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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古诗词鉴赏教学路径研究 
高菊彩  

（云南省宣威市宝山镇第二中学  655405） 

摘要：古诗词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瑰宝，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大地上流传至今，一定是发挥出了古诗词中的
独特魅力，其反映出了古人对语言、韵律以及意境的熟练运用，以及当时时代古人的情感与崇高的理想信念，令人赞叹不已。初中
是学生理解能力形成时期，语文学科更是提升学生理解、阅读能力的最好学科，所以在初中语文课程中加入古诗词是十分有益且必
要的。近年来，古诗词教学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初中课堂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教师们对于诗词的教学，形式灵活多变，内容也
更加丰富多样，但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深入，对初中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初中语文古诗词的教学也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探索，学
习。笔者从此背景出发，对初中语文古诗词鉴赏教学路径进行研究，希望能对初中语文教师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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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之处，它历久弥坚，绵延至今，凝聚

了许多诗人的思想与情感。古人讲“腹有诗书气自华”学习古诗词

不仅可以让学生了解诗词中相关的历史知识，提升学生对文章的鉴

赏能力，还能够由内而外的提升一个人的气质。诗人们有的在诗中

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有的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还有的表达自己

的愤懑不平，无论是哪一种情感，都让我们感受到了诗人们优秀的

文墨情才。新课程的改革下，教师们在讲授古诗词时，也不仅仅局

限于单一的口头教学，而是提高学生们对古诗词的兴趣，体会语文

的魅力，同时也能够在无形之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笔

者提出了几种能够提升学生对古诗词兴趣的方法，以供参考。 

一、借助现代化设备教学 
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现代化的教学已经成为了教师们的首

先。在初中古诗词的教学中，运用一些多媒体教学，能够大大提升

学生们对古诗词的兴趣，营造出生动的课堂氛围。教师可以在古诗

词教学中，搜索与作者或故事本身相关的图片或视频，让同学们身

临其境，提升学生们对古诗的主观感受，与作者产生一定的共鸣。

例如，当我们在讲授《归园田居》时，首先就可以给同学们播放一

些关于陶渊明的生平经历介绍，这样同学们在学到“草盛豆苗稀”，

这一句时，便更能了解陶渊明先生的处境，进而理解陶渊明在作诗

时的感受。 

二、反复诵读古诗词 
古人在创作古诗词时，往往会讲求古诗的韵律、对仗与平仄，

这样古诗词总是朗朗上口的，诵读起来也是非常优美的。俗话说“读

书百遍，其义自见”。读是学习古诗词时的最好方法。而这种读并

不能向我们阅读长篇课文一样，只在心里默念，而是要大声的诵读，

在诵读是古诗词教学最好的方法。俗话说：“读书百遍，其义自现。”

诵读，就是要出声的读，只有出声的诵读才能够理解一些，与单单

用眼睛看截然不同。古诗词的意境不能只靠老师的讲解，而是学生

自己要通过反复的吟诵，进入到作品当中，做到目视其文、口发其

声、耳解其音、心同其情的效果，才是真正的理解一篇古诗。诵读，

往往是学生们最容易忽视，也最容易遗忘的，一些学生总是在诵读

时趁机聊天，或者是休息，完全不能融入到古诗词当中去。因此教

师要善于引导学生通过吟诵古诗词，体会语言的美感，进而提高学

生的语感。例如，陆游的《游山西村》“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

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

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写出了极

具魅力的山村景象，淳朴的民风，优美恬淡的意境，描绘出一幅沉

静，秀丽山村的图画。而这种美丽质朴的意境，只有不断地诵读，

才能体会到这种美。 

三、情景表演演绎古诗词 
初中生正处于情感的发育阶段，他们本身具有非常丰富的情

感。而许多的古诗词都表现出了作者的丰富情感，非常适合一些情

景的表演，这样的表演不仅能让学生们对古诗词的印象更加深刻，

还能够加深学生们对于古诗词的个人感悟。尤其是一些有关于人物

之间相处的古诗。例如，文天祥的《过零丁洋》，教师就可引导学

生想象出文天祥当时的处境，思考其中的情节并扮演角色。当时的

文天祥被元军俘虏，但宁死不屈，教师就可以为同学们介绍文天祥

作这首诗的背景，让同学们体会到文天祥当时的悲痛心情，感同身

受，从而将这首古诗词牢记于心。 

四、扩写古诗词有关故事 
以多样性的方式讲授古诗词，能够极大地丰富教学的风格，提

高教学的效果。教师在讲授不同类型的古诗词时，应根据古诗词类

型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初中生的思维活跃、联想丰富，

所以在讲授的过程中，我们刚好可以利用学生的这一特点，运用在

初中语文古诗词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特点，运用扩写

古诗词中的相关故事的方式，触发学生们的想象力，更好的增强学

生们的记忆，加深印象。比如在讲授《江城子•密州出猎》这首诗

时，教师们就可以引导学生，在苏轼诗中所表达的内容的上，进行

扩写，补全整个故事的情节，帮助学生加深理解，也能够更好的进

行背诵。 

五、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初中教师在教学的过程当中，要明确学生才是学习的主体。所

以在古诗词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引导学

生们阐述自己的主观感受，自主的品析古诗词，感悟古诗词中的意

境。古诗词的意境，是诗人在创作过程中最重要的体现。例如李商

隐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

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诗人用最平常，最质朴的文字写出对

妻子的一片深情，令人动容。在古诗词的教学中，我们要相信学生、

尊重学生。古诗词意境的感受必须要学生自己亲身体会，感受作者

的情感，如果只是老师们的讲解，那么换来的只有学生机械性的背

诵和极其冷淡的印象，这样是不能触动心灵，促动感情的。 

结束语： 
综上所述，古诗词是中华文化中最璀璨的一颗星，至今仍然熠

熠生辉，而作为初中语文教师，也是一名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应当对初中学生进行多样化的古诗词教育，明确古诗词教育的重要

意义和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提高学生们的语言以及理解能力，发

展学生的语文思维，在不知不觉中传承我国的优秀中华文化，形成

良好的个性与健全的人格，进而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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