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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知识到审美的突破--高中语文诗歌教学的方向探索
陈长保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实验中学 271099）

摘要：语文课程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它可以教育学生用华丽的文字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也可以引导学生以凝练的语言抒发

自身的感受。其中，华丽的文字可以是修辞的、拟人的，也可以是语言描写、神态描写，用各种各样的修辞手法和描写方式最终汇

成了一篇情感饱满、内涵深刻的散文；同时，凝练的语言则是用简短的文字抒发最长、最浓的情感，这便是诗歌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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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诗歌，作为语文作文的一个体裁，其优美性、表达性或许会更

强于散文、杂文等体裁。高中阶段的学生，已经逐渐拥有了自己对

于世界认识，他们渴望去接触美、发现美。因此，对他们进行美学

教育是必不可少的，语文课程里面的美学教育存在非常广泛，不仅

仅是优美的词句，更是诗歌、散文的集成。因此，要如何将高中语

文课程中机械性的知识传授转变为对于学生审美能力的提升，这是

目前高中语文课程教学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下面，笔者结合自身的

教学经验，谈几点自身对于高中语文课程诗歌教学方向的认识。

1.创设开放型、创新型课堂，调动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课堂不是一成不变的。自我国教育体制改革以来，创新型课堂、

开放式课堂、活跃型课堂的理念逐渐走入教师的教学理念中，将更

多的课堂时间、学习时间、探讨时间交还给学生，由学生主导课堂，

是校园课程教学所希望达到的理想状态。高中语文课堂也不例外，

通过小学阶段字词句的认识，到初中阶段简单文章的赏析，高中时

期的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文章鉴赏能力，教师需要充分发挥学生

的主观能动性，创设开放型、创新型的教学课堂，将讲台交给学生，

将“话筒”传递给学生，让整个班级的学生都能参与到诗歌鉴赏中

去；从而实现由被动的知识灌输和重要知识点的死记硬背到深层含

义的自我领会和重要表现手法的自我理解的转变，实现由知识灌输

到审美提升的转变，这才是高中语文课程诗歌鉴赏课程的最终目

的。例如，部编版高中语文课程的开篇即是毛泽东气势恢宏的《沁

园春·长沙》。在赏析一首诗歌之前，务必使学生明白这首诗歌的

写作背景为何，这样才更有利于学生融入背景，更深层次体会作者

写作时的心情。站在历史的角度，1925 年的毛泽东正值青年，满腔

抱负属于青春生命应有的豪情壮志，但革命形势并不明朗，革命道

路也并非坦途。此时，教师便可以把讲台交给学生，请学生上来谈

一谈，若是学生自身处在这样一个迷雾层层的环境中，他又会有一

种什么样的想法和感触。在了解了历史的真相后，回过头来，再看

《沁园春·长沙》的作者意义，便能发现，创作该词时，毛泽东的

内心其实正充满了矛盾和困惑。“独立寒秋”时所见的“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的雄阔景象，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激发出的并非“我

主沉浮”的一腔豪情，而是“路在何方”的精神困顿。这是学生所

必须领会的深层含义，他们能够看见诗歌中“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的美，更应当看见“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的美。

2.学用结合，在诗歌赏析中提升学生审美能力
学习，即是常学常习，不仅要学，更要时常温习。诗歌教学课

堂中，对于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和提升是远远不够的，通过一次简

单的课程学习，和一个简单的课堂赏析很难使学生真正体会到诗歌

赏析中的趣味性和独特性。因此，在诗歌教学过程中，不仅仅要让

学生学习鉴赏方法和诗歌的写作方法，更需要带动学生灵活运用诗

歌鉴赏的方法和写作方法。因此，教师需要提升个人的诗歌鉴赏素

养，在课堂中为学生提供一些与教学诗歌相似或者同类型的诗歌进

行练习性鉴赏和锻炼，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既提升学生诗歌鉴赏能

力，又保证学生知识摄取的目的。例如，在赏析苏轼的《念奴娇·赤

壁怀古》和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两首词时，教

师就可以将这两首词结合起来进行教学，先带领学生一起将《念奴

娇·赤壁怀古》逐字逐句赏析，分析苏轼的思想感情，体味苏轼在

撰写这篇诗文时心路历程。在赏析结束后，教师则可以让学生参照

赏析内容和流程，自行鉴赏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由于这两首诗都属于怀古诗，鉴赏类型相近，都是借怀古情感，抒

发自身的怀才不遇和一腔热情未得释放的感慨。边学边用，学用结

合，则有效提升了学生在诗歌赏析过程中的审美能力。

3.自我创作，从本质上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
实践，才是最好的老师。事实上，在小学和中学阶段，作文题

目都有字数限制，并且会特别说明诗歌体裁不可用，因此，学生很

难有诗歌的自我创作机会。每一位学生都有自己的思想，每一位学

生也都有个人的特色，老师讲得再多、说得再多，都不如学生自我

实践、自我提升所收获的效果好，因为只有在学生的自我实践过程

中才能发现问题，体会在写作过程中的自身的心路历程是何？我为

什么要自己创作这一首诗歌？我创作这一首诗歌所希望表达的情

感是何？诸如此类的问题，学生自身都会有深刻的认识和体会。因

此，教师在进行诗歌鉴赏的过程中，需要灵活引导学生大胆创作、

勇于创作，开设开放型的课堂，挑选优质作品，进行班级分享，并

请其他同学对分享作品进行赏析。如此而来，学生不仅能够在诗歌

鉴赏课堂中汲取知识，更能够自我创作，提升自我的审美能力。

结束语
诗歌赏析课程是语文教学课程中培养学生审美能力的重要载

体，教师务必需要用好、把握好这一载体，使学生在学习中提升，

在赏析中领会诗歌之美，在领会中培养自身的审美能力，转变教学

方式，最终实现从知识的讲解到审美能力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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