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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的中职语文古诗词教学研究
裴　蕾

（武汉市仪表电子学校，湖北 武汉 430205）

摘要：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是素质教育的要求，更是区别于传统教育的关键。在中职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也是每一位语文

教师的主要教学任务。而在愈来愈重视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的背景下，中职语文教师也需要对教学策略进行调整，尤其是针对古诗词教学

方面的策略。古诗词对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有较好的帮助，需要中职语文教师进行合理的策略调整来发挥出古诗词教学的效用，推动素质

教育在中职语文教学中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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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的到来，使得中职语文教学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模式

都发生了转变。需要围绕着培养学生语文核心素养为核心，来进

行古诗词教学的开展。语文核心素养主要是包括学生语言理解与

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发现与鉴赏以及文化传承与参与等

方面的培养，而这些都可以通过古诗词教学来实现。古诗词不仅

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能够让学生接受传统文化熏陶、提升审

美能力，而且在语言表达上有着独特之处，对于提升学生语言表

达和文字理解能力有着很好的效用。但是想要有效开展中职语文

古诗词教学，发挥出古诗词教学的相关效用，就需要中职语文教

师结合核心素养的特点来设计教学策略，让学生们能够从古诗词

学习中获得全面成长和进步。让古诗词的文化之美滋润学生们的

心灵，帮助学生构建精神世界，实现学生全方位的提升和成长。

一、古诗词教学对核心素养培育的影响

（一）有助于学生文字理解能力的培养

古诗词是一种文化表达方式，古诗词的格式多变、表达方式

丰富，对于学生文字理解能力的培养很有帮助。在进行古诗词教

学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更深入地解文字在不同形式、不

同情境下的含义，结合诗词本身的主题和情感，能够进一步强化

学生对于文字的理解，实现核心素养的培育。

（二）有助于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

古诗词蕴含着传统文化之美，在学生学习古诗词的过程中，

可以很好地体验到古诗词在蕴意、内涵以及表达上的美，只要教

师合理引导学生去感受、去理解，就能有效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让学生能够发现美、感知美，实现文化素养的有效提升。

（三）有助于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

学习古诗词特有的语言表达方式，能够优化学生原有的语言

表达方式，对于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也有着较好的促进作用。

这种表达可以体现在诗词的仿写、语言的赏析艺术上。只要教师

有效帮助学生找寻并品味诗词表达的艺术，便可以实现学生语言

表达能力的培养，让核心素养在古诗词教学中得到有效体现。

二、核心素养背景下中职古诗词教学策略

（一）创设古诗词情境，重视学生审美感受

古诗词的蕴意深远，简单的朗读和翻译很难让学生真正领悟、

感受诗词之美，不利于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因此，中职语文教

师在开展古诗词教学时，应该找寻合适的教学策略，将古诗词的

意境之美直观展现和表达出来，从而强化学生的审美感受，实现

培养学生审美能力的教学目标。

根据古诗词的内容来创设相关的情境，便是将古诗词意境之

美进行直观展示和呈现的有效方式。尤其是在信息技术广泛应用

于教学的大背景下，采用信息技术来创设古诗词情境，既简单又

高效，对于强化学生审美感受、培养学生审美能力有着较好的帮助，

同时也间接推动了中职古诗词教学的开展。对于古诗词情境创设

教学，本人也有一定的教学实践经验。作为一名中职语文教师，

我一直钻研古诗词教学方法，在实际教学中根据古诗词内容创设

了相关的情境，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成果。例如本人在进行苏轼的《念

奴娇·赤壁怀古》的教学时，为了让学生体会这首古词表达的情

感和含义，我便根据古词内容进行了情境创设。我利用信息技术

引入了关于赤壁之战、周瑜英姿等相关的视频资料，为学生展示

了一个少年英豪、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场景，让学生的内心感

受到雄武英姿、羽扇纶巾的周瑜。配合上合适的背景音乐，更好

地衬托出情境的真实性。继而画面一转，出现一个两鬓斑白的老

人，乘舟对月，孤独自饮的场景，让学生更清晰地体会到这首词

表达作者怀才不遇、感叹时光蹉跎的思想。通过创设古诗词情境，

学生们很快进入到情境之中，对于古诗词的审美感受上升了一个

层次，能够从情境中对苏轼想要表达的情感、诗词本身表达之美

有了更多的鉴赏和品评。由此可见，创设古诗词情境，对于强化

学生审美感受、培养学生审美能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满足了素

质教育的要求，实现了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也推动了中职语文

古诗词教学的开展。

（二）鼓励学生进行诗词创作，促进学生语言表达能力提升

古诗词教学不应该仅仅将目标停留在教与学上，还应该让学

生将自己所学的内容进行再次加工和展示，从而实现学生语言表

达能力的提高，贯彻落实素质教育的要求。一味地进行古诗词的

教学，只会让学生感到审美疲劳，对于提高中职语文古诗词教学

质量没有太大帮助，也无法达到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要求。基于此，

中职语文教师应该鼓励学生进行诗词创作，鼓励学生将自己对于

古诗词的理解及自己的想法感情表达出来，这对于学生的学习和

成长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鼓励学生进行诗词创作，不仅可以促进学生语言能力的表达，

同时也是拓展学生思维空间、实现学生创新思维培养的有效途径。

本人在进行中职语文古诗词教学时，采取了鼓励学生进行诗词创

作的方式，以此来促进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发展。当然，每一个

学生的理解能力不同、语言天赋不同，所以在诗词创作上也有截

然不同的表现。一些语言天赋优异、理解能力较强的学生，可以

在我不用指导的情况下便能够自行进行诗词内容的创作。但一些

天赋较差、理解能力不足的学生，便达不到自主创作的要求。基

于此，我进行了差异化教学。针对语言天赋以及理解能力较好的

学生，给他们自主创作的空间和时间，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天

赋和能力，完成诗词创作，达到促进其语言表达能力提高的目标。

而针对天赋与能力不佳的学生，我采取了巩固基础知识、模仿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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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创作的方式。首先要求学生巩固基础知识，在熟练了解诗词韵

