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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诗教”经验视域下初中古典诗歌教学改进研究 
谢伟明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湖塘桥初级中学） 

摘要：在我国古代诗教作为一种重要的教学模式，中国传统诗教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历史，其不仅强调了诗教的道德教化功能，

还着重强调了诗歌的审美特性，目的即促进社会稳定发展，并获得美学的艺术价值。鉴于此，对传统“诗教”经验视域下的初中古

典诗歌教学提出改进措施，旨在落实初中语文新课改的内容，并促进新课程课改德育顺利进行，进而实现素质教育的目的与现实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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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优秀的诗歌作品中蕴含了诸多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及其精

神，通过学习诗歌作品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提升人文素养，还可以让

学生更好地去感知诗歌中所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从而提升学生的

道德修养，由于初中阶段作为学生成长的重要时期，为此通过传统

诗教来向学生传递正确的“三观”意识，方可帮助初中学生得以良

好成长。 

一、“诗教”的起源 

所谓“诗教”，起初被写之“《诗》教”，被孔子当作为蓝本来

教育弟子。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与演变过程中，传统的“诗教”对于

中国的教育都有着直观的影响，然而在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变革

中，“诗教”也随之发生改变。春秋时期作为人类社会历史中的重

要变革，礼崩乐坏，社会失序，在尚未建立全新价值体系的背景下，

孔子将自身的独特见解得以提出，并奔赴各国提出自己的主张，力

求恢复周礼。在此时期，孔子的“诗教”与国家的生存产生了紧密

的联系。由于的诗歌的最终存在目的即“事父”、“事君”，并服务

于政治教化和伦理道德。若是立足于个人层面，通过学习《诗经》

不仅可以提升修养，还能够深化对自然知识的理解；若是立足于社

会层面，学习《诗经》则可以促使人与社会得以更好的发展，并确

保社会的和谐。 

二、传统“诗教”融于初中古典诗歌教学中的现实价值 

（一）利于跃入审美时空 

文学作品主要是依托于语言文字的基础上，不论是生动的形

象、精巧的构思，还是深邃的意境，皆是利用深层次的语言得以表

现。欣赏者若是可以打破语言外壳的限制，便能够跃入审美时空。

展开语言品鉴的途径有诸多种，例如抓“词眼”、炼“妙词”、赏佳

句等，还可以在此基础上来赏析诗歌所具备的“音乐美”，这也是

探索诗歌情感的重要之门。如，在李煜的《相见欢》中，“离愁”

