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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初中语文古诗词教学策略
普秀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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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立足于初中语文教学角度，分析了初中语文古诗词教学策略，希望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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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古诗词教学越发重要，因此，

对于初中语文古诗词教学策略的研究有着鲜明现实意义。

二、利用多媒体技术帮助学生构建古诗词的意境之美
初中语文的古诗词学习大多以唐诗和宋词为主，且描写

景物的居多，基于这个特征，教师可以为学生呈现一幅古诗
词描写之美的画面。尤其是现在的多媒体技术发展较快，通
过短视频或者 PPT 的形式来为学生展示画面已经成为一种可
能，这种视觉呈现，可以刺激学生的眼球，从而加强学生对
古诗词意象的感受力，有效帮助学生深入了解文本的内涵。
例如，在初中语文古诗词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唐诗便是王维
描写大漠浩瀚景色的代表作《使至塞上》。尤其是那一句“大
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更是经典之中的经典。在学习这首
诗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短视频来为学生呈现一些大漠的
纪录片，让学生进行对比，看看现在的大漠与王维所描绘的
大漠景色有何相同，又有何不同，且可以让学生来阐述一下
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这样一来，学生通过身体会和语言描
述，可以充分感受到塞外奇特壮丽的风光和边塞的荒凉。对
这首诗的印象会十分深刻，对古诗的内涵也会更加了解。

三、有节奏地朗诵古诗词，感受文章的节奏感
在古代，宋词和元曲都是可以进行唱诵的，加上初中的

古诗词一般讲究对称的美感，有节奏地朗诵古诗词可以将古
诗词的魅力放大，为此，教师可以为学生进行宋词和元曲的
朗诵示范，让学生通过听觉感受到古诗词蕴含的音乐节奏韵
律美。尤其是最近十分流行的《经典咏流传》节目，这个节
目的主旨便是采用音乐的形式来为古诗词赋予韵律感，教师
可以搜索这类视频和节目，让学生深入了解。朗诵古诗词需
要一定的技巧，像停顿、重音等内容既要满足语法的要求，
又要能够突出情感。感情重音能够使古诗词充满生机，将其
升华到一种情感的再现，具有 -- 定的渲染效果；此外还有语
速、发音等都对古诗词的朗诵有着要求。语速和发音能够衬
托古诗词的情感基调与意境，让学生通过联想把诗描写的意
境映射在脑海之中，为学生增加一定的画面感。

四、介绍作者的背景，帮助学生进行理解
初步拿到一篇古诗词让学生进行理解一定存在着些许的

困难，为此，教师可以从情感入手。古人进行诗词创作的时
候，总会存在特定的场合，教师对这种背景进行介绍，可以
让学生从情感角度出发，对整首古诗想要表达的内容有 -个
准确的把控，古诗倒不如说成是一一个故事，是作者根据自
己的精力而简述的一一个故事。

例如，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学生初步接触之时，肯
定会将其理解为一首描写和称赞大海波澜壮阔的诗篇，这明
显是错误的。教师如果将这首诗的背景为学生讲清楚，即曹

操在北征乌桓的途中，手握精兵，以君临天下、势不可挡的
豪迈赢下了这场战役，这场胜利直接奠定了曹操的后方稳定，
也为即将到来的南下出征、统 -中国奠定了基础，在这种情
况之下，曹操只是会称赞大海吗 ? 当然不是，他是想借大海
来表达自己内心的喜悦，以及自身兵强马壮、势不可挡的暗
喻。通过对古诗词背景的讲解，学生会了解作者的情感，从
而为理解古诗词的内涵奠定坚实的基础。

五、细读耐品，注重学生的美感体验
古诗词不管是选字还是用字，都经过了作者的精心考究，

留下最为精准的字，虽然言简意赅，但其却能将意境塑造得
非常饱满。在现行的初中语文课本中出现的古诗词，都是经
过各个专家精心挑选的、适合中学生学习的名品佳作。这些
古诗词不仅措辞典雅，而且韵律优美，是培养学生审美意识及
能力的重要媒介。但是，古诗词毕竟是跨越了数百上千年的时
空界限，更是经历了数百年的文化更迭，文字也随之进行了不
断的演变，所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必定会存在一定的理解难
度。因此，语文教师在教学中，必须要引导学生认真、细致地
阅读古诗词，耐心品味其中的意境，以此让学生体验并鉴赏古
诗词之中的美，继而提高初中语文古诗词教学的效率。

在《天净沙秋思》-课的教学中，我先引导学生单独体
会“枯藤、老树、昏鸦”等景物，发现单个词语并没有什么
美感所言，而将这些景物词语串联在一起，就会产生 -种悲
凉而又凄婉的美感，再在“夕阳西下”的映照下，学生会感
到眼前呈现出一幅落日余晖中模糊的景物画面，仿若是西方
印象派的画作，以此加深学生对诗人那种复杂情感的体会。

六、结论
古诗词不仅是初中语文学习的重点和难点，还是中华民

族千百年来文化的结晶，通过对古诗词进行欣赏和品味能够
加强学生的文化素养、语文素养和思想道德建设。虽然古诗
词鉴赏教学有些难度，但是通过教师不断总结和反思，古诗
词的鉴赏教学一定会取得卓越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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