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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中职学生赏析古典诗歌的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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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达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黑龙江安达  151400） 

 
摘要：在当前的中职院校的教学当中，学生的语文素养普遍较弱，这就

导致中职学生的语文成绩普遍较差。在中职语文教学内容当中，诗歌是

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若要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就需要教师引导

学生提高对古典诗歌的鉴赏能力，为此教师要从诗歌情感、诵读诗歌等

多种角度出发，引导学生提高对诗歌的鉴赏能力。因此本文对中职院校

学生对古典诗歌的鉴赏能力提升措施展开研究，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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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我国的中职院校语文教学体系当中，古典诗歌是重要
的组成部分之一，作为一种语言凝练的文学形式，诗歌主要反映
了古代劳动人民的生活，具有十分丰富的情感和十分魅力的想
象。古语有云，“诗言志，歌咏言”，因此学习古典诗歌，能够帮
助中职学生积累语言、陶冶情操，同时还能够帮助学生提升文化
水平。这些作用也正是新课标对于中职院校语文教学的要求，即
不仅要培养学生对于祖国的语言文字的思想感情，同时也要弘扬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吸收人类进步的文化，接受优秀文化
的熏陶，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基于这种情况，针对中
职院校语文教学中学生古典诗歌鉴赏能力提升的措施进行研究
十分有必要。 

一、引导学生鉴赏古典诗歌的重要意义 
1.充分弘扬传统文化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当中，古典诗歌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典诗歌在现代社会的传承和发展也是我国现代文化事业的发
展和进步的重要基础。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来说，现代社会的竞
争的实质就是文化方面的竞争，因此促进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总体来看，当前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就
是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对于古典诗歌这种艺术形式的关注自然
也就不会很高。从这种情况来看，中职院校针对学生进行古典诗
歌鉴赏能力的培养，对于提高学生对古典诗歌的鉴赏能力，充分
认识到古典诗歌的魅力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针对学生进行
古典诗歌方面的培养，能够促进学生爱上古典诗歌，在生活中应
用古典诗歌，提高自身的语文素养和综合能力。 

2.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现代社会对于人才培养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要求，从本质上来

说，对人才的培养和现代社会的人才竞争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人才
的综合能力。在当前的中职院校当中，很多学生都会选择在毕业
之后走上工作岗位，因此他们将会面对最为直接、最为激烈的社
会竞争。此时中职学生的综合素养就显得十分重要，对于当前阶
段的中职院校学生来说，仅仅接受技能方面的培训远远不够的，
如果不接受文化方面的学习，那么学生在综合能力的培养方面是
必然会存在一定的欠缺的。根据“木桶原理”，这部分欠缺会直
接导致学生的综合能力降低，因此为了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实
力，完善中职院校的古典诗歌教学，提高学生对于古典诗歌的鉴
赏能力十分重要。 

二、提高学生古典诗歌鉴赏能力的建议 
1.知人论世，了解作者 
在古典诗歌的赏析中，“知人”是很重要的，这里的知人指

的就是对作者的生平和创作风格的了解和把握。不同的作家和诗
人所经历的事情不同、生平不同、表达手法不同，往往就会产生
不同的个人情感和不同的作品内容，形成不同的艺术特色，因此
只有掌握了作者的生平和艺术风格，才能够更好地对诗歌进行赏
析，体会诗歌的情感，同时也就能够根据诗人的作品来类推相同
时期的其他诗歌作品。除了“知人”，对于诗歌的赏析同样也离
不开“论世”。也就是对诗歌创作的背景进行研究，根据诗人的
社会时代，诗人的人生际遇和思想主张等对诗歌进行鉴赏，往往
能够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便于学生去更加体会诗人的思想感情。
比如说在对李煜的作品进行赏析时，就可以结合他的人生际遇和
当时的时代背景，由于他在亡国之前是一国之君，过着非常奢靡

的生活，因此这一阶段，他的作品以描写男欢女爱居多，而亡国
之后，他尝尽了国破家亡的凄楚悲凉，因此这一阶段的作品也大
多是低沉悲怆的风格，主要描写了国破家亡之后，他的悲惨生活
和对家乡的思念，正如《浪淘沙令》中他写到的：“梦里不知身
是客，一晌贪欢”。由此可见，亡国前后的生活对这位诗人产生
了十分巨大的影响，反映到作品上，就出现了诗人前后在作品风
格上的巨大差异。由此可见，对作者的生平有着足够的了解，能
够便于学生更好的和诗人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便于提高对诗歌的
鉴赏水平。 

2.发挥想象，重塑画面 
对于古代诗歌来说，除了情感美，画面感也是十分重要的，

正如苏轼在《东坡题跋》下卷《书摩诘蓝田烟雨图》对王维的评
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这充分
体现出了画面美对于诗歌的意境营造的重要性，为此中职院校的
语文教师在对学生的诗歌鉴赏能力进行培养的过程中，就需要让
学生去体会诗歌中的画面美，教师可以让学生充分发挥想象力，
去用语言描绘诗歌中的景象，对诗歌画面进行重现，通过这种方
式，让学生对于诗歌的画面美有一个更为深刻的体会。比如说在
对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进行讲授时，就可以让学生去根
据想象体会诗歌中“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一
句，引导学生抓住本句诗中“穿”、“拍”、“卷”这三个动词，对
于动词所体现的景物特征进行思考和想象，然后根据自己的想象
去描述这个画面，体会诗人蕴含的情感。通过这种方法，能够激
发起学生对于诗歌鉴赏和古文学习的兴趣，相比于传统的课堂讲
授的模式，这种全新的讲授方法能够取得更加良好的教学效果，
对于提升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和诗歌鉴赏能力来说十分重要。 

3.诵读诗歌，体会情感 
对于诗歌的鉴赏来说，诵读是十分必要的手段，为此教师应

该重视这种方法，指导学生进行正确的诵读，体会诗歌在节奏和
旋律方面的美感，对诗歌蕴含的音韵美进行鉴赏，体会诗人的情
感。比如说在对柳永的《雨霖铃》进行鉴赏的过程中，结合有节
奏的诵读：“寒蝉 / 凄切，对 / 长亭 / 晚，骤雨 /初歇。”能够
将画面中描绘的恋人之间的分离更好的表现出来，便于学生充分
理解诗人的情感。在进行这部分诗句的诵读时，教师要注意引导
学生用低沉的声音去朗诵，讲节奏放慢，营造出凄清悲凉的氛围。
而在诵读李白的《将进酒》时，就要将语音语调变得更加高亢和
激昂，充分体现出诗人“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
豪放不羁。除此之外，教师还要注意通过多种方式对学生进行朗
诵的指导。当前我国中职院校的学生普遍存在朗读能力偏弱的问
题，这也是导致他们语文学习兴趣不高的原因之一。因此在对学
生进行朗诵方面的指导时，教师要注意在不影响课堂的情况之下
采用多种方式指导学生朗诵，比如说集体朗诵、分角色朗诵、分
组朗诵等，通过多种方式相结合，提高学生对于诗歌朗诵的积极
性。 

三、结束语 
在当前我国的中职院校当中，古典诗歌的鉴赏仍旧是语文教

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升学生的整体水平十分重要，尽管在
当前的中职生古典诗歌鉴赏能力的培养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方
面的问题，但是只要正视这些问题，采取措施解决，中职院校的
语文教学水平一定会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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