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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词教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路径
石雪梅

（溧阳市光华高级中学，江苏 溧阳 213300）

摘要：伴随语文课程改革进程的加快，如何贯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成为语文教育教学的重要任务。通过将优

秀传统文化融入古诗词教学，能够有效发挥古诗词的人文教育功能，实现学生文化传承与理解素养的培养，促进其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

增强其文化自信心和爱国情感。基于此，本文对影响高中语文古诗词教学的因素进行分析，阐述了二者融合的育人功能，并提出了古诗

词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路径，以促进学生人文素养、文化传承与理解素养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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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中，积累和沉淀了丰富的优秀

传统文化内容，高中语文教材古诗词内容蕴含了独特的美学、德

育教育功能，对学生人文素养、道德品质培养具有重要作用。通

过发掘古诗词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能够让学生在诵读、记忆

的同时，促进其鉴赏能力、审美境界得到提高，培养其高尚的人

文和精神品质，还能起到传播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因此，

语文教师要抓住传统文化元素与古诗词教学的衔接点，形成科学

化、系统化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在感受古典文学之美的同时，感

受先贤的先进品质，自觉地树立文化自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

本文分析了影响高中语文古诗词的因素，结合传统文化与古诗词

教学融合意义，对具体融合路径进行探讨。

一、影响高中语文古诗词教学的因素

（一）教育理念先进性不足

在传统意义教育方式的影响下，部分教师更倾向于学生学习

能力培养，将学生成绩提高视为教学重点，对其综合素养、核心

素养的培养缺乏重视。在这样的教学情况下，古诗词教学更贴合

高考的要求，学生很难深入地理解诗人写作背景、写作情感、生

活体验等，古诗词学习局限于背诵记忆层面，未能在学习中投入

大量情感，也就无法真正感悟古诗词的情感价值、人文价值，教

师教育理念有待更新。

（二）古诗词授课手段有待创新

教育手段是影响学生学习态度的重要因素。当前，部分语文

教师仍保持着个人教学风格，在教学形式运用上缺乏多样性。比如，

在开展古诗词教学活动时，教师往往直接采取语句、语段分析方法，

带领学生根据文字分析内容和意境，迅速地完成教学任务。但是，

若长期保持单一的教学风格和形式，很容易让学生陷入固定、被

动的学习状态中，甚至在学习活动中出现枯燥感、厌烦感，使其

古诗词学习积极性受到影响。此外，古诗词内容具有丰富的意象，

仅围绕古诗词内容进行文字解读，很难让学生领会古诗词内涵，

很难发挥古诗词本质教育功能。

（三）传统文化元素体现不足

古诗词文本具有明显的时代性，不同古诗词的写作背景存在

差异，这就使得古诗词文化内容、教育功能具有多样性。比如，

对于处在盛世时代的诗人，更多地将热爱之情、赞美之情体现在

诗句中，并畅谈个人的报国理想和志向；对于处在国家动荡时期

的诗人，如辛弃疾、杜甫等，多围绕心怀国家、收复山河主题抒

发爱国情。但是，在现实教学实践中，教师多引导学生进行诗词

翻译，未能结合时代、诗意进行古诗词解读，帮助学生感受传统

文化韵味、美感，难以帮助学生深入地感悟和理解传统文化元素。

二、传统文化视角下古诗词的文化育人功能

（一）激发学生爱国情感

在古诗词语篇中，具有表达爱国精神、精忠报国、民族气节

等主题。比如，在古诗词中有大量表现民族气节、报国热情和爱

国精神的诗篇，如《烛之武退秦师》中，面对剑拔弩张的敌对形势，

主人不计较个人安危、深明大义，凭借个人劝谏艺术说服秦国退兵，

还派兵马保护郑国，展现出其爱国热情；如杜牧的《阿房宫赋》，

通过运用借古讽今的写作手法，论证秦朝的兴亡过程，表达了个

人胸怀天下苍生、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感。通过学习和感悟古诗词

中的传统文化，能够让学生站在作者角度看待问题，促使其树立

远大的爱国理想，激发其爱国和报国热情。

（二）塑造学生精神品质

通过学习、鉴赏和分析古诗词，能够帮助学生领悟先贤为人

处世的准则和方法。比如，屈原一言道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

九死其犹未悔”，表达了个人执着追求理想的良好精神品质。再

如，处在为官沉浮时期的苏轼，发出“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感叹，

展现个人乐观豁达的处世态度。通过发掘传统文化元素，能够让

学生思考、感悟诗人身上的良好精神品质、道德风范，在先进品

质熏陶下成长，促使其塑造高尚的思想、精神品质。

（三）提高学生人文境界

在古代，作诗作词是用于个人情感表达、展现个人志向，而

歌重在运用吟咏、吟唱的方式进行表达，古诗词的创作大多带有

作者对人生经历的感悟，如感慨建功未成、思乡思亲、怀才不遇、

时光易逝方面。通过围绕传统文化视角解析古诗词，能够让学生

获得对社会、人生的新认识，增强其人文体验，提高其人生境界。

在学习苏轼的诗词名篇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分析诗人现实处境，

感受其热爱生活、处变不惊、乐观豁达的人生境界，引起学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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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生活状态的反思，促使其培养个人生活情趣。

