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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古诗词教学的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 
王慧 

(山西省吕梁市临县三交九年制学校  033200) 

摘要：古诗词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在中小学教学中承载着文化传承与情感教育的重要使命。通过对中小学古诗词教学的深入
分析，探讨其在培养学生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方面的作用与策略。文化认同体现在学生对诗词背后传统文化的理解与接纳，情感共
鸣则通过诗词的情感内涵激发学生的情感体验。本文从教学现状、教学策略及教学意义等方面展开论述，旨在为古诗词教学提供有
益的参考，促进学生在古诗词学习中实现文化与情感的双重成长。 

关键词：中小学古诗词；文化认同；情感共鸣 
 
引言 
古诗词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蕴含着深厚的文化

底蕴与丰富的情感内涵。在中小学教育阶段，古诗词教学不仅
是语文知识传授的重要环节，更是培养学生文化认同与情感共
鸣的关键途径。通过对古诗词的学习，学生能够深入领略中华
文化的魅力，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与认同感，同时在诗词
所蕴含的情感世界中获得情感的滋养与共鸣。然而，在当前的
古诗词教学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问题有待解决，如何在教学中
更好地实现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 

一、古诗词教学与文化认同 
（一）古诗词中的文化内涵 
古诗词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从语言文字的角度来看，古诗词的用词精炼而富有象征意义，
每一个字、每一句诗都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例如，“月”在
古诗词中常常象征着思乡、团圆等情感，这种象征意义是中华
文化中对自然与情感的独特认知。从历史文化的维度分析，古
诗词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社会风貌、文化思潮以及价值观念。如
《诗经》中的《国风》部分，展现了先秦时期民间的生活场景
与情感状态；而唐代诗歌则体现了盛世的繁荣与文人的豪迈情
怀。这些诗词作品不仅记录了历史，更传承了中华民族的文化
精神，如儒家的“仁爱”思想、道家的“自然”观念等，都在
古诗词中有所体现。 

（二）文化认同的培养路径 
首先，教师需要深入挖掘古诗词的文化内涵，将其作为教

学的核心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讲解诗词的创作
背景、作者的思想情感以及诗词中的文化符号等方式，帮助学
生理解古诗词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例如，在讲解杜甫的《春望》
时，教师可以结合唐代安史之乱的历史背景，引导学生理解诗
人对国家命运的忧虑以及对人民疾苦的同情，从而让学生感受
到诗人所体现的儒家“忧国忧民”的文化精神。其次，教学方
法的选择也至关重要。采用情境教学法，通过创设与古诗词相
关的文化情境，如模拟古代文人的聚会、诗词朗诵会等，让学
生身临其境地感受古诗词的文化氛围，增强对文化的认同感。
此外，还可以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展示与古诗词相关的文化
遗迹、历史文物等，使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古诗词背后的文化
内涵。最后，教师应注重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探究学习。鼓励学
生通过查阅资料、小组讨论等方式，深入探究古诗词中的文化
内涵，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二、古诗词教学与情感共鸣 
（一）古诗词的情感特征 
古诗词作为一种高度凝练的艺术形式，其情感特征是其核

心魅力之一。从情感表达的维度来看，古诗词具有高度的含蓄
性与象征性。诗人往往通过意象的运用，将情感隐匿于自然景
物或生活场景之中，形成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例如，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通过“明月”这一

意象，将思乡之情巧妙地融入其中，使读者在欣赏自然之美的
同时，感受到诗人内心深处的情感波动。这种含蓄的情感表达
方式，不仅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内敛特质，也为读者提供了广阔
的想象空间，使其能够在不同的生活经验和情感背景下与诗词
产生共鸣。 

从情感的类型与层次来看，古诗词涵盖了丰富多样的情感
类型，从个人的喜怒哀乐到对家国天下的忧患意识，从对自然
之美的赞美到对人生哲理的思考，这些情感相互交织，形成了
一个复杂而深邃的情感世界。例如，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
几时有》中既有对亲人的思念之情，又有对人生离合的豁达态
度，这种多层次的情感表达，使得诗词的情感内涵更加丰富，
也更容易引发读者的共鸣。 

