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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初中语文古诗文教学高效课堂的策略研究
李　芳

陕西省铜川市第一中学　陕西　铜川　727031

摘　要：从古诗词中领略中华优秀文化，培养学生优美语感、审美能力和高尚道德情操，是语文教师研究的重要课题。古诗

词教学对于培养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具有重要作用，受客观条件影响，教师在提高初中生古诗词学习兴趣上还存在不足之处，

学生“为考而学”的现象比较普遍。本文分析了当前古诗词教学存在的若干问题，在总结初中古诗词教学经验的基础上探讨

能提升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有效的古诗词教学策略，以供相关的教育工作者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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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文大都拥有华丽的辞藻以及独特的韵味，同时蕴含
了真挚的情感，是经历了千年积累而形成的精神瑰宝。语文
教学是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路径。那么，如何在新
课标的引领下，使学生能够有目的、有顺序地主动接近古诗
文学习，能够透过古诗文作品体会理解其中所蕴含的思想内
容、掌握写作方法以及积累语言，全面提高审美情趣以及欣
赏品位，就是进入初中学段之后，古诗文教学应当实现的核
心任务［1］。以下是我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就如何全面提
升古诗文教学质量、如何打造高效的古诗课堂，谈几点个人
体会。

一、初中古诗文教学面临的现状
（一）教学主体接受能力有待提升
教育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初中生的教育教学

正是为高中教学打下基础的关键时期。初中进行文言文的教
育是进行中华传统文化普及的基本步骤，只有提升初中生的
文言文阅读能力，才能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发掘起到更好的授
业与解惑作用，这对当代教学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就目前初
中生文言文教学能力来看，学生接受程度不高已经成为十分
严重的问题，学生是否能做到课前自觉的预习，课上认真听
教师讲解，课下及时复习，对初学生能否提升文言文阅读能
力具有重要意义。在世界四大文明流域中，中国文明一直延
续至今，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文化之所以得以传承，
未曾断流，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单音单节的汉字这一文化的
传承，为中华文化的延续性提供了保障。有了史料的记载，
文化得以传承，有了史料的记载，文化得以发展。换言之，
对课上讲解而言，教师所讲解的重点实词与虚词是古代文言
文需要学习的基本知识点。如果不能很好地理解初中文言文
的表层含义，剖析其内在深层含义，那么初中生学习并且深
入了解文言文将是十分困难的。当下，初中生不能够做到很
好的自律学习致使学习的效率大打折扣，但是如果学生可以
做到主动且规律的学习，那么效果则会大为不同。例如，初
中二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第九课《桃花源记》，作者是魏晋南北
朝时期的陶渊明。如果学生在课前进行了充分的课前预习，
那么就可以对《桃花源记》所完成的时代背景产生非常明确
的认识。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为混乱的时期，
这一期间，百姓流离失所，食无求饱，居无求安。面对这样
的生活环境，陶渊明对桃花源的向往也就显得合情合理，即
便是放在当下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也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期盼与向往，显得合情合理。但是，如果学生不能很好地做
到课前预习，那么在课上就需要教师来进行讲解，这样课堂
时间则会显得些许急迫。如果学生进行提前预习，这样既是
对学生自我知识体系的扩充，也为课堂上课程的进行提供良
好保障。

（二）教师无法充分活跃课堂氛围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孔老夫子就曾说过，教与学是相伴相

生、共同成长的一个阶段。那么就需要教师和学生在学习中
互相鼓励，共同学习，共同进步［2］。这对当代初中生教育而
言，或许是一个缺失的环节。初中生课堂大多为教师站在讲
台进行讲解，学生认真听课，缺少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必要交
流，这样会抑制学生对古代文言文阅读理解能力的发展，教
育应该是百家争鸣，而不是一家独大。但是，就目前而言，
众多教育理论并不能得到很好的实践，这需要教师群体的不
断探索与实践。尤其是近几年来，总书记大量提倡复兴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代初中生而言，学好文言文无论是对提
升个人综合素质还是为传统文化的发展，其意义都是深刻的。
以初中二年级下册第十二课《诗经二首》的教学为例。《诗
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在诗经第一篇《关雎》的
讲解时，教师需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诗经》成书于两
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这对学生的阅读理解而言是比较困难
的事情，需要教师用学生易于接受的方式讲授，提高学生的
理解程度，培养学生的理解能力。

