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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教学中对学生古代诗歌鉴赏能力培养策略探究
程红雁

贵州省仁怀市五马中学　564508

摘　要：在中国文学史上，诗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中国的文学史就是一部贯穿着诗歌的历史。历史的重要地位，

必然使古代诗歌鉴赏成为新课改语文教学的重点、难点。对于当下的诗歌教学中，如何去培养学生诗歌鉴赏能力，不少语文

教师和学生的心目中并没有切实可行的策略，因此导致学生对于诗歌只知道背诵默写，而不知如何去鉴赏，答题时也抓不住

重点。本论文力求建构有意义有价值而又有趣味的诗歌课堂，从具体教学实践出发，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策略。希望这些策

略能为一线语文教师在培养学生古代诗歌的鉴赏能力上提供一定程度的参考，也希望能对今后的语文教学工作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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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能力的培养可以说是个体审美能力的培养，审美能
力的培养需要调动学生的感觉知觉力、想象创造力、理解力
以及情感力，受之于天一一学生有着鉴赏美的天性，受之于
人一一鉴赏美的能力是离不开后天的培养。

一、初中生古诗鉴赏能力培养策略研究
（一）培养细腻的品读力
通俗的讲品读力即阅读、思考、赏析的能力。品读诗歌

的人性美，主要表现在亲情、友情、爱情、爱国情和生活情趣
诸多方面。品读诗歌的诵读美，加强个性化诵读，丰富诵读形
式，培养良好的诵读习惯。品读诗歌的语感美，课内课外相结
合，积累语感，对培养学生古诗鉴赏能力具有促进作用。

例如，表现爱国情的诗歌如八年级上册中杜甫的《春
望》，全诗借春望之情表达了诗人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操。首联
写望中所见，长安城被敌人攻破后，城中被毁无余，情感极
其沉痛。领联分写花和鸟两代表春天的事物。诗人见到在开
放的花儿和啼叫的鸟儿，也禁不住魂季心惊。颈联写诗人远
离家人，由于战事紧张，与家人通信隔绝。诗的尾联总写忧
国思家，叹息衰老的内心世界，表达了作者忧国思亲的情怀。
杜甫的这首春望不仅包含了对祖国河

山的热爱之情。夜涵盖了诗人与家人之间的那一份深深
的思念之情。
（二）培养敏锐的感知力
感知诗歌是鉴赏诗歌的基础，不对诗歌进行感知，就不

能整体把握诗歌。感知力包括审美感觉力和审美知觉力。
感觉力是相应的感官能力，主要是指“对色彩、音响、

形体等形式因素的敏锐的识别力，是人们借以获得审美享受
的最基本的审美能力”是主体与对象发生审美关系的第一条
件。帕克的《美学原理》中谈到：“感觉是我们审美经验的门
户，而且，它又是整个结构所依靠的基础。”

知觉是一种与一般知觉不尽相同的特殊知觉，同时也是
人们感知和体会美的重要渠道。教师在培养初中学生古诗歌
鉴赏能力的过程中，必须在古诗歌教学过程中对知觉这一因
素善加利用，从而让初中学生能够有效加强对古诗歌的理解
和体验，进而使初中学生的审美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
（三）培养深刻的理解力
理解力是培养学生古代诗歌鉴赏能力中必不可少的一种

能力，只有真正理解了古诗歌的内涵，才能够对古诗歌中包
含的思想及情感进行良好的感知，这是培养初中学生对古诗
歌形成良好鉴赏能力的重要前提基础。“深刻的”理解力不仅
是对古诗表层的直接理解，不仅在于懂诗歌的字句意思，更
在于透过诗歌的表面文字，对诗歌中所蕴含的浓厚情感、深
沉思想、复杂背景、韵律节奏美和语言美进行深刻的理解和

感知，只有在此基础下，才能够让学生真正体会到古诗歌独
特的艺术魅力，从而在这种艺术魅力中体验到古诗歌的美感，
并学会欣赏这种美感，有效提高初中学生的古诗歌鉴赏能力。

二、体会诗歌节奏美
鉴赏诗歌，离不开多读，以读入手，读中悟情。古人云：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美的诗歌亦是如此。不能平铺直叙
的读，在读诗歌之前，要让学生养成在家就能把字音字形扫
清的习惯。其次就是读诗歌时不能拖音，学生在读作者时拖
音的现象很是严重，特别是两个字的作者名字最容易拖音。
诗歌一拖音，而且还是从作者开始，整首诗的美感就全被破
坏了。再次就是要流利的朗读诗歌，不能时快时慢，时读是
停，给耳朵带来的是一种听觉上的折磨，更别谈审美了。特
别是诗歌，也就几个字，更是要流利的读完全篇。流利下还
应有把握诗歌的节奏，有节奏的朗读诗歌。

三、探究诗歌的语言美
划分完节奏有感情地朗读诗歌后，就是教师带领学生疏

通文意。学生害怕老师上课提问，就会通过百度作业帮或者
是相关参考书，将通篇诗歌的翻译抄于书上，老师上课时就
端着书本念，也并非自己所得，并且这种现象是杜绝不了
的。因此在引导学生疏通文意后，要把重点放在诗歌的重点
字词上。教师可采用提问的方法来突出诗歌中重点字词的美。
例如陶渊明的《饮酒》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
的“见”换成“望”好不好 ? 学生通过思考，发现“见”比
“望”更能表现诗人惊喜的心情，从而体会到诗歌的语言美。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鉴赏能力的培养首先从作家作品背景入手，

整体感知，划分诗歌的节奏，分析诗歌的语言特色，体会诗
歌意象，探索诗人情感，斟酌诗歌的写作手法，最后调动学
生的想象力与联想力来培养初中生的古代诗歌鉴赏能力。其
次是利用诗歌特有的画面美和音乐美来激发学生学习古典诗
歌的兴趣，最后通过歌曲导入或是图片导入或是绕口令导入，
模拟诗歌情境，创造特色的诗歌教学。如果语文是一门艺术，
那么诗歌就是艺术中的一颗明珠，培养诗歌鉴赏能力就是帮
助学生攫取艺术中这颗璀璨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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