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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语文古诗词鉴赏试题分析及出路探究 
◆丛天奇 

（黑龙江省五常市山河屯林业局第一中学  150232） 

 
摘要：古典诗词传承着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传统文化中的精粹。鉴于古

典诗词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高考把古典诗词鉴赏作为历年高考的考查重

点，考试题型从原来的客观题问答转变为主观阐述。由于古诗词鉴赏试

题在高考语文试卷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命题动向及考点内容必然会影响

到中学的古诗词教学。本文是针对个人在古典诗歌教学过程中所体现出

来的问题加以分析，探讨提高学生诗歌鉴赏水平的方法，提高学生们的

文化涵养，将中华文明的精粹代代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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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古典诗词成为高考的考试内容，教师和学生们更倾注了
更多的精力。这就要求学生具有较高的阅读理解能力，为了能够
提高学生的古典诗词鉴赏水平，传扬中国的古典文化，感受中华
语言的魅力，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思维能力、感悟能力，培养
学生的道德品质，情操，文化修养，古诗词鉴赏能力的提高迫在
眉睫，自新课改以来，古诗词鉴赏试题的来源越来越广泛，题目
形式也朝着综合性、开放性方向发展，要求死记硬背的内容减少，
对学生的鉴赏能力要求越来越高，这就使古诗词教学不能只重文
学常识的记忆，鉴赏技巧的灌输，而要扩充学生的课外阅读，注
重积累，以熏陶的方式提升学生的审美鉴赏能力。同时，也要求
古诗词教学的方式不能过于单一，要注重多样化教学。因此，通
过对高考古诗词鉴赏试题的形式、内容及考点的分析，可以总结
归纳古诗词教学的重难点，并从题目形式中探究古诗词教学的可
行办法，以丰富课堂教学形式，增强学生对诗词的敏感度，从而
提高鉴赏能力。 

1.有的放矢，以问为梯 
我们要了解考情，做到有的放矢。虽然年年高考，年年有变

化，但是不变的是考点和主干知识。而考试大纲就是一切高考命
题的依据。“不管考卷风云变幻，我自岿然不变”，我们在诗歌鉴
赏时一定要进行三问：一问“写了什么”——表达了何种思想观
点；二问“如何写的”——使用了何种表达技巧；三问“为什么
这么写”——知人论世。诗歌鉴赏的题目均来源于考试大纲的要
求和这首诗固有的特色。“诗言志，歌咏情”，一首诗中 重要就
是感情，即表达了什么思想感情？其次是如何表达的？即采用哪
些具体的表达技巧。再次，为什么这么表达？这往往与诗人经历、
遭遇、甚至审美追求有关。如杜甫的《咏怀古迹》（其三）中，
情感——借昭君形象表达自己才华横溢却入朝见妒，忠不被用却
无辜遭贬，有家却难归、漂泊西南的深沉怨恨；表达技巧——借
古讽今；这么表达的原因——不敢讲，只好用曲笔。任何一首需
要鉴赏的诗，我们考生都要这么“问”。问，是一个思考的过程；
问，是一个由浅入深了解考题的过程；问，是一个揣测出题人意
图的过程；问，是一个联系所学知识解题的过程。问，是答题的
阶梯。学生如果善于“问”，再掌握好一定的解题方法，考场就
能所向披靡。 

2.勾连课本，以熟带生 
为了体现高考的客观性和公平性，所有试题的材料均来源于

课外。但是几乎每个考题都可以在课本中找到他们的影子。从小
学到高中，我们学生已经接触了几百篇古诗词，其中既有课本明
确规定必读必背的篇目，也有课外读本和唐诗宋词选读，还有若
干高考真题。这些都是我们考生日积月累所形成的知识宝库。在
解题时要善于进行由此及彼的相关联想，以熟带生，由已知向未
知延展，从而形成对知识进行迁移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如某
省高考卷的 后一问“请简要赏析这首词的结句。”我们就会联
想到诗词的简单常识：“结句”也称结尾，起收束整首词的作用，
往往是一首词的点睛之笔，通常有直抒胸臆和借景抒情两种主要
写法。前者如柳永《雨霖铃》的结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
何人说？”后者如姜夔的《扬州慢》的结尾：“念桥边红药，年
年知为谁生。”很显然，本考卷中属于后者，以景作结，借景抒
情。本题的参考答案即为：借景抒情。把天涯之思投向无边天际，

以碧云摇曳表现心绪的不宁，以碧云斜落表现心情的低沉。 
3.“品读”诗语，批文入情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袁行霈先生说，“鉴赏诗歌要从语言开

始，进而至于意象，再进而达到意境，复进而臻于风格……”赏
析语言是诗歌鉴赏 基础的一步，对于绝大多数中学生来说，也
许就是 重要的一步。一首诗，常常有诗眼和关键词，它既与语
言有关，又与内容有关，对这些字词的理解，往往影响到对整首
诗的理解和感悟，所以命题者通常喜欢考查对关键词的理解。如
今年安徽卷：“请赏析‘软红光里涌银山’中‘软’‘涌’二字的
妙处。”湖北卷：“贾岛注重用字推敲，请对第三联中的‘藏’‘透’
二字作简要赏析。”考场上，我们“赤手空拳”地解读一首首陌
生的诗歌，考的就是平时的积累的古文学知识和语感。而诗歌的
字词是唯一的媒介，透过字词，读懂文本、读懂诗人，进而和命
题者形成共鸣。因为中国诗歌讲究含蓄，讲究意蕴，所以，这就
需要结合语境仔细推敲。透过字面意思挖掘深层含义。尤其要关
注写景诗中的动词、抒情诗中的形容词、怀古诗中的副词，还有
倒装句、省略句等特殊句式。这些往往就构成诗词的所谓“诗眼”、
“词眼”，常常“一字递情，千古传诵”。由于有了这个字词或句
子，而使形象鲜活，神情飞动，意味深长，引人深思，富于艺术
魅力。如《约客》中“闲敲棋子落灯花”中的“闲”字，从字面
上看貌似闲适，实际上表达的是诗人内心的烦躁和焦虑。若不结
合语境仔细揣摩，便很难看到字面后隐藏的这一深层含义。 

自新课改以来，高考古诗词鉴赏试题的分值比重持上升趋
势；选材在以唐宋为主的基础上，还涉及其它朝代的优秀诗词；
题目形式逐渐向开放性、综合性和探究性方向发展。在一定程度
上体现了新课标对注重学生个性化阅读，提升学生审美能力和鉴
赏能力的要求。同时，为显示对课堂古诗词教学的重视性，高考
古诗词鉴赏试题的设计加强了与教材内容的相关性。虽然高考古
诗词鉴赏试题在形式和内容上努力创新，以符合课标对培养学生
审美、探究能力的要求，但由于这种评价方式的局限性，在题目
形式和参考答案方面还不能完全做到尊重学生的独特体验。但随
着高考试题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古诗词鉴赏题也必将不断优化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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