（三）基础知识薄弱
小学阶段的语言基础对中学生古诗词兴趣培养具有显著

影响，很多学生对古诗词存在畏惧心理，大多是因为启蒙阶
段缺少语言基本功的训练。诗词语言精练、内涵深奥、意境
含蓄、格律高深难懂，读法用法与现代语言有着明显差异。
初中生缺乏社会阅历，历史知识欠缺，知识储备不够，自主
理解和欣赏诗词的能力弱，一些教师特别重视课本诗词的识
记，忽视了学生的诗词积累和语感培养。

二、构建初中古诗文教学高校课堂策略
（一）让诵读成为课堂的主要声音
许多学者都提出学古诗文最原始，也是最好的方法，就

是诵读。正所谓“好诗不厌百回读”。古诗文是我国民族文化
的精髓，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也是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的
一颗灿烂的明珠。初中语文教材中收录的古诗文都是脍炙人
口、经久不衰的名篇，有助于提高学生文化品位、审美情趣
和人文素养。新课标要求古诗文阅读教学突破知识型教学模
式的框架，注重学生的学习过程和阅读体验，最终形成文化
积累。虽说许多教师都明白吟诵在古诗文教学中的重要性，
但落实不足，或把吟诵简单处理，把吟诵与单一的诵读划等
号，导致学生为读而读，提不起学习兴趣。如何让吟诵成为
古诗文教学课堂的主声调呢？这就要吟诵引趣，吟诵得法，
吟诵巧妙。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创设丰富的教学
情境，可以让学生把自己当成文中人，带着情感去吟诵。如
在教学《核舟记》时，教师可以让学生扮演苏东坡、鲁直、
佛印和舟子，边读边展现人物的动作、神情，在读中体会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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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者高超的技艺。初中生的表演欲是非常强的，这样的演读
能激发学生吟诵的兴趣。同时，在读准字音的基础上，教师
更应引领学生读出节奏和重音，要让学生明确，一个节奏就
是古诗文中的一个短语或词，但读出节奏的同时不能破坏句
子的完整性。在知道吟诵之法的基础上，教师要能变换吟诵
的手段，把吟诵的机会留给学生，如可以配乐读、配图读、
比赛读、合作读。此外，教师需要对古诗文的诵读作有层次、
有体系的安排，使学生从“准读”到“美读”，从而“悟读”，
领悟古诗文内蕴。

（二）链接相关背景，把握诗人概况
古诗最有趣的就是对于相同的意象，不同的诗人会呈现

出不同的意蕴，即使是同一个诗人，立足于不同的人生阶段，
也能够抒发完全不同的感悟。所以，在教学古诗时，教师需
要补充完整的背景知识以及诗人的经历，不能由学生随意揣
摩诗中所蕴含的中心思想。当学生能够充分了解诗人所处的
时代、了解其个性特点以及人生经历之后，再回归古诗，感
受其中所表达的情感。这样学生就易于理解，也能够准确
把握古诗的主旨，还能够辨别每首古诗所表达出的不同含义

［3］。例如，在教学《夜雨寄北》时，在未了解这首诗的创作
背景之前，学生很有可能将其理解为这是诗人抒发对友人的
思念，显然这样的理解就会与文本原有的主题思想相背离，
也不利于接下来的深入学习。在开始教学之前，教师就应告
知学生李商隐创作这首古诗时的背景：晚唐时，李商隐与妻
子相隔两地，自身居住在遥远的巴蜀，妻子在长安，而这正
是一首写给妻子的抒情七言绝句。这样学生不仅了解古诗所
指向的对象，也能够体会其中的思念之情，这对于接下来的
理解必然会有极大的帮助。以上教学中，由于链接了古诗的
相关背景知识，学生了解了诗人的大概情况，从而促进他们
对古诗产生根源的理解。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就自然能够对
古诗的内涵有了大致的感悟。

