学生划定思考方向，应该鼓励学生

去多元解读诗句。很多古诗词都有留白，这些留白给人无限想象

的空间，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这些留白，鼓励学生去自

己思考。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以生活中的古诗为切入点，让学

生学会欣赏生活中的古诗词，并能够在适当的场景中应用古诗词，

从而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让学生主动承担起传承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任。

例如：《锦瑟》是李商隐最难理解的作品之一，这是一首无题诗，

对于这首诗众多学者一直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锦瑟》是一

首情诗，有的则认为李商隐是感怀伤世，为自己的不幸遭遇而悲愤，

还有的认为这首诗其实寄托的是忘国哀思。对此我鼓励学生自己

去解读，从诗句中找到证据，支撑自己的观点。利用留白让学生

自己去想象，不仅能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还能让学生感知到古

诗词的博大精深，从而自觉把优秀文化传承下去。

（五）挖掘素材情感，促进关联阅读

对于古诗词而言，其往往承载着作者对境遇的感触和人生的

体会，是他们抒情言志的重要载体。我们在阅读古诗词时，常常

能够透过句子而感受到深藏其中的情感与经验。从这个角度来看

的话，高中古诗词教学也可以理解为古诗词情感的挖掘。在这一

过程中，师生共同就古诗句进行情感剖析，从中探寻主旨大意，

从而使字里行间的情绪或情感能够跃然于我们脑海。因此，在基

于美育视角进行古诗词教学时，教师不妨加强素材的情感挖掘，

指引学生进行主体性的关联阅读，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其正向化与

全面化的阅读观。

例如，教师在带领学生学习《天净沙·秋思》这首古诗的时

候，便可以采取群文阅读的方法展开教学，在讲授该诗歌时，教

师可依据教学内容，进行延伸性的教学重组，指引学生以单篇古

诗词的情感蕴含为中心，进行关联性的阅读，提高其学习有效性。

教师在带领学生学位完这篇表示游子对家乡思念的诗词后，让他

们自主学习《玉阶怨》《秋浦歌其十三》《月下独酌》等诗词，

从而在扩展学生美育视野的同时，深化其诗词学习体验，让他们

能够在古典诗词的学习中获得更多的收益。

三、结语

总而言之，高中语文教师在开展古诗词教学时，必须加强对

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促使学生能够对古诗词本身所蕴含的独有

魅力做到全面地体会。首先，教师可以结合古诗词的创作背景来

为学生们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增强学生的理解与记忆；其次，

教师可以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式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然后，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做好日常积累工作，不断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

再次，教师要对优质化的教学资源进行整合，促使学生的视野得

以拓展；最后，语文教师要选择引导学生联系自身的生活实际，

来增进学生的理解与记忆。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提升高中语文

古诗词教学质量，进而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审美能力，实现更好

的成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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