（二）情感共鸣的激发策略 
首先，教师应注重对古诗词情感特征的深入解读与引导。

通过对诗词意象、修辞手法以及情感基调的分析，帮助学生理
解诗人的内心世界。例如，在教学杜甫的《登高》时，教师可
以引导学生分析诗中的意象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
滚来”，通过意象的解读，让学生感受到诗人面对岁月流逝与人
生无常时的悲凉与无奈，从而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 

其次，教学方法的创新也是激发情感共鸣的重要途径。情
境教学法在古诗词教学中具有显著效果。教师可以通过创设与
诗词情感相契合的情境，如通过音乐、绘画、表演等方式，将
诗词的情感氛围具象化，使学生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诗词的情
感魅力。例如，在教学李清照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时，
教师可以播放轻柔的古筝音乐，引导学生想象诗中描绘的场景，
让学生在音乐与想象的双重作用下，更好地体会诗人的愉悦与
惬意之情。 

三、古诗词教学现状与问题 
（一）教学现状分析 
当前中小学古诗词教学在课程标准的引导下取得了一定进

展，但整体教学现状仍面临诸多挑战。《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和部编本语文教材高度重视古诗词的诵读与鉴赏，明确
了各学段古诗词背诵篇目数量要求，如 1～6 年级要求背诵 75
篇，7～9 年级要求背诵 61 篇。然而，调研结果显示，部分语
文教师对这些具体要求并不十分明确或认同，尤其在第二学段
和第三学段，教师对学生每学期学习古诗词适宜篇数的认知与
课标要求存在较大差距。此外，教学方式虽有改进，但仍存在
单一化、同质化的倾向，学生在古诗词学习中多以死记硬背为
主，对诗词的理解和鉴赏能力提升有限。在教学过程中，教师
虽注重诵读，但在引导学生深入理解诗词意境、情感以及文化
内涵方面仍显不足，学生难以将古诗词学习与自身情感体验相
结合。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教学理念与认知不足 
部分教师对新课标、新教材的教学理念缺乏足够的认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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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未能充分意识到古诗词教学在培养学生文化认同与情感
共鸣方面的重要作用。这种理念上的缺失导致教学目标的偏差，
使得古诗词教学停留在知识传授的浅层次，而未能深入挖掘其
文化与情感价值。 

2.教学方法单一 
现有的古诗词教学多以传统的讲授法为主，缺乏多样化的

教学手段。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较少运用情境教学、小组讨论、
角色扮演等方法，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这种单
一的教学方法限制了学生对古诗词情感与意境的深入体验，不
利于情感共鸣的形成。 

3.学生学习困难 
学生在古诗词学习中普遍存在理解困难的问题。调研结果

显示，“理解”“意境”“意思”“赏析”等词汇是学生学习古诗
词的主要困难点。学生对古诗词的创作背景、作者情感以及诗
词中蕴含的文化意象难以准确把握，导致学习过程中的死记硬
背现象较为突出。 

4.教学评价机制不完善 
现有的教学评价机制多以背诵和默写为主，对学生的情感

体验、审美能力以及文化认同等方面的评价关注不足。这种评
价方式难以全面反映学生的学习效果，也不利于教师根据学生
的学习情况调整教学策略。 

四、优化古诗词教学的策略 
（一）教学方法的创新 
首先，情境教学法是古诗词教学中一种有效的创新方法。

通过创设与古诗词相关的情境，如模拟古代文人的聚会、诗词
朗诵会等，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古诗词的文化氛围。例如，
在教学李白的《将进酒》时，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播放古
代酒宴的场景，引导学生在情境中体会诗人的豪放与豁达。这
种情境的营造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诗词内容，还能够
激发他们的情感共鸣。 

