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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高中语文诗歌鉴赏教学的路径研究 
朱晓东 

（江苏省大丰高级中学  224100） 

摘要：教师一定要更新自己的教学观念，用新课改理念当成指导来创新教学方式、教学内容和教学实践，进而促进诗歌鉴赏课

的多样发展，进而高效提升有效诗歌鉴赏课的教学成效，进而有效地提升学生语文素养。基于此，本文分析了目前高中阶段语文诗

歌鉴赏的教学状况和新时期高中阶段语文诗歌鉴赏教学的路径，希望可以为广大同仁提供些许意见。 

关键词：新时期；高中语文；诗歌鉴赏；路径研究 

 

引言 

在新课改革不断推进的过程中，语文教师对诗歌鉴赏教学的认

识是全新的，要从多个方面去总结语文诗歌鉴赏教学的高效性对

策，期待能够提升学生的语文核心素质，使学生体验到高中诗歌鉴

赏的乐趣。但是在现实教学期间，语文教师把新课程当成指导观念，

变化教学观念，运用多元化的诗歌鉴赏方法去建立高效的语文课堂

教学模式，如此一来才更加符合新课改革的基础需求。 

1 目前高中阶段语文诗歌鉴赏的教学状况 

1.1 语文课堂教学时长分布不均匀，运用在诗歌鉴赏方面的时

间不长 

诗歌文体的教学包括了文言文词语、修辞手法、写作文体和诗

歌情感等方面的教学，但是鉴赏诗歌不只是咬文嚼字的学习，而且

是一种审美活动。要在经过评判、推理和剖析的前提下依据中心思

想展开情感研究并感悟诗歌蕴含的价值。同时作者在创作诗歌的过

程会从自己的体验与感受着手，可以对诗歌进行品味和体悟，进而

培养学生的诗歌鉴赏能力。培养学生的这种能力是一项长期工作，

要求学生学习和积累不同类型的诗歌，短期内的诗歌学习学生只能

掌握基础的诗歌内容与应试知识点，很难从根源上提升高中生的诗

歌鉴赏水平。然而在现阶段的高中语文诗歌鉴赏教学过程中，教师

并未安排较多的时间进行诗歌鉴赏，仅是要求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对

诗歌内容做一个简单的陈述，同时在安排教学任务的时候，让学生

了解大纲涉及的知识点，这样的教学方法减少了学生在诗歌鉴赏期

间自己感受诗歌的时间，学生只是对诗歌的表面有所了解，很难进

入诗歌内部，造成学生无法掌握诗歌深层内涵与韵味，妨碍了学生

提高诗歌鉴赏水平。 

1.2 诗歌鉴赏教学的连贯性不强，学生很难深入理解诗歌内容 

因为诗歌在文体、情感和隐喻方面十分复杂，语文教师一定要

强化对学生诗歌鉴赏水平的提高力度，一定要在平时学习过程中逐

渐展开诗歌鉴赏方面的教学，有目的、有规划地细致地讲解诗歌，

在诗歌鉴赏教学上要确保其连贯性，进而强化学生在学习期间语言

的形成，确保学生可以在长时间持续连贯的诗歌鉴赏教学过程中用

良性的学习规律逐步提升自己的诗歌鉴赏能力。然而经过调查可以

知道，现阶段高中语文诗歌鉴赏课堂教学过程中，有的教师在安排

教学内容与教学进度的过程中将教材当成唯一的标准，并未从课外

中选用别的教学内容进行补充，同时因为教材内涉及的诗歌鉴赏内

容并不多，所以教师在讲完教材内容之后就会诗歌教学的内容就结

束了，但是学生并未完全掌握诗歌鉴赏，无法完整科学地学习诗歌

鉴赏内容。长时间使用这种间断的诗歌鉴赏教学模式，会造成课堂

的教学流于形式，学生掌握的只是诗歌表面的内容，很难在自己的

内在知识体系中深入地理解诗歌鉴赏，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妨碍学生

提升诗歌鉴赏素养。 

1.3 教师和学生的身份不恰当，并未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在高中阶段的语文教学中，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始终占据主体地

