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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唐诗评选：从阅读到鉴赏
——整本书阅读《唐诗三百首》读写结合教学实践探究

张兴星

（深圳市西乡中学，广东 深圳 518000）

摘要：随着新课程标准的实行和统编教材的使用，语文教学内容和方式都相应发生变化。课题组实践的整本书阅读《唐诗三百首》，

不仅契合了新课标要求的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体现出研习“学习任务群”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的特点，而且将阅读和写作结合起来，将单

篇阅读和群文阅读结合起来，将传统教学模式和情境教学模式结合起来。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运用可视化操作，在课堂教学中践行读写

结合，以期学生能够广泛、深度的参与语文学习。

关键词：唐诗三百首；可视化操作；读写结合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20 版）》明确提出语文学科的

核心素养之一：文化传承与理解。课程内容中“学习任务群 1”

即是“整本书阅读与研讨”，“学习任务群 8”为“中华传统文

化经典研习”。本文梳理了整本书《唐诗三百首》的阅读“行程”，

呈现出阅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唐诗三百首》的可视化“学习痕迹”，

促进读写结合更有实效，帮助学生深度学习。

一、经典作品选材：《唐诗三百首》

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求语文学科在选择教学内

容时，要特别关注能够增强文化自觉、增强热爱祖国语言文字和

热爱中华文化的经典篇目。唐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也是中

国古代文学的代表。唐代优秀诗歌在各种版本教材中备受青睐。

在日常教学过程中，也经常能看到学生摘抄、背诵、鉴赏唐诗，

而并不局限于课内选文。可以这样说，唐诗浸润着我们的文化，

成为文化基因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新课标要求下的学习任务群对整本书阅

读有特别要求：引导中学生通过阅读整本书，促进对中华传统优

秀文化深入学习和思考。而现阶段各种版本的教材所选入的经典

唐诗，依旧呈现出单篇学习的形式。要把单篇教学模式和群文阅读、

整本书阅读结合起来，势必要求我们在选文、选书方面，有有所

考量。

《唐诗三百首》是经典的唐诗作品集。我们选择的版本是华

夏出版社出版的清代蘅塘退士编著的《唐诗三百首》。以名家俞

陛云、袁行霈评析的精华本作为教师参考书籍。书籍版本统一的

好处是，方便统计、完成具体的阅读要求和写作任务。在具体的

教学设计中，笔者在阅读实践教学中进行了一系列可视化读写结

合操作方式。

二、可视化操作践行读写结合

整本书阅读《唐诗三百首》，跟单篇教学不同的地方在于，

阅读篇目更多，诗歌题材和体裁都更加广泛和齐备。能够更加立

体地给予学生深度学习，广泛涉猎。我们在践行读写结合的过程中，

进行了以下可视化操作：诗人流派思维导图、理解诗歌知识图谱、

飞花令同台展示、唐诗鉴赏写作（小老师展示）、唐诗排行榜等。

这些读写结合的操作方式，主要是将阅读活动“可视化”，用思

维导图、文字、黑板展示的方式直观展示阅读成果，将阅读效果

体现在“写作”上。

（一）诗人流派思维导图的可视化制作

在整本书阅读启动之前，要求学生查阅资料，完成两张图。

具体任务要求是：将唐诗分为四个阶段，并整理每个阶段的代表

诗人、流派以及特点。比如，初唐诗人群像有初唐四杰、沈宋、

文章四友、陈子昂、张若虚等人；盛唐群星荟萃；中唐代表人物；

晚唐代表人物。

通过诗人群像图，将唐诗三百首的诗人群像和流派大致勾勒

出来，便于学生清晰地掌握唐代诗歌发展情况，深刻地体悟唐诗

的语言魅力，更好地理解唐诗的伟大之处。

（二）诗歌知识框架图

整本书阅读并不是要彻底否定单篇阅读。对于单篇的理解和

鉴赏，依旧是《唐诗三百首》阅读过程中的重要教学内容。三百

首唐诗，要求学生能够通读一遍，借助注释理解把握大意，感受

体悟思想情感，形成积累自己阅读整本书的经验，这当然是学习

任务群的目标。同时，在阅读教学过程中，作为执教者，也有意

