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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词教学何以促进语文核心素养发展
郑晓洁

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福建 福州 350117

【摘 要】：古诗词教学促进核心素养的发展，实现了其文学体裁价值和语文学科价值的对接，同时也能够达到文体的韵味

与语文核心素养的结合。其中，古诗词的教学价值需要在教学方式与语文核心素养的整合中实现，而古诗词的韵味要落实到

核心素养的四个发展层面：语言构建和运用、思维的发展和提升、审美的鉴赏与创造和文化的理解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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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基础教育改革和语文核心素养推进的大背景下，合理的

古诗词教学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语文核心素养的发

展，因此对古诗词和核心素养的融合进行研究是具有时代意

义的。

一、古诗词教学的文学体裁价值与语文学科价值的

对接

古诗词属于众多文体的一种，也是语文教学中的一个部

分，就像是语文核心素养的一个零件，需要进行整合并与其

他的体裁的内容一起，为发展语文核心素养这个整体服务。

而语文的核心素养有四个发展层面，即语言建构与运用、思

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基于文

本的阅读教学最终促进学生的语文素养发展主要表现于此

[1]。

课程改革在对古诗词教学方式的改进上，更着力于将语

文核心素养的四大核心方面与古诗词教学进行对接，以确保

语文的学科价值，也能在逐步改进的教学策略中得到更好的

展现。

（一）传统的古诗词教学方式与语文核心素养在整合中丰富

教学价值

古诗词在传统教学中，将重点放在体会诗歌的用词，感

悟诗人的情感，以及意象的烘托作用和景物描写与环境描写

的渲染。若能结合写作背景与诗人身份，有利于学生加深对

古诗词的理解，从而达到实现教学价值的目的。改革和创新

的古诗词教学，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将文本内容与

语言、思维、审美以及文化等语文学科表现的核心素养进一

步整合，来延伸拓展现有的教学价值，使之更加具有时代特

色。

思维不再局限于字面意思，而是能够联系学到的知识，

进行融会贯通。体会诗词中的美，联系与本文相似的手法，

在掌握一首诗的同时，也能触类旁通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

式。这其中，就蕴含着将传统教学方式与语文核心素养进行

整合，而教学的价值就在研究与提升中得到了体现。

（二）古诗词教学方式的改进与语文核心素养在整合中明确

教学价值

改革与创新都是为了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达到一个更

高的水平进而促进教学。课程标准的改革不断体现对学生思

维的培养，古诗词的教学方式改革也应该以新课标要求为发

展准绳，完成更加合理的教学设计。改进古诗词的教学方式，

将其与语文核心素养进行整合，使得教学价值得以确立。

在低年级的教学中可以运用角色扮演的教学方法，使学

生更加了解诗词的内涵韵味，教学不再单纯学习文本而是真

正掌握了学习的技能。对于语文核心素养对学生知识与技能

的掌握达到了要求，在古诗词教学方式改进与语文核心素养

的整合中明确教学的价值并不是学习一首诗、一类诗，而是

通过学习掌握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必备品格

与关键能力这样的教学价值。

二、古诗词这一文体的韵味与语文核心素养的结合

语文核心素养视域下的古诗词教学主要从四个核心方

面来促进学生对古诗词韵味的体味。同时在不断地摸索与探

究中，古诗词教学的核心价值在现实教学中有所体现，并日

益丰富。

一是语言构建和运用在古诗词教学中的体现。部编版教

材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在各个学习阶段的古诗词选编中，

严格地筛选适合该阶段学生心理发展特点和实际学习经验

特点的文章，切实保证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下一阶段的学习

做铺垫。这也就要求，古诗词的教学要充分了解学生的学习

现状，让学生在教师的点拨下能够自主进行阅读。对于古诗

词学习时的语言运用，更多的是通过体会诗词中的押韵、平

仄的音律美，字数统一的对仗美，进行模仿书写，或根据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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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意蕴的不同，在现实生活需要时进行恰当引用，能够达

