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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论信息技术在古诗教学中的运用 
◆张萍萍  魏远娜 

（河南省兰考县第二高级中学  河南开封  475300） 

 
摘要：古典诗歌言简义丰，再加上语言思维习惯的不同让古诗教学令许

多师生都感到头痛！传统的古诗教学方法内容可能很丰富，却不能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自主感知能力，学生被动的接受

知识，领悟当然也不够深刻。依托信息技术，能够改进传统的古诗教学，

让学生受到美的熏陶，培养自觉的审美意识和高尚的审美情趣，培养审

美感知和审美创造的能力，能够进一步完善古诗鉴赏学习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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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诗歌可以说是所有文学样式中最精致的一种，短小精
悍、语言凝练，但其意蕴却很丰厚。古典诗歌的鉴赏学习一直是
语文教学中的一个重点，却也是令许多师生都感到头痛的事！传
统的古诗教学方法，一般是教师介绍作者与写作背景后，引导学
生去理解诗歌内容。由于年代久远，语言思维习惯的不同，许多
老师不得不去逐字逐句地讲解甚至翻译诗歌的内容，然后对之进
行理性地分析。鉴赏学习的最终结果是：学生在老师的灌输下，
明白并接受了知识，却并没有通过自己的联想与想象真正地进入
诗的艺术境界，真正去感悟到诗歌的美。 可见，老师的全面分
析与讲解，内容可能很丰富，却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不能
充分调动学生的自主感知能力，学生被动的接受知识，领悟当然
也不够深刻。《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前言部分明确规定“语文
具有重要的审美教育功能，高中语文课程应关注学生情感的丰富
和发展，让学生受到美的熏陶，培养自觉的审美意识和高尚的审
美情趣，培养审美感知和审美创造的能力。”结合我的个人实践，
我认为依托信息技术，能够改进传统的古诗教学，进一步完善古
诗鉴赏学习的课堂。 

一、借助互联网，完善教师文史知识体系 
教师是课堂的引导者，只有教师真正感悟了诗歌，才能引导

学生体会诗歌的意蕴，也就是说“要想教好诗，教师必须先懂
诗。”，所以教师的课前备课就尤为重要，甚至可以说教师的备课
充分与否直接决定了课堂能否成功。既然如此，这就要求教师在
备课时一定要对与诗歌有关的历史知识进行充分了解、有效梳
理。我们绝大多数老师都经过了中文专业的学习，但在对文学史
的学习中，偏文轻史是一种普遍现象，况且知识若非不间断的学
习，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不会保值还会缩水。所以很多语文老师
在古典诗歌文史知识体系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失。这种缺
失反映在课堂上就会“就诗论诗”、“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能
从局部带领学生进行诗歌赏析，不能从整体去把握诗歌内容，不
能引导学生真正进入诗歌的情境之中，理解诗歌的丰富内涵。互
联网以它低成本，大容量的特点为此提供了便利，能够快速有效
地弥补这一不足。如杜甫的诗被称作“诗史”，教师若想透彻理
解杜甫的诗歌，可以通过关键词在网络上收集相关的背景材料，
然后对所选材料进行筛选，整合，也可与其他教师进行网上交流，

探讨，突破空间的限制，博取众家之论，完善自己的文史知识体
系。在教学杜甫的《登高》时，我通过互联网深入的了解了杜甫
一生的经历遭遇，以及各个时期的思想变化，明确了杜甫沉郁的
两个原因：国家之疾苦与个人之悲怆，在上课时做到了“胸有成
足”，准确有效地引导了课堂。 

二、依托多媒体，引导学生进入诗境 
王国维说：“物皆着我之色彩”，又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

课本所选入的每一篇古典诗歌都渗透了作者丰富的情感，诗人借
助诗中所选用的客观物象来抒发感情，表达志向，把自己的主观
情思融入到笔下的景物之中，所以诗歌是意向的艺术。学生学习
鉴赏诗歌的关键就在于把握诗歌意象，品味诗歌独特的意境和情
境。胡应麟也说过：“古诗之妙，专求意象。”古典诗歌短小凝练，
意蕴却很丰富，语言跳跃性又比较强，语序也和现代汉语不完全
一样，要想把握意象，进入诗境，最好的办法是诱发学生驰骋联
想,对诗歌进行“补白”，即通过大胆而丰富的想象，把作者留下
的空白填补完整，追求心领神会的效应，从而去体味古诗的艺术
美。要想达到这种效果，课堂上教师需要用感染力极强的语言，
不断渲染诗境，进行情景再现，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
生穿越时空，切身体会品味古诗的美妙情境。成就这样的课堂，
不仅需要教师有较强的语言组织、表达能力，以及得天独厚的声
音条件，还需要学生提前做好充分的预习，对诗歌的审美境界达
到一定的层次。也就是说虽然流程大家都清楚，但操作起来却不
那么容易，很多教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讲的大汗淋漓，却收效
甚微！现代的多媒体技术能集文字、声音、图画甚至动画于一身，
通过直观的画面和声音去调动学生的视觉和听觉器官去获取知
识，既能克服师生自身存在的不足，又能打破古典诗歌时空的限
制。借助多媒体对诗情诗境进行物化，把艰涩的文字化为生动可
感的形象，再辅以饱含深情地配乐朗诵，调动学生的情绪，启迪
学生的心灵，让学生如身临其境，自觉进入诗境，产生对诗歌的
审美情感，领悟其深厚内涵。在教学柳永的《雨霖铃》时，我用
李叔同先生的《送别》导入新课，一曲结束，受到这种离愁别绪
熏陶和感染的学生自觉的调动自己所拥有的生活体验，感受到了
一种伤感的惜别之情，已经能够初步体验诗歌情感。然后我安排
学生一边听此诗的配乐朗诵，一边观赏柳永与其红颜知己握手话
别，欲语凝噎的画面，这些视觉听觉上的直观冲击，让学生不仅
领略到了诗歌的画面美，也感受到了那种依依不舍得离别之情，
并与作者产生了共鸣，审美的主客体自然的融为一体，达到了心
领神会的效果。 

总之，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完善古诗教学，不仅拥有很大的
作用空间，而且可操作性比较强，作为语文教师应该主动去掌握
更多的现代信息技术，充分利用丰富的网络资源，来弥补自身的
不足，有效引导学生进入诗境，品味诗歌的艺术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