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1 月（总第 218 期） 

 1210 

高教研究 

国际教育教学中对古诗词文化的鉴赏与传承 
◆杨雨洁 

（贵大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研究生） 

 
中华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其中古诗词以其精炼的

语言，丰富的想象，真挚的情愫传唱不衰，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
道靓丽的风景，面对如此优秀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怎么更多的
人去学习，去热爱并将它传承下去呢。 

古诗词鉴赏方略  
感悟、诵读是起点。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为此，应加强对古

典诗词的吟诵，展示其内在的韵律，显示其音乐性，把诗的韵味
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浸润到学生心灵深处。在教学中，教师应
放手让学生读，在读中感悟。可采用自由读、指名读、同桌读、
男女生分读、全班齐读等多种生动活泼的形式，让学生在愉悦的
朗读中感悟诗词的内涵，感受阅读的乐趣，进而喜欢阅读，愿意
阅读。教师应及时抓住这一契机，放手让学生有感情地朗诵诗歌，
同时也可作一定的示范朗读。情绪和感情是诗的基础，带着感情，
学生们会深化对诗歌的理解。学生感情投入，再结合教师对意象、
意境的适当点拨，也可以播放相关情景的幻灯片或者辅以音乐，
从而拉近学生和古典诗词的距离。对古典诗歌的理解感悟必须创
设一定的情境，帮助学生融入其中，从而体会诗的美感。  

联想、想象是介质。  
联想和想象是诗歌鉴赏必不可少的载体，古典诗词就像一个

经“压缩”软件处理的“文件”，阅读时，需“解压”还原，即
展开联想和想象去再现词中的情境并结合情感体验加以感悟，可
以联系诗人本身，想象诗人创作时的心情、感受、处境(环境)，
也可以联系自己个人的生活体验，由己推人，分析形象。例如苏
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
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
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这是一首悼亡诗，写
的是对亡妻的思念。首句写难忘，次句写难见，再假设写十年来
自己变化之大。下面“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是夜来幽梦，“明月夜，短松冈”是妻子安身之地。因思而入梦，
梦见妻子;因梦而料想妻子思己，想妻子也会梦见自己。假如没
有联想和想象，没有情感体验和感悟，词中那超越生死的人间至
情是很难领悟的。一般说来，作家的创作过程就是刘勰所说的“情
动而辞发”的过程，由意象进入，终结于言语形式。而我们的解
读过程刚好相反，我们是先从言语形式入手，终结于意象，也就
是刘勰所说的“披文以入情”。由此可见，诗词鉴赏是一个由理
解到评价的过程，而鉴赏者的联想和想象是不可或缺的介质。  

鉴赏、创新是关键。  
首先，引导学生变革传统的诗词解读方式，赏析唐诗宋词，

如果泛泛地用“形象的塑造”、“性格的刻画”、“语言的生动”等
语词和概念解读，难免造成被周汝昌讥讽的“取粗遗精”的结果。
我们应引导学生变革传统的诗词解读方式。比如鉴赏唐诗时能否
突出其丰盛热烈的风神，鉴赏宋词时能否突出其精微细腻的韵致?
同样是唐诗，赏析盛唐诗能否充分感受其盛唐气象、少年精神，
赏析晚唐诗能否充分领略其感时伤怀、余晖绚烂?同样是宋词，
欣赏婉约词能否体会其浅斟低唱的情韵，欣赏豪放词能否体味其
昂首高歌的气势?……唐诗宋词各自的诗化内涵和不同的形式美
感，都需要在教学中细加咀嚼玩味。 明确诗词鉴赏点，从而有
针对性地对诗词进行鉴赏。诗词篇幅虽然短小，但其中的内容可
以说是包罗万象，小到一个字，大到整个篇幅，我们都可以发现
它们的美。从诗歌特点和诗词的各层次结构来看，诗词的鉴赏点
有:诗歌音律美、关键字词、艺术手法、思想情感、意象、意境、
风格等。但在这些鉴赏点中诗歌意境是诗词的重点所在，诗词的
音韵、手法、意象的运用可以说都是为营造意境服务的。  

古诗古词，就像茶一样，初入口只觉苦涩，但却有绵长的回
味，期中蕴含了无数做人的道理，需要仔细品读，这大概就是古
诗的魅力吧！诗词如歌，在平平仄仄中婉转悠扬，在抑扬顿挫里
低回不尽，让人忘忧，使人开颜；诗词如画，在虫鱼鸟兽中描摹

自然，在小桥流水中展现乾坤，为我们描绘出或凄美、或壮阔、
或静谧、或热烈的绝美意境；诗词又像一位哲人，在历经千年后，
向我们娓娓道来人生的真谛，激励我们走向生活，面对挑战。读
诗品诗，能让人们浮躁的心气得以沉静，找寻诗意的心灵净土，
回归诗意的人生。 

人类社会，绝对不能仅仅满足于物质层面的生存，还应当追
求精神享受。诗词给予人们精神的愉悦与自由，让人们在为生存
而奔波的同时，心灵得以滋养。因而，诗词绝非远离现实，高不
可攀的存在，它是生活的一部分，人人都可以享受它。中国古典
诗词的魅力不仅在于它的朗朗上口，更在于他的心灵滋养，人们
能够在古诗词中跟随着诗人找寻诗意的人生。 

文化是需要传承的，古诗词亦然。那些几经历史遴选，在灿
若星河的名篇佳作中脱颖而出、传唱不衰的华美诗章，传承了真
实的人类生活和文化，呈现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文字之美、音律之
美、意境之美，还一如传统文化的“母乳”，不断滋润着我们的
生命和心灵，又仿若扑面而来的阵阵清风，一点点唤醒潜藏在大
众血脉中的传统文化基因，让我们摆脱低级趣味和粗鄙恶俗，拥
有文化自信。传承古典诗词，需要国家的倡导。每一种传统文化
的传承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大事，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和
倡导。政府要鼓励群众多学、多记、多赏鉴古诗词，拓宽古诗词
的传播渠道，引导群众去关注美妙的诗句，去培养高雅的乐趣，
去提升整个民族的文化素养。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是国民的精神家园。让人欣慰的是，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意见》指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
对于传承中华文脉、全面提升人民群众文化素养、维护国家文化
安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具有重要意义。”《意见》明确了基本原则、总体目标、保障
措施，提出了“贯穿国民教育始终”、“深入阐发文化精髓”、“保
护传承文化遗产”、“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等多项重要任务。 

当下，文化早已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软实力。诗词文化不
是博物馆的展品，也不是奇珍异宝，可遇不可求，可望不可得的，
它是每个人都能去观摩欣赏的精神珍宝。我们都要静下心来，好
好欣赏如星辰般灿烂光辉，干净纯粹润物细无声般沁人心脾的诗
词文化。让古诗词文化，深度渗入到我们的生活土壤，成为我们
民族展示自己文化自信的金字招牌，使她的魅力继续四射，让越
来越多的人体会到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