便是“词眼”，之所以道出一切皆因“离愁”，在此“离愁”的背后

还隐含了作者的哀痛，从而给人一种“痛则无泪”的感觉，进一步

调动读者的情感。又如，炼“妙词”，“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

字经过反复的推敲得以确定，借助“绿”将春意的景象得以生动的

显现。在此基础上，教师带领学生精准地品鉴这些词汇与佳句，学

生细细品味，进一步感知语言的美感以及所表达的情感。 

（二）利于生发独特理解 

诗歌自身饱含了丰富的含蓄性以及人文价值，这使得诗歌成为

了解读人性的另一种独特方式。在新课标明确的指出：阅读诗歌作

为学生开展个性化行为的主要途径，不能借助教师的解析来代替学

生的阅读实践，需要让学生通过自身的努力去参与到思维的激发

中，从而加深学生的体验感，让学生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感悟与思考，

并得到情感的熏陶，享受思想启迪所带来的乐趣，在此基础上重视

学生的感受与理解。在开展诗歌教学的过程中，也是让读者与作者

的思想实现碰撞的过程，通过此可以更好的展开反思，实现新精神

构建。在开展诗歌教学中，还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

生主动去探究诗歌所表达的内容，从而构建属于自己独特的思想意

识。此外，在解读诗歌主体的过程中，还要让学生深入的了解文本

以及文本所呈现的内涵。所以在开展个性阅读期间，需要在教师的

正确引导下进行，切勿出现“天马行空”的情况。 

三、初中古典诗歌教学改进策略 

（一）巧设情境，激发兴趣 

初中阶段学生对任何事物都充满了无限的好奇，并很容易被新

奇事物所吸引，进而产生学习兴趣，在这种好奇心的趋势下学习动

机自然形成。然而初中学生普遍匮乏学习意识，为此需要在动机的

刺激下来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由于此阶段的学生对故事性的内容

充满了好奇，所以在开展古典诗歌教学时，避免向其传递过多理性

的分析，可以将重点放置在诗歌的创作背景中，并对其背景展开大

面积的介绍，并在此基础上向学生传递一些与诗歌相关的故事，从

而激发学生的赏析兴趣。例如，在学习李白《赠汪伦》时可以向学

生阐述创作背景，此诗歌主要讲述了汪伦用“计谋”邀请李白前来

做客的故事。汪伦是唐朝荆州著名的歌手，性情豪爽，喜欢结交朋

友。李白是当时著名的诗人，汪伦对李白十分仰慕，希望能够有机

会来一睹李白的风采，但是深知自己是一个不知名的小卒，怕请不

动李白，所以在李白经过自身居所的时候，抓紧时机来向李白展开

邀请。在当时众所周知李白的两大爱好，即喝酒和游历。汪伦深知

只要有美景和酒，李白定会前来，于是汪伦在信中写道“先生好游

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李白收到

信后欣喜前来，到了才知道自己上了当。所谓的“十里桃花”，便

是此地的桃水潭，距离此地方圆十里；“万家酒店”也只是店名，

并不是所谓的一万家酒店。然而，李白并没有因此而愤怒，而是大

笑说：“临桃花潭，饮万家酒，会汪豪士，此亦人生快事！”于是，

二人成为好友，李白在此停留数日，汪伦对其热情款待，临别时李

白作诗《赠汪伦》。学生听完此背景，其学习动机被积极调动起来，

继而为接下来的教学奠定基础。 

（二）涵泳吟诵，感知韵律 

在涵泳诵读古典诗歌期间，切记为了“读”而“读”，而是借

助引用的方式，让学生深入的感知古典诗歌所蕴含的韵律美，并体

会诗歌的意境美，以此让学生的身心得到享受，进而提升学生的文

学素养。由于古典诗歌的吟诵方式具有多样性，所以教师需要立足

于多元的方式来对其进行指导，加之对于每首诗歌的理解存在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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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所以需要将学生的感受放在主要位置，让学生领悟意境的同时

还能感知语言的张力，了解诗歌所要抒发的情感。例如，刘长卿的

《送灵澈上人》这首送别诗中与其他的送别诗存在一定的差异，其

他的送别诗主要表达的是离情别绪，而《送灵澈上人》这首送别诗

主要是将重点放置在了写景，重点即这首诗并没有将景物进行刻意

的描绘，而是用了“苍苍”、“杳杳”两个修饰词。此外，这首诗

也没有利用浓墨重彩来刻画人物，只是在用一个“独”字来抒发“青

山独归远”所表达的淡淡离愁感，在这首诗中的重点主要是以短短

四句来呈现出的清幽画卷。所以教师在引导学生朗读的过程中，可

以让学生自行感悟其中的陶醉语气，从而将诗歌的意境美得以抒

发，让学生在反复吟诵中感受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只有让学生走

入诗歌情境，才能够更好的感知诗歌所散发的魅力。 

（三）斟字酌句，品味语言 

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一种表达形式，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都是

借助原来彰显形象，抒发情感，然而诗歌语言作为文学体裁中最为

简练且表达利最丰富的语言方式。在品读诗歌语言的过程中，需要

准确的掌握诗歌中的字词句含义，这也是品味诗歌语言的重要前

提。在古典诗歌中富有浓厚的文言色彩，对于初中阶段的学生来说，

在理解时存在一定的难度，为此教师需要对一些有难度的字词展开

深入的讲解，并以此来排除学生解读文字的障碍。例如，在杨炯的

《从军行》中“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其大概含义即“帅刚

作为朝廷将帅奉命出征，刚出征便被身披铠甲的骑兵所包围”，其

中的“牙璋”、和“凤阙”对于学生而言极为生僻，导致理解时存

在很大的难度，所以，教师需要率先向学生解释好“牙璋”、和“凤

阙”的含义，即“牙璋”为古代发兵时的兵符，相合处为牙状，朝

廷和主帅各执一半，即为奉命出征的将帅；“凤阙”是指长安，汉

代建章宫外，上有金凤，故以凤阙指皇宫。 

结束语：古典诗歌作为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中一种常见的文字

样式，也是华夏文明中衍生的一种艺术珍宝，立足于传统“诗教”

经验视域下对初中古典诗歌教学提出改进策略，可以帮助当代学生

更好地传承优化文化的精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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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

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全国全省教育大会精

神，大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促使青年学生感恩党、听党话、跟党走，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充分发挥“五老”在关

爱帮扶中的重要作用，扎实开展关爱贫困新生活动。持续推进“老

带新”培育青年教师活动，充分发挥老教师和老党员的思想引领和

培育作用。 

（三）改革创新，不断丰富活动形式，探索出一条符合民办高

职院校特点的工作路径。 

1.民办高职院校可尝试开展“五老”示范育人工作。 

00 后大学生思维很活跃、受互联网影响很深、个性独特、绝顶

聪明但自制能力较差。而“五老”人生阅历丰富，专业技术过硬，

政治立场坚定，可以在思想上、专业知识上给予青年学生更多的指

导和引导。因此，在入校之后，除安排辅导员管理之外，由老教师、

老党员担任育人导师，切实发挥“五老”的魅力和感染力，引导他

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帮助他们解决学习中、生活中和工作中的困

难，逐渐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建设者和接班人。 

2.创新“工匠进校园”活动方式，进一步弘扬劳模和工匠精神。 

民办高职院校可尝试邀请行业企业专家来校进行技能展示，通

过直接的观摩，让学生感受工匠的魅力，深刻理解工匠精神内涵,

进而培养其敬业、精业和报国精神。也可以鼓励老教师、老专家成

立大师工作室，以师傅带徒弟的形式教授技术技能，同时将“刻苦

勤奋、敏而好学、勇于创新”的实践精神以及“爱岗敬业、诚实守

信、担当奉献”的职业素养等优良品质传承与发展下去。 

3. 以校情、学情为基础，着力开展“优秀校友回访校园”活动。 

民办高职院校可结合入学教育要求，充分发挥优秀校友的榜样

力量，积极搭建青年学生与优秀校友之间的桥梁，有效开展“优秀

校友回访校园”活动。比如可在新生入学教育中开展“励志教育”、

“就业创业教育”活动，通过与昔日校友面对面的交流探讨，可进

一步激发青年学生学习的热情，提高入学教育的效果，进而培养青

年的职业道德和职业品质。 

结束语  

关心下一代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一头连着老、一头牵着小，

工作头绪多、牵涉面广、工作量大，需上下一心，精诚合作才能有

效完成。在对关心下一代工作进行改革、创新的过程中，应当落实

全面改革措施，提出针对性改革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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