律格式的基础上进行模仿。除了韵律格式，还要进行一定的诗词

的积累。没有丰富的基础知识，即使掌握了格式韵律，也无内容

可写、无情感可发。而让这一部分学生多读、多听，能够帮助其

丰富知识储备，让他们在之后诗词创作中有内容可写。第二步才

是进行诗词模仿创造。即使是天赋能力较强的学生，也很难无中

生有地进行诗词创作，都是从模仿开始。让学生先熟悉诗词创作

的流程，再根据古诗词的格式韵律及表达主题来进行模仿创作，

这样能够让学生的自主创作更加流畅。通过这样的方式开展古诗

词创作教学之后，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创新思维能力都得到了

有效锻炼。

（三）加强吟诵朗读，培养学生文字理解能力

对于文字的理解感知，也是语文核心素养之一。而在中职语

文古诗词教学中，让学生能够对于古诗词内容的含义、文字的表

达有更深入的理解，便能实现培养学生文字理解能力的教学目标。

当然，授课过程中教师不能过于干预学生的思维发展，否则就无

法达到培养学生文字理解能力的效果，仅仅是让学生被动地接受

知识，又回到了最初的传统教学模式当中。因此，中职语文教师

需要找到合适的教学方法，让学生能够自主感悟、理解诗词内容、

文字情感，从而实现文字理解能力的有效培养。

加强吟诵朗读便是帮助学生实现自主感悟、理解诗词内容及

情感的有效方式。不论古诗词都有独特的吟诵方式，通过多次吟诵，

能够体会到作者的心情和思想，继而实现培养学生文字理解能力

的目标。中职语文教师在进行吟诵教学时，应引导学生在体悟作

者思想感情的基础上，结合诗词内容找对吟诵的感情、声调，更

好地通过吟诵来表达诗词的情感含义，推动学生文字理解能力的

培养。本人在进行中职语文古诗词教学时，便会引导学生进行古

诗词吟诵朗读，以此来培养学生文字理解能力。为了更好地帮助

学生找对吟诵感情，充分发挥吟诵朗读的效果，我利用信息技术

搜集了相关资料并发到班级学习群，让学生在对古诗词情感有一

个大概了解的基础上再进行吟诵，这样能帮助学生更好地感悟诗

词内容和文字情感。例如在进行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

怀古》的教学时，我事先将作者的相关资料、诗词的创作背景等

发给学生，让学生对这首古词有一个基本的知识了解。学生通过

阅读作者辛弃疾的过往生平，知道了这首词是在辛弃疾六十六岁

时所写，此时他正在准备北伐，但是他的很多意见没有被朝廷采纳，

所以对于这次北伐也感觉十分担忧，来到了京口北固亭，写下了

这首词。在对诗词有了基本了解之后，我开始带领学生们吟诵。

上阕以高昂大气的声调进行吟诵，让学生感受到刘裕北伐时的波

澜壮阔、气势磅礴。下阕则用低沉的声音描述元嘉帝草草北伐，

最终失败的结局。表达了作者对当前局势的忧心。通过带入情感

的吟诵，学生对这首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对其中文字包含的感情、

含义也有了很深的体会。由此可见，吟诵朗读对于培养学生文字

理解能力很有帮助，推动了中职古诗词教学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

进程。

（四）开展讨论活动，促进学生思维发展

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也是语文核心素养的关键点之一，

影响着中职语文古诗词教学的开展。要想更好地促进学生思维能

力的发展，可以通过开展讨论活动来实现。以教师讲授为主的课

堂无法让学生的思维得到发展，学生只能够被动接受知识；而只

让学生独自进行理解，又过于片面，同样不利于学生思维发展以

及诗词理解。但是通过开展讨论活动，能让学生发表自己不同的

意见，在相互交流意见的过程中，可以拓展学生们的思维层面，

实现学生思维能力的有效发展。

讨论活动的设计开展，一定要与古诗词教学内容紧密关联，

教师应提前进行讨论机制的设定，以防止出现课堂讨论方向出现

偏差的情况。我在进行中职语文古诗词教学时，经常设计开展一

些诗词讨论活动，让学生们根据主题来进行讨论交流。同时将学

生们进行小组划分，每一个小组都要选举一个发言者将小组讨论

结果进行发布，为学生提供展示思维成果的平台。例如在进行《书

愤》的教学时，让学生们讨论这首古诗想要表达的含义以及作者

的情感是什么。设置了讨论主题之后，给学生充足的时间进行讨

论交流。在讨论交流中，学生们将自己的想法进行了表达和总结。

有的小组表示，这首古诗是陆游想要表达心中的怨气，从一开始

的“早岁那知世事艰”就可以看出。还有的学生表示，这首诗想

要表达自己报国无门的情感。在讨论交流中，学生们逐渐完善了

答案，同时在这个思维交互的过程中，让学生从不同的思维层面、

思维角度去审视、理解古诗词，拓展了思维空间、促进了思维能

力的发展。因此，开展讨论活动也是培养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一

种方式，对于中职语文古诗词教学的开展很有帮助。

总而言之，中职语文古诗词教学对于培养学生语文核心素养

成效显著，其中的传统文化内容、诗词表达方式以及文字运用方

式都是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有效助力。只要中职语文教师采取合

适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去理解古诗词、感悟古诗词，就能更好

地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从而实现中职语文古诗词教学向素

质教育方向进行转变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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