位，要从学生着手，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特征和诗歌鉴赏课程的特

点，才可以高效地研究与创新教学方法，进而有效地提升教学成效，

发展学生的综合能力。并且因为高中生的学习能力和知识点接受状

况依旧处在形成和健全的一个阶段，各位学生在学习方面也存在较

大的差异性，学生在语文基础知识、生活经验和情感体会上也的差

别也较大，所以学生在对诗歌鉴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教师在展开

诗歌鉴赏教学的过程中，不可以简单地运用统一的教学方法，而是

要围绕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诗歌鉴赏的教学，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主

体地位。然而因为传统教学方法的局限性，相对地弱化了学生在课

堂中的主体地位，把教师当成教学过程的领导者对学生展开知识点

方面的教学，学生仅仅只是被动接受相关知识点，这样一来学生的

思路会沿着老师的思想进行发展，很难对教师在教学中过程中体现

出现的固化思想有所突破，所以会在很大程度上妨碍学生扩展诗歌

鉴赏视野和提高诗歌鉴赏能力。 

2 新时期高中阶段语文诗歌鉴赏教学的路径研究 

2.1 导入相关情境，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 

假如老师细致地钻研每一首诗歌，就可以发现激发学生兴趣的

着手点，运用诗歌的背景来激发学生的联想力，把学生带进诗歌的

意境。学生的想象并非凭空出现的，而是以文本知识为基础，利用

语言描绘出诗歌鲜明的画面，接着在形象性较强的情境中，引领学

生依据生活场景展开想象。和其它类型的文体进行对比，诗歌这种

文体更加复杂，在阅读诗歌的过程是较为困难的，这主要是因为诗

歌这种文体是文人依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同时融进部分诗歌意象，

把其创作成为生动鲜活的语言，因此高中阶段学生在鉴赏诗歌的过

程中，要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与相应的艺术修养，从而能够进到诗

人营造的诗歌情境中去，从而实现整体感知的目的。比如：在李商

隐《锦瑟》这篇古诗中，诗人李商隐会把自身的情感转移到某些具

体事物上，这些具体事物蕴含诗人情感之时，就会展现出部分特性

化的情感，因此老师在设计“景”的教学过程中，就要把情当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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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着手点，同时对情感展开细致且深入的阐释。《锦瑟》这首诗歌

