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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部编本七年级语文教材古代诗歌选文探讨 
◆郭子琳 

（包头师范学院文学院  内蒙古包头  014000） 

 
摘要：语文教育在基础教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语文教材是语文课
程的书面载体，教材的内容对教学效果有着很大的影响。笔者将以《义
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为指导，对部编本七年级语文教科
书古代诗歌的选文进行分析，从中获得一些教材编选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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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是依据教学目标和学生的年龄发展特点来编写的，我国
中学语文教材历来都是文选型教材，对语文教材的研究很大程度
上就是对选文的研究。部编本教材是由教育部组织编写，今年全
国统一使用。五四运动后，社会各界主张白话文的学习，朱自清
先生却说：“我可还主张中学生应该诵读相当分量的文言文，特
别是所谓古文乃至古书。这是古典的训练，文化的教育。一个受
教育的中国人，至少必得经过古典的训练，才成其为受教育的中
国人。”可见，中国古代诗歌在学生成长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一、新课标对古代作品的要求 
在初中语文古代文学作品部分，课标中明确提出“诵读古代

诗词，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基本内容。注
重积累、感悟和运用，提高自己的欣赏品味。背诵优秀诗文 80
篇（段）。”“教材要注重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和革命传统，
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感情。”等，这些目标
的实现都离不开中国古代作品的学习。 

初中阶段的学生处于从童年向青年的过渡时期。在学习语文
时，表现为思维逻辑逐渐发展，注意力比较集中，想象力比较丰
富，思维较活跃，记忆力较为旺盛，求知欲较强，喜欢阅读文学
作品，尝试探索人生意义，因此，这个阶段是培养学生语文能力

为关键的时期。那么古代文学作品的学习有助于学生提高自己
的语言表达能力，提升思维品质，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 

依据新课标所编选的部编本七年级语文教科书共选入诗歌
26 首（有 16 首是课外古诗词诵读），约占古代作品总数的 68%。 

二、古代诗歌选文分析 
七年级教材所选的诗歌有 26 首，题材广，体裁多、时间跨

度大，是学生重点学习的部分。现将所选的诗歌的名称，作者，
时间，体裁，题材按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名称 作者/出处 时间 体裁 题材 
1 《观沧海》 曹操 东汉 四言诗 政治抱负 
2 《木兰诗》 《乐府诗集》 魏晋南北朝 乐府民歌 家国情怀 
3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李白 唐 七言绝句 赠友安慰 
4 《次北固山下》 王湾 唐 五言律诗 思乡 
5 《峨眉山月歌》 李白 唐 七言绝句 山水诗 
6 《江南逢李龟年》 杜甫 唐 七言绝句 怀古讽今 
7 《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 岑参 唐 五言绝句 关切百姓、厌恶战争 
8 《夜上受降城闻笛》 李益 唐 七言绝句 思乡 
9 《秋词》（其一） 刘禹锡 唐 七言绝句 奋发豁达 

10 《夜雨寄北》 李商隐 唐 七言绝句 思乡 
11 《竹里馆》 王维 唐 五言绝句 隐居生活 
12 《春夜洛城闻笛》 李白 唐 七言绝句 思乡 
13 《逢入京使》 岑参 唐 七言绝句 思乡 
14 《晚春》 韩愈 唐 七言绝句 留恋春天 
15 《登幽州台歌》 陈子昂 唐 古体诗 怀才不遇 
16 《望岳》 杜甫 唐 五言律诗 雄心壮志 
17 《泊秦淮》 杜牧 唐 七言绝句 家国兴亡 
18 《贾生》 李商隐 唐 七言绝句 借古讽今 
19 《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其二） 陆游 宋 七言绝句 报国理想 
20 《登飞来峰》 王安石 宋 七言绝句 人生理想 
21 《游山西村》 陆游 宋 七言律诗 农家生活 
22 《过松源晨炊漆公店》（其五） 杨万里 宋 七言绝句 人生哲理 
23 《约客》 赵师秀 宋 七言绝句 生活情趣 
24 《天净沙•秋思》 马致远 元 散曲小令 思乡 
25 《潼关》 谭嗣同 清 七言绝句 山水诗 
26 《己亥杂诗》（其五） 龚自珍 清 七言绝句 博大胸怀 

自古以来文史不分家，初一的诗歌选文几乎涵盖了整个古代
文学史。建安时期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文人诗的创作的高
潮，教材选择这一时期的曹操的一首四言诗《观沧海》，让学生
体会到曹操高昂的建功立业精神和以及他要一统天下的伟大抱
负。南北朝的民歌是文学史上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南朝的民歌大
多反应人民真挚纯洁的爱情生活，北朝的民歌多反应社会的动乱
和人民的生活风习，教材选择了代表北朝民歌 高成就的《木兰
诗》，在同学们心里塑造一个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善良、机
智、刚毅、淳朴优秀品质于一体的花木兰形象。同时《木兰诗》
中的排比、对偶、复沓的句式；比喻夸张的运用均是我们学习的
典范。接下来就进入了唐代，唐代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伟大的时
代，诗歌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唐代的诗人和作品远超过前代，
选文也体现了这一点，首先是数量多，25 首诗歌中唐诗占 16 首，
这些诗歌中多是大家之作；其次，题材丰富；再次，体裁多样，
有五言、七言、五绝、七绝等，这些诗歌都是格律诗，在学生之
前小学阶段学过诗歌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其能力，增强学生对诗
歌的喜爱。宋朝文化的发展也比较繁荣，教材在宋代选择了一些
七言绝句，内容上有报国理想，人生理想，还有哲理诗，题材以
日常生活为主，语言大都质朴，体现出其以平淡为美的风格和平

易近人的特点。元代 著名的就是元曲，包括剧曲和散曲，散曲
是继诗、词后兴起的新诗体，马致远是元代重要的散曲作家之一，
他的《天净沙•秋思》，短短 28 个字就勾勒出一幅悲秋图，前三
句连用九个名词创造出苍凉萧瑟的意境，情景交融，同时也体现
出散曲句式灵活的特点，这首散曲小令被后人称为“秋思之祖”。 

结语：综上所述，本套教材的七年级的诗歌选文可以帮助学
生构建相对完整的古代文学框架，这些选文在内容上符合课标要
求的“文质兼美”，在形式上采用文白合编、分散学习的方式让
学生逐步积累知识。期望这样的教材能够激发学生对古代作品的
学习兴趣，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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