（三）拓展资源开阔眼界
教师可以从实际教学情况、学生特定发展需要的角度出

发，利用各种途径、多种方法，在教学资源上做出一定程度的
补充，用以拓展学生的眼界。仅就初中阶段的古诗词教学而
言，便可使教师在实际教学期间，用组织和引领学生开展相关
资源拓展教学活动的形式，使学习具有更开阔的眼界，且借此
不断增加教学厚度。例如在教学至《观沧海》一诗时，若从其
体裁角度分析，这是一首比较典型的古体诗，而关于它的表达
方式，可认为其具有写景抒情诗的典型特色。为使学生比较深
刻地领会到借景抒情与以诗明志的作品特点，教师可基于赏析
原作的前提，链接同其相应的作品，像唐代诗人高适所作《别
董大》、王维所作《送元二使安西》，以及宋代王安石所作《泊
船瓜洲》、元代王冕所作《墨梅》、清代郑燮所作《题竹石》
等，通过这些丰富资源的拓展，学生会从里面体会到作者精练
描写自然景物、客观现象的特殊方法，同时体悟到作者通过景
物表达情感与志向的写作技巧。再如当面对《水调歌头·明月
几时有》时，因其既属于“写景思亲”的千古名作，又属于中
秋咏月词的代表，其情感之奔放、内容之跌宕、语言之严谨、
情景之交融都属上品，若做适当资源拓展，可使学生进一步感
受到作品的魅力，因而我们可引导他们自主拓展学习描写“月
亮”的其他古典诗词经典作品。总而言之，我们在教学期间，
如果只进行有限篇幅的“按图索骥”工作，却缺少足够的“资
源拓展”努力，则终会使古诗词教学陷入于形式过于单调的窘
迫境地，反之则可使教学效果有效提升。

（四）让创新探究促进教学效率的提升
叶圣陶先生也说：“教师之为教，不在于全盘授予，而在

相机诱导。必令学生运其才智，勤其练习，领悟之源广开，
纯熟之功弥深，乃为善教者也。”由此可见，教师必须运用多
种方式调动学生的思维，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进而达成
教学目标［4］。这就要求初中语文教师通过巧妙的课堂设计来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新颖的课堂内容和呈现方式来打
开学生思维的空间，通过构建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创新话题调
动学生主动探究的意识。尤其在古诗文教学中，许多学生潜
意识就对古诗文有一定的排斥心理，若教师依然固步自封，
一成不变地教下去，必然有碍教学效率的提高。因此，一线
语文教师必须不断探索古诗文教学的新路子，用创新促进初
中古诗文教学质量的提升。如教学《木兰诗》时，为了让学
生读出民歌之味，教师可让学生选择恰当的衬词（哟、啊、
呀、啦、那个），加在合适的位置来读，更加契合北方民歌的
味道。为了让学生深度解读木兰的形象，教师还可以让学生
自己根据文章内容画出木兰的形象，这样更能突出学生的个
性，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和探究能力。

（五）欣赏古诗词的“炼字艺术”
古诗词作为一种语言艺术，语言魅力往往就是诗歌中最

大的艺术魅力。诗人在创作的时候，每个字都经过反复斟酌
和推敲。因此，初中语文教师在引领学生对古诗词进行鉴赏
的时候，必须要以古诗词的语言出发，品味语言，使得学生
在鉴赏中真正感受到古诗词的艺术匠心。首先，引导学生关
注“诗眼”。“诗眼”是诗词的窗口，也是一首古诗词的灵气
所在。因此在引导学生进行鉴赏的时候，应抓住“诗眼”这
一要素，弄清诗词的情感脉络，以便于学生在鉴赏中更好地
领会诗词中的意境、主旨。其次，关注诗词中的“用典”。诗
人在创作古诗词时，常常会采用“用典”的手法，虽然只是
短短的几个字，却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因此，教
师在引导学生进行诗词鉴赏时，应指导学生对诗词中的“典
故”进行分析，以更好地走进古诗词意境中。最后，关注古
诗词中的修辞手法［5］。诗人在创作诗歌的时候，为了使得诗
句更加生动、形象，常常会借助各种各样的修辞手法，包括：
比喻、跨装、对铺、比拟、借代、互文、顶真等，唯有引导
学生对古诗词中的修辞手法进行反复品味和分析，才能在阅
读中真正理解古诗词中蕴含的思想情感，最终达到古诗词鉴
赏的目的。

三、结束语
面临当下教育体制的变革，素质教育与新课改的深刻进

行，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强调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文言文教学是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近些年来，总
书记大力强调复兴并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而文言文正是传承
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唯有将初中文言文学习好、继承好，
才能为将来更好的发展提供基础。对此，提高初中学生的文
言文学习水平和课堂实践性，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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