到精简表达、意蕴深刻的效果。古诗词是最美的语言，最经

典，也最凝练，所以古诗词教学的首要目标就是使学生在古

诗词的学习中重新认识汉字、熟悉语言、传承中华文化，并

在反复诵读与品味的学习过程中培养语言素养。古诗词教学

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同时也是对核心素养的一种呼应和落

实，对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培育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2]。总

之，无论是对古诗词中学生的自我体会，还是仿写和引用，

都是古诗词核心价值在文本中的体现。

二是思维的发展和提升在古诗词教学中的生发。学生与

诗人处于不同的时代，这也就要求学生不能盲目地阅读和单

纯地照搬教材解析中所阐述的内容，而是要结合当时的历史

背景和诗人的写作立场，去思考在那个情景下诗人的心理变

化。通过思考与对比，学生是能够逐渐理解两个时代在文化

上的差异，通过想象与融入，学生更加能够把握古诗词当中

的内涵韵味。古诗词借助形象来抒发情感，形象是情感抒发

的载体，多具有诗画结合的特点，如王维的诗“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极具有画面感[3]。在反复的阅读与思考中，思维

不再局限，在深刻的理解与不惧的批判中，思维得到了发展

与提升。换言之，古诗词的教学中，学生通过情景化的教学

方式，加深了对古诗词的理解，在教师的引导与帮助下进行

探索，思维的发展与提升是潜移默化的，而古诗词的价值体

现是不容置疑的。

三是审美的鉴赏与创造在古诗词教学中的呈现。古诗词

经过历史的筛选和实践的考验，即使时至今日，也仍然表现

出独特的美，是当之无愧的“万绿丛中一点红”，由此不难

理解，教学中对古诗词的鉴赏是数见不鲜的。形式上的对仗

美，语言上的表达美，意蕴上的深沉美，是初次阅读时的惊

叹，是多次研学的品味，更是用之于实际的气质与才华。“腹

有诗书气自华”是对美的最好体现，自古以来都爱诗的人们，

正是被这独特的美所吸引了，在欣赏与赞叹中，自我也得到

了很好的提升。至于古诗词中的创造，是在原有的学习基础

上，进行艺术的加工。受到古人的文化启发，每个时代都有

其与众不同的诗歌特点，这不仅是时代的烙印，更是诗歌对

这个时代的赞颂。因此，学习了某个年代的诗词，就能仿佛

置身其中，感作者之所感，悟作者之所悟。简言之，古诗词

的美不断丰富了其在教学过程中的核心价值。

四是文化的理解与传承在古诗词教学中的传递。中华上

下五千年，古诗词可谓是文化的精髓，多少人为它的魅力所

倾倒。也就是说，古诗词的学习与品悟，不仅能够获得人文

素养的提升，同时还加深了中华文化的理解。文化从来不是

一个时代的产物，它是时代的汇聚和总和，更是时代的结晶，

古诗词的韵味既是文化中的精华，也是每个人在阅读过程中

得到的精神享受。这也就不难看出，对古诗词的理解，就是

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对古诗词的研学，就是对文化的加工，

而将古代诗歌与近现代诗歌内容进行融会贯通，切实在思想

上加以重视，在行动中将之运用，就是对中华文化最好的传

承。综上所述，古诗词在文化长河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古

诗词的教学也作为文化传递的良好方式，在这里古诗词的核

心价值就是牢记历史创造的美好，传播文化带来的精神享

受。

最后，不断明确语文核心素养的要求，古诗词的教学需

要有清晰的目标，能够促进学生在知识掌握和能力培养的提

升，能够真正丰富古诗词的教学价值。在整体的建构之后，

根据不同的时代特点、不同的情感抒发、不同的描写方式和

不同的表现手法等，肯定每个类型的古诗词都能在不同程度

上表现出古诗词特点的教学价值，最后局部带动整体一起发

展，教学的核心价值就能在局部中整合，在整体上提高，最

后实现综合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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