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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词新唱 
——高中语文古诗词教学探究 

◆贾银娣 

（河南省商丘市第三高级中学  河南商丘  476000） 

 
摘要：在中国悠久的文化历史长河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文化类型，在
这些文化中，诗歌文化以格式多样，内涵丰富而闻名。在现代高中语文

的整体教学中，古诗词教学是其中的重难点之一，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往

往会被诗词华丽的辞藻吸引，但却不能理解诗词中的深意。因此，在高
中语文教学中，教师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帮助学生理解诗词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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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中国的诗歌文化源远流长，诗词在中国的文化历史中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痕迹。但是在现代语文教学中，教师的教学水
平跟不上时代的要求，学生对于诗词学习的关注度也在消退。最
近几年，由于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受到越来越多教育者的关注，因
此教师也要转变对于诗词的教学思想，采取有效的教学措施，提
高古诗词的教学水平。 

一、丰富教师教学手段，提升教学质量 
在传统的古诗词课堂中，教师在教授诗词知识时，教学手段

较为单一，不能够完全展示出诗词背后的蕴藏的魅力和深意；学
生在诗词的学习过程中，对于诗词的意境认识也只局限于表面。
随着时代的发展，教师应不断更新自己的教学理念、加强自身的
对于诗歌的认识、提高自身的素养，并通过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
让课堂内容变得更为生动形象，高质量的进行课堂教学。例如，
在讲解白居易《琵琶行》这节课时，教师首先要为学生讲解这篇
文章的时代背景、作者的生平经历和他想要表达的感情，引发学
生与作者情感的共鸣，加深学生对于本篇文章内在感情的认识。
学生要明白在本篇诗歌中，白居易不仅对歌女悲惨遭遇表示惋
惜，也对他自身壮志难酬感到悲哀。其次教师可以通多媒体对文
章的内容进行补充说明比如在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播放《霓裳
羽衣曲》或是《六幺》，对词中的意境进行营造，让学生更加深
刻的理解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体会到古诗词的艺术魅力。 

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文化认同 
在新课标的要求下，教师要注意在教学中对学生的自学热情

进行激发。因此，教师在备课时要结合课本的内容和学生感兴趣
的内容，引导学生开展自主学习，提高学生对于诗词文化的认识
和学习的热情。在课堂中，教师要注意营造古诗词学习的氛围，
引导学生领悟诗词中的意境。营造诗词的教学情境，也可以帮助
学生更好的理解诗词的内涵，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创设诗词的教学
情景,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的想象力，让学生在脑海中重现诗词
的内容，有助于提高学生对于整篇文章的理解程度；另一方面可
以让学生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于课堂学习中来。例如，在教授
《蜀道难》这篇课文之前，教师可以让学生写下自己对这篇文章
的理解，先让学生自己理解“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原因，然

后让学生在课堂中分享自己的见解。在教学时，教师可以通过诗
词的教学情境，让学生体会到文章中描写的蜀道的艰难，并让学
生对文章中关于青泥岭的泥路、百步九折的小道、瀑布等意象在
脑海中进行情境再现，随后再让学生结合情境去理解文章的情
感，理解“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句话背后的深意。通过营
造诗词的情境，学生可以设身处地体会当时作者的情感，产生情
感的共鸣，加深对于古诗词的认识，达到一种文化的认同。 

三、培养学生审美水平，掌握诗词诗意 
中国的诗歌中充满着关于“美“”的内容。学生在学习诗歌

时，不能局限于记忆诗歌的内容，为了考试中得到的分数而去学
习，而应该学会欣赏诗歌的意境美、提高对诗歌的鉴赏能力。在
高中语文的诗词教学中，教师要让学生在美的氛围中学习诗词知
识。因此，高中教师在教学时，不仅要让学生理解诗歌的内涵，
还应该锻炼学生欣赏诗歌意象美的能力，提高学生对于诗歌的欣
赏水平。高中生正处于青春期，在这个阶段的学生具有一定的文
学素养以及诗词创作能力，所以高中语文教师应该给予学生展现
创作诗词的机会。教师可以鼓励学生通过诗词来表达生活中遇见
的美，以及学生自身对美的理解，教师可以通过让学生创作诗词
的方式，引导学生体会诗词的意境美。例如，教师可以在班级中
举办诗歌朗诵比赛、诗词默写赛等，激发学生用诗词展现生活中
美的热情。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将自己的作品送去参加比赛。即
使作品不能得奖，创作诗歌的经历也锻炼了学生的诗词创作能
力，帮助学生更好的掌握诗词创作的技巧。 

结束语： 
中国的诗词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因为诗词内容中所展现的

文化和现代的文化差别很大，所以高中生很难理解其中的含义，
同时现代高中语文教学中教师仅仅关注学生在考试中的分数而
忽略了诗词本身所蕴含的文化。文化差别造成了诗词教学成为了
语文教师进行诗词教学过程中的阻碍之一，教师可以通过及时转
变自己的教学观念，在教学过程中注意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等方
式，促进诗词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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