运用的借景抒情的手法，表现出了诗人的不幸：悲伤、愤怒以及感

慨，所以诗人通过词句来表达这种情感。教学这首诗歌期间，首要

任务就是对诗歌的创作背景进行，唐代诗人不仅要李白和杜甫这样

的大家，还有李商隐，在历史中，李商隐的“无题诗”熏陶感染了

很多人，其中无题诗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首就是《锦瑟》。其次借助

音乐，带领学生进到诗歌情境中去，“沧海月明珠有泪”，运用沧海

珠泪这个典故体现诗人的愤慨与悲伤，带领学生想象诗歌内体现出

来的自然风景，和传达出的诗人情感。同时在这首诗歌内，还体现

出了李商隐的执著情感，使用不同的意象，表明诗人的情感也出现

了不同层次的变化。 

2.2 介绍诗歌的创作背景，使学生掌握诗歌主题 

学生在语文课堂中占据主体地位，教师在教学诗歌鉴赏的期间

要提升学生对语文学习兴趣，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自觉参加

到鉴赏诗歌的过程中去，进而主动地提高自学能力，确保诗歌鉴赏

教学的成效。鉴赏诗歌期间表现出很强的主观性，因为学生在生活

经验和性格方面的差异，会造成学生在鉴赏诗歌方面的结果出现较

大的差异，这就需要教师要尊重每位学生的不同的想法和观点，不

设定固定的标准答案，主动向学生讲解诗歌的创作背景，让学生了

解诗歌的创作环境，可以将诗歌的创作过程和诗人自身经历结合起

来把握诗歌内容和情感，进而散发自己的学习思维，用扩展性眼光

来鉴赏诗歌内容，进而提升学生鉴赏诗歌的能力，并且丰富学生的

语文基础知识。例如：教师在教学《蜀道难》这首诗词的过程中，

教师首要任务就是对诗人李白的生平进行介绍，同时大致地介绍一

下诗歌的创作背景，让学生明确这首诗词的创作背景，可以理解诗

人写作过程中处在的地位和内心的感受，进而从作者的方面来重新

学习和分析诗歌，可以更加全方面地学习和鉴赏诗歌，进而使学生

诗歌的主题与主旨。 

2.3 朗读要学习的诗歌，体会诗歌的风格 

对诗歌进行鉴赏有很多种方法，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种方法就是

朗读诗歌。在朗诵诗歌的过程中，读者常常可以直接地感受诗歌风

格。例如：李白、杜甫、辛弃疾以及苏轼等诗人都其自身独特的性

格，诗人的性格常常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其诗歌风格，例如李白诗

歌风格是豪放的，杜甫诗歌风格是沉郁顿挫的，苏轼的诗歌风格是

旷达的等。在高中阶段的语文教学中，教师为学生提供足够的时间

让学生朗诵要学习的诗歌。在朗读诗歌期间，学生能够充分体会诗

歌的韵味，还可以感受到诗歌传达出来的微妙感情。在教学诗歌的

过程中，教师可在讲授诗歌内容之前布置学生事先倾听名家的朗诵

音频，使学生充分体会诗歌的整体风格。接着，组织学生自己进行

朗诵，在朗诵期间感悟诗歌在节奏、用词以及语气方面出现的变化，

进而可以更深入地认识诗人在创作期间心境和情感方面出现的变

化。这种方式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对朗诵的兴趣，也可以使学生在朗

诵期间和古代诗歌出现情感上面的共鸣，在朗读的过程中感受诗人

经历的事情。例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豪放派的典型

的文学作品，学生在第一次朗读的时候就会被诗歌中乱石、大江、

江山、惊涛以及千堆雪等词所感染，可以使学生切身体会豪放词的

创作风格。学生大声进行朗诵，能够更好地体会诗歌内蕴含的情感。

诗歌也不是完全相同的，老师可以按照诗歌的独特性在学生欣赏的

过程中进行引导，同时激励学生朗诵诗歌。这种诗歌学习方法，不

但可以使学生迅速熟记诗歌，而且能够强化学生的语感。 

2.4 感悟诗歌的意境，体悟诗歌语言的特征 

感悟现实中可以划分成不同的两个部分也就是感和悟，学生心

理的过程主要是将文本理解当成观察对象，循序渐进期间，增强学

生对整首诗歌的掌控能力。特别是综合评价部分细节之处的过程

中，必须要深入品味诗歌的意境，进而感悟到作者要传达的思想感

情，如此一来才可以准确地评价与欣赏作品内容与艺术特征。针对

高中诗歌来说，意境是作者把情感与客观事实有机地结合起来，同

时在诗歌中还可以表现更高级的艺术境界。比如在教学《秋兴八首》

（其一）这首诗歌的过程中，诗歌把“秋”当成重点，在面对萧瑟

的秋景的时候诗人想起来国家的兴衰，进行比较分析期间，诗人看

到国家残破之景的时候，但是却没有实际的行为，心中十分无奈。

这首诗歌是凄清、幽怨的意境，这种类型的写作风格体现出现的艺

术成就也是很高的，把“秋”当成诗歌的序曲，在诗歌中写出了巫

山巫峡，描写动荡不安的景物来阐释诗人内心的焦虑。要让学生深

入体会诗歌，一定要从意境着手，同时这也是表达作者思想情感的

形式，把情境与实际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而达到更高的一种艺

术境界，在进入诗歌画面与氛围过程中，也可以深入理解诗歌内的

景物，确保学生可以更好投入到课堂中去。 

3 结束语 

诗歌是高中阶段语文教学的重要文体，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对学

生展开诗歌鉴赏方面的教学可以丰富学生语文知识，强化学生的语

文学科素养。对于高中生的特征，教师在展开诗歌鉴赏教学的过程

中时可导入相关情境，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介绍诗歌的创作背

景，使学生掌握诗歌主题等，让学生学习到相应的诗歌知识，进而

深入掌握诗歌的主旨，有效地提升学生诗歌鉴赏水平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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