三、古诗词教学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路径

（一）再现经典诗词情境，拓展学生文化视野

情境是赋予人多重感官体验的关键要素，通过创设古诗文对

应的情境，能够重现古诗词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为学生感悟

古人高尚品德、人生态度提供良好环境，使其顺利地沉浸到作者

的情感世界中。例如，在讲解张若虚《春江花月夜》这部分内容时，

教师应抓住古诗词中的意象，运用现代多媒体技术条件呈现“月

下美景图”水墨画，引导学生结合画面感官体验，分析图画的多

个构成意象，如“春江”“明月”“潮水”“花林”“芳甸”“白沙”等，

感受明月美、潮水美、春辉美，以视觉的方式体悟诗词唯美的绘

画意境。其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转变视角，让大家从作者的视

角赏析大自然美景，感受作者在感伤人生短暂中对生命的热爱和

追求。同时，教师可以再次呈现江月永恒美景图，让学生们结合

画面美，诵读作者内心发出感叹的内容，感悟游子思家思妇之愁情，

自觉地将画面、哲理和情感三者融合起来，在内化传统文化中拓

宽自身文化视野。通过构建和再现古典诗词场景，能够带领学生

深入地感知和感悟传统文化意味、传统文化内涵，有效地拓展整

体学生的文化视野。

（二）塑造浓厚文化氛围，感悟传统文化哲理

环境和氛围对学生学习情绪、态度具有重要影响。在浓厚的

文化氛围下，学生能够自主、高效地完成学习任务。因此，教师

要结合传统文化、古诗词教学的衔接点，采取多种方式、策略和

手段，营造趣味化、轻松化的传统文化氛围，刺激学生内在学习

热情。例如，在讲解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时，教师可以

制作背景资料卡、搜集豪迈的音乐歌曲、相关影视资料片段，以

及主题相关的诗词，将这些内容导入到古诗词课堂中。比如，教

师可以一边播放“赤壁”的电影片段、歌曲，一边引导学生们进

行深情诵读，让大家在声、形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感悟“人

生必然伴随困难和磨难”的哲理。再如，在《六国论》中，作者

站在新视角看待问题，指出六国破灭的原因是贿赂秦国。对此，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学会换个角度思考问题、认知事物，如“失败

的路需要由自己铺就”“无往不胜需要奋力以赴”。同时，根据

六国分散作战的史实，教师也可以引导学生再次反思六国亡的原

因，让大家领略团结合作、众志成城的重要性，感受传统文化的

哲理美。

（三）深挖民族情感品质，培养民族爱国情感

在丰富的古诗词语篇中，蕴含了深厚的家国情怀、民族气节，

为学生民族情感、爱国情感的培养提供了资源。与初中阶段相比，

高中古诗词中的情感、文化更为深入。因此，教师应有意识地挖

掘古诗词内容中寄托的民族情感和爱国责任感，开展情感体会专

题活动，让学生们了解不同历史背景下的作者经历、各个朝代的

传统文化。例如，在讲解《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部分内

容时，对于“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这一用典诗句，教师可以引导

学生分析孙权的个人能力，体会作者传递出的收复中原的强烈愿

望，深刻地领会作者爱国立场、情感。再如，对于“凭谁问……”

这句诗，学生们可以联系作者当时的处境，感受作者报国无门的

愤懑之情，在脑海中刻画出一名爱国志士的立体形象。通过将教

师解读和学生思考相结合，能够更好地展现古诗词和传统文化魅

力，唤起学生的内在爱国热情，促使其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四）组织多元开放活动，提升个人文化品位

为了拓宽传统文化与古诗词教学的路径，拉近古诗词学习与

现实生活的距离，教师要紧紧围绕古诗词传统文化特点，打造开

放性语文实践活动，将课内外活动结合起来，让学生们在生活中

学习诗词、感悟传统文化价值。例如，教师可以结合古诗词的古

典特征，开展“古诗词大会”活动，设置诗词联句、飞花令等特

色竞赛活动，以及古诗词专题的征文比赛活动，也可以围绕“流

行音乐中的古诗词”开展实践调查活动，让学生们自觉地融入到

古诗词实践活动中，从多途径、多渠道中获取传统文化内容。同时，

古诗词创作具备特定的结构形式，需要诗人不断地推敲和精练语

言。为了帮助学生掌握诗歌、诗词创作的规律，教师可以组织诗

歌创作活动，让学生们自由寻找主题、创作和修改。其中，教师

可以详细地介绍诗词创作的平仄对仗，律诗、绝句等创作重点，

让学生们自由选取喜爱的创作方向，如托物言志诗、借景抒情诗等，

提高学生个人文化品味。此外，教师也可以将古诗词与历史、美术、

音乐等学科融合，利用历史故事、歌曲、影视剧等形式制作专题

拓展视频，让学生们在古今文化中体会传统文化魅力，促进其人文、

文化境界得到提高。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古诗词教学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是推动语文

课程教学改革、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

因此，教师要通过打造经典诗词情境、塑造浓厚文化氛围、挖掘

民族情感品质、开展多元开放活动等方式，让学生从感受古诗词、

传统文化学习的乐趣，自觉地挖掘和理解传统文化内涵，提高其

人文素养、文化品位和人文境界，成为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

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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