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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多媒体教学对古诗词情境的再现 
◆龚鹏妹 

（陕西汉中南郑中学） 

 
诗歌所特有的含蓄和意境，给我们带来无穷的审美享受，同

时也给我们的教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特别是古诗词，由于漫长
的时空距离，精炼、含蓄的文字，深远、悠长的意境，使学生很
难在古诗词学习过程中获得审美享受。传统的古诗词教学又以教
师的读、讲、解说为主，使古诗词教学变得枯有些枯燥、乏味。
如何让学生把握古诗词的感情意蕴，由文字感知上升到心灵的感
悟，与诗人产生感情上的共鸣，成为古诗词教学的一个难点。而
恰当地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能有效地弥补常规教学的不足，调
动学生所有的感觉器官，使其全身心地投入到古诗词特定的氛围
情趣中，以声传情，以形传意，寓教于乐，使学生在学习古诗词
时兴趣盎然。因此，合理地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可以优化古诗
词的教学过程。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我认为在古诗词教学中可
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合理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 

—、运用多媒体音乐之美，营造古诗词学习氛围 
每一首古诗词都有它的感情基调，或热情奔放，或忧郁感伤，

或慷慨激昂，或悲痛，或愤怒等等。所以学习古诗词时，在新课
开启之前播放与课文内容及情感相应的乐曲，能先声夺人，一下
子扣住学生的心弦，使他们的思维、兴趣集中到教师所设置的音
乐情境中去，从而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这是传统古诗词教学无
法做到的。 

如学习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我先用画面来渲染离情别
绪的特定氛围：烟雨蒙蒙中，旅舍前垂柳在微风中摇曳。在这凄
冷的氛围中，我又配上一曲《阳关三叠》沉郁的音乐，让学生在
不知不觉中已走进了诗人的心境。这样，离别的伤感之情就蔓延
开来，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走进了古诗词营造的氛围当中。送别
的意境，为学生学习这首诗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同时，还十分有
助于学生对王维这首诗中离别之情的理解。 

良好的课堂氛围的创设往往取决于一堂课的起始和导入环
节。像这样借助多媒体技术以音画为媒介营造氛围，使学生能受
到深深的感染，从而引发学生探究的兴趣。 

二、运用多媒体诵读之美，朗读声情并茂 
对于已进入感情氛围的学生来说，听觉形象很容易引起他们

的情感呼应，从而能更好地把握古诗词的感情基调。而传统的古
诗词教学中，老师往往通过自己的范读指导学生朗读，但不同内
容的诗，或欢快活泼、或凝重沉郁、或轻盈优美、或豪迈雄越、
或婉转舒缓、或高亢激昂，这就导致范读教学不尽如人意。而且
这种范读对老师的朗诵能力要求极为高，很多时候老师的范读反
而起不到预期效果。但是，应用多媒体播放朗读大师们标准且富
有感情的配乐朗读，用响亮、清晰的语言转换了书面文字语言，
恰到好处地再现了语言、节奏、格调乃至蕴含的情趣、意味，能
给学生提供语言、节奏、语气、语调和音韵等方面的示范。引导
学生反复诵读，充分感受其韵律之魅力，增强语感。当学生的情
弦被拨动起来后，对课文具体而真切的美感体验就油然而生了，
学生和作者的思想感情也就能产生共鸣了。 

如学习毛泽东《沁园春.长沙》，师生共同收听这首词的配乐
诵读，壮美的音乐，豪放的诵读，让学生感受到了青年革命者为
了改造旧中国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壮志豪情。这时，学生与诗
人达到了感情上的沟通，同时也基本把握了这首诗的感情基调。 

三、运用多媒体图画之美，创设古诗词情境 
古诗词教学，需要学生运用想象和联想，在脑海当中重现古

诗词的场景，理解古诗词的意境。同时对于学生来说，他们的思
维以直观形象为主。古诗语言凝练，如光凭教师的讲解是难以使
学生进入诗的意境的。这往往成为学生学习的一个难关。多媒体
能以境传情，图片的形声信息使学生愉快地进入课文的特定氛
围，并使之见其形，闻其声，如临其境，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因而在教学中合理应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腕创设古诗词情
境，能引导学生走进一个有声、有色、有味的活生生的世界中，
与作者同呼吸共命运，在真切的感受中感悟诗人所刻画的意境，
体会诗人的情绪，陶冶自己的情操。 

如学习杜牧的《山行》，通篇没有一个“秋”字，却字字写
秋景，句句现秋色，为了帮助学生理解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对
美好生活的讴歌。教学中我利用多媒体课件给学生展示一幅迷人
的秋景：苍茫的山，洁白的云，模糊可见的房屋，似火一般的满
山枫叶，远近陪衬，错落有致，诗人置身其间，停车坐观，流连
忘返。再配以悠扬动听的《渔樵问答》。学生边欣赏边想象，不
知不觉便被引入这一意境。融情于景，情景交融，物我一体，切
切实实地让学生享受到了诗的意境美。这是传统古诗词根本无法
做到的。 

四、运用多媒体的声像结合，拓展古诗词意境 
意境是客观物象同作家主观感情高度融合的结晶和语言呈

现。古诗词是语言的艺术，高明的诗人总是能透过简短的文字传
递无比丰富的内在信息。古诗词言简成行押韵，囊括世间风物万
象，意义含蓄深远，思想情感丰富。而学生知识面相对狭窄，生
活阅历浅，表象储备贫乏，对古诗词中所描绘的社会时代、人物
思想、风土人情等会感到疏远，更别提从文字中体会古诗词意境
了。同时传统教学依靠教师的理解和讲解，学生很难发挥想象，
自然就难以领会到古诗词的言外之意、象外之象，总会觉得“隔
了一层”。而多媒体技术的应用，把声音、图像、文字有机地结
合起来，化静为动，化字为图，做到动静结合，图文并茂，声情
兼备。通过直观的形象为学生的想象插上了翅膀，有效地帮助学
生在脑中建构古诗词描绘的画面，进而理解诗意，拓展古诗词意
境。 

总之，多媒体的声、像、乐等手段在古诗词教学中的应用，
使古诗词教学绚烂多彩起来，摆脱了以往的枯燥、乏味，使古诗
词教学落实到学生的“感”和“悟”中去，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
位，有助于教师充分发挥古诗词作用，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和审
美情趣。当然多媒体的应用并非是万能的，不必滥用也不可滥用。
只要我们恰倒好处的运用这一现代化手段，扬长避短，一定能促
进古诗词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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