其次，小组合作学习法也是古诗词教学中值得推广的方法。
教师可以将学生分成小组，让他们围绕古诗词中的某个主题或
问题进行讨论和探究。例如，在学习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
几时有》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讨论“月亮在古诗词中的象征
意义”，通过小组合作，学生能够从不同角度理解诗词的内涵，
同时培养他们的合作能力和批判性思维。 

（二）教学资源的拓展 
首先，教师可以利用图书馆和网络资源，为学生提供丰富

的古诗词阅读材料。除了教材中的古诗词外，教师还可以推荐
一些经典诗词选集，如《唐诗选注》《宋词选注》等，让学生在
阅读中感受古诗词的魅力。同时，教师还可以利用网络平台，
如中国知网、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等，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
资源。 

其次，教师可以结合地方文化资源，开展古诗词教学活动。
例如，许多城市都有与古诗词相关的文化遗迹，如李白纪念馆、
杜甫草堂等。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参观这些文化遗迹，让学生在
实地考察中感受古诗词的文化魅力。此外，教师还可以邀请地
方文化专家走进课堂，为学生讲解古诗词中的地方文化特色。 

（三）教学评价的完善 
首先，教师应注重过程性评价。过程性评价关注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的表现，包括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合作能力等方面。
例如，教师可以在小组合作学习中，观察学生是否积极参与讨
论，是否能够提出自己的见解，从而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评
价。这种过程性评价不仅能够激励学生积极参与学习，还能够
帮助教师及时调整教学策略。 

其次，教师应增加评价的多样性。除了传统的背诵和默写
外，教师还可以通过诗词朗诵比赛、诗词创作比赛、诗词鉴赏

报告等方式，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全面评价。例如，教师可
以组织学生参加诗词朗诵比赛，通过比赛的形式，让学生在朗
诵中感受古诗词的情感魅力，同时教师也可以通过比赛对学生
的学习效果进行评价。 

五、古诗词教学的意义与价值 
（一）文化传承的意义 
古诗词教学在中小学教育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传承

意义。古诗词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凝聚了数千年的历史
智慧与文化精髓，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从语言文字的角度来看，
古诗词的用词精炼、韵律和谐，体现了汉语的独特魅力和审美
价值。通过对古诗词的学习，学生能够深刻感受到汉语的韵律
之美、意境之深，从而增强对母语的热爱与认同。 

从文化内涵的层面分析，古诗词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元
素，如儒家的“仁爱”思想、道家的“自然”观念、墨家的“兼
爱”精神等。这些思想观念在古诗词中以隐喻、象征等形式得
以呈现，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例如，杜甫的“安得广厦
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体现了儒家的“仁爱”思想，
而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展现了道家的“自
然”观念。通过古诗词教学，学生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传统
文化的熏陶，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二）情感教育的价值 
古诗词教学在情感教育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古诗词以其

丰富的情感内涵和优美的艺术形式，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的情
感共鸣，培养他们的情感素养。从情感表达的角度来看，古诗
词涵盖了丰富多样的情感类型，如思乡之情、爱国之情、友情
之情、爱情之情等。这些情感通过诗词的意象、修辞手法得以
生动呈现，使学生能够在阅读和鉴赏过程中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例如，李白的《静夜思》通过“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这样的意象，将思乡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学生在诵读中能够
感受到诗人对故乡的深切思念，从而引发自己对家乡的情感联
想。这种情感共鸣不仅能够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还能够培养
他们的情感表达能力。 

从情感教育的深度来看，古诗词教学能够引导学生思考人
生的意义与价值，培养他们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许多古诗词
中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高尚的情操，如苏轼的“莫听穿林
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展现了诗人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
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则体现了诗人对友情的珍
视。通过对这些古诗词的学习，学生能够在情感上受到感染，
进而形成积极健康的情感价值观。 

结论 
中小学古诗词教学在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方面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通过优化教学策略，能够有效提升古诗词教学的
质量，促进学生在文化与情感层面的全面发展。未来，教师应
继续探索与实践，将古诗词教学与现代教育理念相结合，为中
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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