识地进行单篇阅读、理解和鉴赏。在进行单篇理解的过程中，我

们选择了通过画诗歌知识框架图的方式，让学生“主动”读懂一

首诗。以一首诗为例，从题目、作者、背景、注释和诗歌本身五

个方面去理解诗歌。重点落实在第五方面：诗歌本身。从这首诗

中的写作内容（人物形象、意象）、写作表现手法（表达方式、

修辞、描写、抒情手法）和思想情感三方面来深入解读一首诗。

考虑到同学们学习的接受情况，在教学过程中，不要求一次性完

美绘制知识框架图，而是分阶段，先易后难，进而掌握诗歌理解

的路径。以下为精读唐诗李白《将进酒》的知识理解图，由高二

3 班吴雯洁同学绘制。

图 1　《将进酒》知识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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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自主阅读后，绘制知识框架图。在同学们绘制过程中，

教师只作为辅助，在同学们需要的时候帮助学生。这种可视化的

操作，可以帮助学生自主理解诗歌，又不同于传统课堂的教师讲

授方式。刚开始阅读《唐诗三百首》，教师选择一首诗歌，然后

全班统一绘制知识框架图，完成后相互借鉴和分享；到整本书阅

读后期，同学们就可以有自主性，选择一首自己“最喜欢”的唐

诗绘制框架图，或选择自己的“唐诗排行榜”中的唐诗进行绘制。

（三）唐诗鉴赏——小老师展示

在同学们绘制诗歌知识框架图时，势必会遇到很多鉴赏方面

的难点，很多专业鉴赏术语不清晰，不明白。我们在教学过程中，

可以穿插部分鉴赏诗歌的专业术语，除了要求学生掌握形象、语言、

表达技巧、思想情感等方面的术语，还要求同学们能够举例来说

明各种不同的炼字、炼句、抒情手法、描写手法和修辞手法。以《唐

诗三百首》整本书作为依托，理解各种鉴赏术语，如下图所示。

图 2　语言与手法举例

学生绘制图表后，就可以进入鉴赏环节，尝试写作诗歌鉴赏

文章。学生完成鉴赏文章以后，小组之间互相评价，选出小组最佳，

然后在全班面前进行展示。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要求担任小老师

的同学制作课件，以课件作为依托进行鉴赏。 

（四）唐诗我最爱之排行榜

在《唐诗三百首》整本书阅读即将收尾之际，推出“唐诗我

最爱”——唐诗排行榜。要求同学们依托唐诗，自主选题，查找资料，

整理出个性化的排行榜。自主选题示例：

①唐诗十大意象；边塞诗意象；山水诗意象……

②唐诗意境我最爱之排行榜！唐诗五绝我最爱之排行榜！唐

诗律诗我最爱排行榜！

③《唐诗三百首》爱情 \ 友情 | 亲情 | 爱国情诗之排行榜！

④唐诗写景前十联！唐诗色彩前十联！我最喜欢的十副对

联！

⑤我最喜欢的十个字！我最喜欢的十个词！

⑥怀才不遇排行榜！边塞诗排行榜！山水诗排行榜！思乡思

人排行榜！

⑥手法排行榜！如动静结合排行榜，借景抒情排行榜，比喻

拟人排行榜……

三、《唐诗三百首》读写结合的实践与收获

整本书阅读《唐诗三百首》，运用诗人流派思维导图、理解

诗歌知识图谱、飞花令同台展示、唐诗鉴赏写作（小老师展示）、

唐诗排行榜等可视化读写结合方式，使得学生在学习唐诗的过程

中获得愉悦的体验。不仅于此，学生在一段时间内，获得了完整

阅读一本诗集的阅读经验，阅读量提升，鉴赏能力也同样获得了

提升。

阅读可视化，就是将阅读和写作结合起来，以有趣、有料和

实在的方式，让诗歌的美和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而要达成这一点，

就需要通过思维导图、知识框架图、飞花令、排行榜、鉴赏文章

等可视化的方式，通过可视化的写作，将阅读体验和效果展示出

来。最终的目的，就是引导学生阅读文学作品，积累文学阅读经验，

进而增进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提升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增强文化自信，更好地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发展。

总之，《最美唐诗评选：从阅读到鉴赏》就是一次对传统经

典文化作品的教学实践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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