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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初中诗词教学中电教媒体的运用
杨雪莲

湖南省冷水江市湾田中学　湖南　冷水江　417500

摘　要：在初中古诗词教学中，充分运用电教媒体，让诗词中的形、声、色、情、意直接作用于学生的感觉器官，这样有利

于将学生带入诗中所描绘的艺术境界去感受美，达到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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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多媒体教学成为了历史发展的

潮流。它融现代文字、音响、动画为一体，全面调动学生的
感官，打破常规而陈旧的教学方法，实现教学对话。现就 20
余年的教学实践浅谈古诗词教学中运用电教媒体的优势及运
用技巧。

一、运用多媒体进行古诗词教学的优势

1. 诗词教学中引入多媒体技术，能创设教学情境，激发
学生兴趣，让学生受到美的熏陶。如在教学《蒹葭》时播放
巫启贤唱的 MV 歌曲《在水一方》导入新课。画面和诗歌内
容一致，在薄雾弥漫朦胧的江心，身穿白色裙子的美少女，
衣袂飘飘，若隐若现，优美的声画合一的情境，营造了身临
其境的教学氛围，使学生体会到诗的隽永淳厚。

2. 运用教学课件能结合各种信息领悟诗词的意境美。 诗
的意境是诗歌教学中难点，对意境的感悟和知识的积累、情
感的历程及人生境遇是密不可分的。白居易的《钱塘江春行》
是一首描绘杭州西湖美丽初春景色的诗歌。如果仅从字面上
分析理解，学生是很难体会诗歌中如同仙境的美丽情境，更
无法体会作者游览时的细腻情感。我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
段，先用多媒体呈现出一副伴有此情此景的画面与轻音乐伴奏
的诗歌朗读，接着从多方位展现出这首诗歌所体现出的春天仙
境之美的图画，将学生带入那美丽的西湖畔，使学生完全沉
浸在蓬蓬勃勃的早春之中，使学生心中涌生无限温柔无限爱。

3. 利用多媒体技术能提高课堂学习效率，培养学生发散
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

二、诗词教学中多媒体技术的运用

1. 巧用多媒体，找准切入点让学生领略古诗词的情感
诗以言志，能够传诵至今的古诗词都是诗人的思想与现

实碰撞所产生的智慧精华，他们在精炼的文字和优美的格律
中或借景抒情、或托物言志，所表达的思想和感情都与当时
的时代背景以及诗人的个人经历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
这些都需要我们找准情感的切入点才能进行深刻的领悟和领
会。如《春望》《石壕吏》这两首杜甫的诗的教学，我们要在
让学生了解当时社会背景的基础上再进行诗的讲解，只有让
学生了解了安史之乱以及作者在安史之乱中的遭遇和经历之
后，才能更容易地让学生与作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进而理
解“家书抵万金”与“独与老翁别”背后对国家、对社会、
对自身命运的无奈、悲叹与控诉。而这些需要教师与学生在
教学过程中一起进行体会和感悟，首先教师就应该课件展示
图片酝酿起与古诗词作者共同的情感，再用自己的情感激发
学生对古诗词内涵的理解和掌握。因此，在古诗词教学的第
一阶段，不提倡“字字解释、句句翻译”，而提倡以富有感情
的示范诵读和深刻的背景介绍以及学生诵读为切入点让学生

首先领略古诗词的情感。
2. 诗词教学中巧用多媒体，做到形神一体，在感知中入

其境
“中国古典诗歌一大特质，为心与物之交融。山川万物既

非孤立化之‘物’，心灵世界亦非绝化之‘心’。人与四物界，
恒有一心心相通的生命联系。”如在引导学生赏析李白的《送
友人入蜀》中的诗句――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时，从诗
中我们会粗略地得出一幅画面：一个人高骑马背，走在危耸
的高山小径上。它借近景中的某些实物去衬托远景，让人产
生一种身临其境之感――山顶看上去从人的面庞升起，云朵
正停在远处什么地方，它的轮廓为马头所阻断。如果诗人不
是骑在马背上，如果云朵不是停留在远处一个较低的什么地
方，这样的描写显然就是不可能的了。

3. 要虚实结合，走内化的必由之路 .
中国的古典诗词讲究虚实结合，唐代刘禹锡说“境生于

象外”，指出艺术意境所具有的“象”与“境”的两个不同层
次，通过“象”这一直接呈现在欣赏者面前的外部形象去传
达“境”这一象外之旨，从而充分调动欣赏者的想像力，由
实入虚、由虚悟实，从而形成一个具有意中之境，“飞动之
趣”的艺术空间。古诗词教学要善于引导学生透过语言的媒
介，走进诗的内层，达到“神畅”这一审美境界。 杜甫的

《春望》，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境界，自成意境。诗歌将写景、
状物、叙事、绘人，各种因素综合为一个独立的天地，恰好
完美地表达诗人的思想和感情。诗借助境（实），将诗人的悲
痛忧怨之情、忧国思家之意（虚）表达得曲折有致。教学中，
如何引导学生由实入虚，走进诗的内层，这是一个难点。借
助多媒体，介绍背景知识，以求知人论世。但诗人的外形与

“鸟惊心”、“花溅泪”是很难通过声像手段传达出来，它必得
通过富有启发性的问题，促使学生与文本对话、与诗人对话，
才有可能披文入情，由表及里，领会诗的内蕴，同时通过反
复诵读，体会诗的韵律美。

忽视诗歌的“实”，幻想直入诗情的内核，那是舍本逐末，
传统教学很难为学生拓展更宽的艺术空间。忽视“虚”，企图以
一种简便的“放映”手段达到审美的“畅情”，那只是教师的一
厢情愿，古诗词引入多媒体教学必须避免流入形式与肤浅。

总之，现代化的技术必须要有现代化的教学理念与之相
适应。教师在设计课件的时候必须要有“以学生为中心”的
思想。只有多方面考虑，才能深得多媒体教学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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