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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文阅读观照下的高中语文古典诗歌教学策略探析
耿　婷

（泰兴市第一高级中学，江苏 泰兴 225400）

摘要：古典诗歌是高中语文教学的重点内容之一，古典诗歌主要可以培养学生的传统文化美学素养，让学生在优美的古诗词中更好

地继承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而群文阅读有助于帮助学生对古典诗歌的内容进行更加清晰的理解，提高高中语文古典诗歌学习效率，

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采取群文阅读这种教学方法来加深学生对于古典诗歌知识的掌握和理解。本文将对高中古典诗歌教学展开

探究，探究群文阅读方法在古典诗歌教学中的应用策略，以期为推动高中语文古典诗歌教学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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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素质教育理念的深入推广，高中语文教学观念也在发生

变化，特别是在在古典诗歌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们不断创新教学

方法，希望让学生掌握更多的古典诗歌阅读技巧，并且在阅读过

程中品味中华传统文化。群文阅读方法是新课改后一种比较受教

师和学生欢迎的教学方法，有助于学生养成探究性思维，同时把

同类型的内容整合。群文阅读方法对传统的固定是可以教学方法

进行了改革，有助于提高古典诗歌教学效率。群文阅读就是这样

一种非常科学的教学方法，将群文阅读和古典诗歌教学相结合，

也成为了很多教师都在使用的教学方法。

一、当下高中语文古典诗歌教学现状

（一）古典诗歌教学内容局限于教材

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古典诗歌内容有限，仅仅选取了一些经

典的故事、词以及古文，比起我们国家浩如烟海的优秀古诗作品，

每学期寥寥的几首古诗词就显得相对贫乏了。学习内容有限一

方面不利于学生开拓眼界，也影响其古代语言文化素养的发展，

另一方面也使得学生在古典诗歌阅读方面的经验不足。学生没

有机会接触到更多更系统的古典诗歌，更谈不上对古诗深入地

了解了。

（二）古典诗歌教学方法过于单一

在古典诗歌教学中，常用的方法就是在课堂板书以及教师的

讲述，将诗歌的现代汉语翻译、中心思想等解释给学生，但是忽

略了古典诗歌鉴赏环节，没有引导学生对古典诗歌作品进行思考，

学生纵使是学到了一些和古典诗歌相关的内容，但是教学效果始

终不尽如人意。

（三）学生缺乏古典诗歌阅读兴趣

发达的互联网让高中学生接触到了不同的文学类型，在各种

文学作品中，古典诗歌的理解难度比较大，现代文学作品通常简

单易懂，表达直白，但是古典诗歌正好相反，它意蕴深远，需要

读者具备一定的阅读理解能力，否则古典诗歌就显得晦涩且枯燥。

因此相比于古典诗歌，学生们普遍更喜欢前两种读起来无需思考

的新文学作品，对古典文学作品兴致缺失。

（四）学生对于古典诗歌的鉴赏能力弱

高中学生对古典诗歌鉴赏能力培养的主要途径是课堂教学，

在高中语文课堂上教师前期通过教材中给出的几篇经典古代史文

学作品来引导学生掌握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和理解技巧。学生在

课后基本没有古代文学作品阅读习惯，仅仅通过少数几篇经典古

典文学作品的阅读分析，古典诗歌的鉴赏能力过于浅薄。

二、如何结合群文阅读进行语文古典诗歌教学

（一）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共同探究古典诗歌内容

我国文学史上有很多灿烂的诗歌名篇，但是高中学生通过教

材接触到的古代诗歌作品却非常的有限，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

以结合课本的古典诗歌进行拓展，让学生了解更多的古代诗歌作

品，将同类型的诗歌作品放在一起，供学生在课堂上进行比较阅读，

让他们在对比分析中发现同种类型诗歌作品的共同之处，培养学

生的古典诗歌阅读素养。

比如，在高中语文必修三教材中学习《秋兴八首》其一的时候，

教师就可以将八首《秋兴》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以群文阅读的方

式让学生对8篇时刻进行对比，具体可以从诗歌格律、表现手法、

思想感情等方面对八首诗进行分析。这组《秋兴八首》是七言律

诗的代表作，分析他们的作品内容有助于学生进一步理解七言律

诗。教师可以在群文阅读中给学生一定的引导，首先提问：“同学们，

谁能分析一下这八首诗属于哪一种类型的古诗呢？”学生从体裁、

内容等方面进行分析。教师对学生们的回答进行点评。然后教师

再问学生：“这八首诗歌整体上表达了作者什么样的情感？从什

么地方可以分析出作品的只想感情？”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从不

同的角度对这一系列的诗歌进行分析，在教师的引导下，逐步对

这组《秋兴八首》进行分析，在课堂上踊跃发言，教师和学生共

同探究古典诗歌的内容。最后教师让学生结合课堂教学笔记在课

后写一篇这八首诗的分析小论文作为作业提交给教师，在下一节

课择其优者进行赏析，对前一节课的群文阅读教学结果进行巩固。

（二）拓宽阅读面积，丰富课堂教学内容

群文阅读的核心在于通过对比分析积累写作手法，对大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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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文章的对比中学生可以发现一些写作手法的共同特征，进而

