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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课外古诗词阅读能力培养的实践研究 
◆蔡  丹 

（吴江区七都中学） 

 
摘要：古诗词是我们的瑰宝，人教版的语文书中收入了很多脍炙人口的

古诗词，教师对于古诗词越来越重视，但是中学生古诗词积累的现状令

人担忧。如何培养初中生课外古诗词的阅读能力，传承中华文化，成了

语文教学的重中之重。本文从转变教师的教学观念、提高教师的诗词素

养、培养学生的朗读能力及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四方面谈谈初中生课外

古诗词的阅读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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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文学源远流长，而古诗词是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一颗
极其璀璨的明珠。从先秦的诗三百，到后来的唐诗、宋词、元曲，
无数的诗人墨客把自己的情感体悟宣泄在了字里行间，把自己的
思想结晶，生命载体都寄托在字里行间。古诗词承载着我们几千
年的灿烂文化，不光用词精炼，意蕴丰富，更是将感情、艺术、
想象和语言融于一体，是我们初中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内容。古诗
词的学习不仅能促使学生发展他们的语言能力，丰富他们的想象
力，发展他们的思维能力，更关键的是可以增长他们的见识，陶
冶他们的情操，提高他们的文化修养，怡养他们的性灵。从古诗
词中，我们青少年可以学习里面的民族精神、高尚志向、明辨识
理等等。 

进入初中，一下子面对古诗词的背诵、默写、赏析、迁移，
确实是有难度的，很多学生都无从下手。因为对于其它文学形式
来讲，古诗词毕竟是古文，不同于白话文。它非常精炼，精炼中
涵义深远，是诗人将自己的生活感悟融会在短短的诗句中，又因
年代久远，存在着时代的隔膜。中学生学习古诗词，最大的感受
就是累，大多学生采用死记硬背的方式，对古诗词不存在兴趣之
说。现在又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语文考试中古诗词的默写分值
远远地大于鉴赏的分值，为了得到这个相对容易的分值，大部分
老师和学生往往只注重古诗词的默写，在考试之前花大量的时间
与精力反复的默写古诗词，忽视了古诗词的朗诵，忽视了古诗词
的艺术美；在古诗词鉴赏中，由于现在中考题型也比较固定，为
了分数，老师会在课堂上让学生死记硬背一些套路，把完整的一
首古诗词分解的支离破碎，不剩一点美感，使学生无法领悟到古
诗词的画面美，意境美。鉴于上面古诗词教学中的种种现状，再
加上中考试题中古诗词的赏析全部来自于课外，所以培养初中生
课外古诗词阅读能力变得刻不容缓，笔者结合亲身教学经验，总
结了以下几条措施。 

一、转变教师的教学观念 
在新时代下，我们需要培养的是高素质的人才，而不是应试

教育的机器，作为初中语文老师，我们应该要有与时俱进的责任
感。在古诗词教学中，要更新自己的观念，培养学生的语文核心
素养，不是为了眼前的分数，不是为了考试。我们应该改变自己
“中考化”的古诗词教学观念，树立为学生的长远发展的理念，
不能急功近利，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古诗词教学的现状。因此，
要认真研读《语文新课程标准》，理解语文核心素养下古诗词教
学的目标以及培养要求，才能吸取精华，将正确的理念更好的贯
彻到古诗词教学的目标中去，不断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此外，
也要学习一切优秀课堂经验，提高自己把握课堂的能力，不断更
新教学方式，树立创新意识。教师是学生学习的榜样，只有老师
在课堂上不断创新，不断突破自己，学生才会不断受到滋养，才
会克服学习古诗词的困难，产生学习古诗词并克服这个难关的信
念。 

二、提高教师的诗词素养 
教师是教育过程中的主导者，在课堂上，更要发挥教师的主

导作用。要想使学生产生对古诗词的兴趣，并长期的保持下去，
我想教师本人就应该是古诗词的热爱者。试问，一个肚子里只积
累了几首课内古诗的老师如何帮助学生打开那扇神奇的大门？
一个不爱古诗词的老师如何激发学生对古诗词产生兴趣？老师

在课堂上对古诗词信手拈来，脱口而出，是对学生最好的引导，
最好的教育。这时候教师的魅力会更大程度地吸引学生，激发学
生的兴趣。所以教师需要不断地积累，并将精华呈现于课堂之上，
用精华熏陶学生。增强自身的文学积淀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断地
研读诗词，比如《边塞诗选》、《山水田园诗选》，也可以按照朝
代来选择，体会不同社会时期诗人的风格和特色。此外，还可以
阅读一些关于古诗词鉴赏的书籍，比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
以此来不断增强自身的古诗词鉴赏能力。 

三、培养学生的朗读能力 
俗话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诵读是理解古诗词的最基本最

有效的方法。古诗词只有在反复的诵读时才会体会出诗人想要表
达的情感体悟，才能体会出音乐美、绘画美、意境美。诗人艾青
这样说过：古文和古代诗词都不是自然语言，非看不能知道它们
的意义，非吟不能体会它们的口气。所以我们要高度重视古诗词
的诵读过程，去掉我们教师填鸭式的讲解，给学生留下充足的时
间去诵读。在诵读中，去理解和体悟诗词的内容，去品味诗歌精
妙的语言，体会诗歌的感情。在诗歌朗诵之前，要给学生进行指
导，并不是拉起来就是朗读，比如让学生找到诗词的韵脚，朗诵
出诗歌的高低起伏、轻重缓急和诗歌的感情基调。这样一来，学
生会发现原来吟诵一首诗歌有这么多的学问。在朗诵时，还可以
找一首合适的音乐来相配，让学生自己掌握配乐和吟诵之间的平
衡点，这样可以使得学生在朗诵时感受到作者的情感。这样的诵
读就是学生走进诗歌与作者对话的过程。 

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要想学生热爱古诗词，就必须得培养他

们的兴趣，给予他们自由选择的权利。阅读是个性化的行为，现
在的学生忙于应付成绩，根本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好好的去阅读，
更不要说去掌握一首生涩难懂的古诗词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充
分利用每周的阅读课时间，让学生推荐一首古诗词，并说出推荐
的理由，也让其他同学记录下来。在这样的每周坚持下，学生不
光掌握了古诗词，还潜移默化中慢慢接受并喜欢了古诗词。我们
还可以挖掘古诗词中让学生感兴趣的点。比如在课堂上我抛出这
样一个问题：我们称杜甫为诗圣，都习以为常了，但你知道背后
的原因吗？这个问题激发了学生的好奇心。努力研学后得出结
论：杜甫的诗歌常常表达忧国忧民的情感，如亲朋无一字，老病
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杜甫由个人的遭遇想到国家
的遭遇，所以我们才称他为诗圣。还比如李清照的词虽然大都是
婉约派，但是前后期的风格有很大的不同，这就要让学生掌握李
清照她一生之中的遭遇，给学生讲解了李的生平之后，学生产生
了兴趣，就会更好的理解她的词。更甚至可以告诉学生古诗词中
还包含着物候现象：“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这一
句不光具有画面感：大地春归，花儿都凋零了，但在高山古寺之
中，又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春景，一片才刚刚盛开的桃花。更甚至
包含了自然科学在里面：原来在同一个地方高低的差异决定了物
候来临的因素。坚持这样做下去，就会充分调动学生的兴趣，学
生收获的不仅是知识，更是信心与素养。 

古诗词是一种情感教育，古诗词的语言最具有灵性，需要我
们老师转变教学观念，提高素养，培养学生朗读的能力，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从更高的层面去理解、去感悟古诗词的学
习，去传承中华文化的精髓，陶冶情操，怡养性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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