积累经验。很多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在创作古典诗歌的时候都会

旁征博引把多种典故揉合到诗歌之中，理解典故的内涵，常常是

学生分析古典诗歌的关键。因此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整合其他文

学作品让学生进一步理解古典诗歌中的典故，拓宽学生阅读面，

丰富课堂教学内容。

比如，李商隐的作品《锦瑟》一诗中引用了几种典故和神话，

典故的应用使得这篇古诗理解起来具有一定的困难，虽然诗歌不长，

但是只有对其中的典故进行扎实的掌握才能够理解诗歌的内涵。因

此，教师可以在课前预习的时候，要求学生查找资料，分析诗歌中

的典故的内涵，同时搜集其他作品中使用的这些典故，作为群文阅

读对象让学生在课前进行学习。如“庄生晓梦迷蝴蝶”的出处《庄

子·齐物论》；“望帝春心托杜鹃”出自《华阳国志·蜀志》；“沧

海月明珠有泪”的出处是《博物志》。这些典故具有深刻的文学含义，

比较方便学生进行理解和掌握，而且也富有趣味性，了解典故也会

使得学生对我们国家的古典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进而对于学习《锦

瑟》这首诗兴起浓厚的兴趣。经过课前预习之后，教师在授课的过

程中，在和学生对于预习的内容结合诗歌本身进行深入的解读，对

于学生的预习过程中的困惑给予及时的解答，既丰富了课堂教学内

容，拓宽了学生的阅读面积，又帮学生培养了探究性的思维方式。

（三）课内外阅读结合，丰富群文阅读的内容

实施群文阅读的教学模式打造高效的古典诗歌阅读课堂，需

要教师恰当的选择阅读材料，教师应当适当拓展课外的古典诗歌

作品，将课内外阅读的有效结合。课内外古典诗歌资源使得课堂

内容更加丰富，丰富群文阅读的内容，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同

时，在分析课外古典诗歌作品时，学生也能够进一步提升自己的

文学素养，课外古典诗歌作品起到一定的解释说明、补充等功能，

提高学生对古典诗歌作品的理解分析能力。

例如，在学习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诗时，教师可

以整合其他怀古诗歌作品，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塞下曲》

等课外古诗词，与课内诗歌作品放在一起开展群文阅读。在课前

教师可以设置问题：对比分析三首古诗词，找到三位诗人在描写

英雄人物时的共同手法，并谈一谈异同之处。这样就是自然而然

地将学生带入群文阅读模式中，进行阅读、分析、讨论、交流。《念

奴娇》中周瑜年少有为、胸襟广阔、英姿飒爽；《永遇乐》中作

者对于孙权这位英雄的敬佩之情，以及英雄老去的感慨；《塞下曲》

中作者描写李广将军的神勇的手法。学生通过阅读课内的古诗文，

对古代的英雄产生了新的认知，再结合课外材料，丰富学生的见

解和认知，并学会辨别古诗词的类型、风格，结合诗人的写作特

点综合分析，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

（四）设定恰当的阅读主题，激发阅读兴趣

阅读主题是群文阅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教师可以根据

课堂的教学内容设置阅读主题，以阅读主题推进群文阅读教学发

展，并以此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使他们参与到群文阅读活动中。

教师可以让学生交流分享自己在群文阅读中的体会和收获，并和

其他学生分享自己基于群文阅读主题搜集的资料，进而提高群文

阅读的效率。教师也可以根据单元内容，将单元主题设置为群文

阅读的议题，引导学生充分理解教材内容，高效地吸收教材知识。

例如，在学习必修四“词别”这一单元时，教师可以将课堂

的阅读主题设置为：整理我们学习过的词牌名。在课前，学生基

于教师设置的阅读主题整理古代诗歌阅读内容，带入到课堂中可

以用于小组交流讨论中。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结合本单元学

到的词：《虞美人》《蝶恋花》《雨霖铃》《声声慢》，给学生

介绍这组词牌名的由来、发展，以及每个词牌名下所对应的经典

作品，引导学生阅读古诗词，了解四首古诗词大致的内容和风格。

对本组词排名进行简单介绍后，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对教材中的词

开展阅读分析，引导学生认识到四首古诗词属于婉约派，四个词

牌名也属于婉约类型。询问学生之前学习和课外阅读中遇到的词

牌名，并带入到课堂中分析这些词牌名的特点，在帮助学生充分

理解词牌名的同时，还需要引导学生结合词牌名的特点分析古诗

词的内容特点，逐步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在阅读中高效的吸收

教材内容中的知识信息，推动群文阅读活动的顺利进行。

三、结语

群文阅读教学模式在新课改背景下迅速发展，原因是它符合

素质教育的教学原则，而且还可以帮助学生拓宽阅读面积、积累

文学素材，教学过程中增加了课堂教学的趣味性，激发了学生的

学习兴趣。将中国古典诗歌教学和全文阅读相结合就是群文阅读

在语文教学中实践的典型代表，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基于实际

教学情况进行大胆的尝试，提高教学效率，和学生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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