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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趣入境 走进诗意
——高中语文古诗词鉴赏教学策略探究

谭杏娇

（江门市新会东方红中学，广东 江门 529000）

摘要：中华传统文化历久弥新，古诗词文化更是在历史长河中闪闪发光，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学子。为弘扬古诗词文化，为传

承先贤风骨，教育部积极倡导高中语文课程教学中引入古诗词内容，将其作为教材中的重要部分来达到育人目的。古诗词不仅能够陶冶

学生的情操，还能够培养学生审美情趣、核心价值观，提高学生想象能力、学习能力。在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方面，古诗词文学作品更是

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高中语文课程中引入古诗词鉴赏教学十分必要，而语文教师也有责任将古诗词鉴赏课办好，以期为高中生提供

更多有价值的教育资源。本文以高中语文古诗词鉴赏教学为论点，围绕办好古诗词鉴赏课提出了几点策略，希望能够为一线语文教师提

供更多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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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高中语文教材内容由阅读课文、文言文、古诗词

三大部分组成，其中，古诗词篇幅颇具规模。所以，古诗词在

高中语文课程教学中占据重要地位，教师应当更新古诗词教学

模式、拓展古诗词教学内容，为古诗词鉴赏课注入新的活力。

传统古诗词教学中，许多教师不注重学生的兴趣和发展，使得

学生对诗句理解不到位，最终呈现出学习效率也差强人意，反

而降低了学生的古诗词鉴赏水平。这不利于古诗词文化的推广，

更不利于语文课程教学的有效性提升，基于此，如何提升古诗

词教学效率成为每一位高中语文教师的必修课。以下也将围绕

这几点叙述展开。

一、高中语文古诗词鉴赏教学的重要性

（一）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情趣

高中语文古诗词鉴赏课能够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趣，促使学生

在学习古诗词过程中完全基于自身的兴趣和爱好，从而达到了以

趣入境、走进诗意的教学效果。语文课堂上，学生主动质疑，全

身心地思考和探究，去理解诗人的感受、去理解诗人这么写的用意，

从而沿着诗人的思路完成一系列思维与情感活动。基于此，高中

生的审美情趣不断成长和进步，这是古诗词文化和古诗词鉴赏教

学对学生心灵深处的滋养，更是文学之美、文学力量的重要表现

形式。传承先贤风骨，学习传统美德，对每一位高中生来说都不

是遥不可及的，他们能够从简单的学习活动中窥探到先辈的生活

和内心表达，也能够从中学习和感悟并引申到自身学习与生活上，

扎扎实实强化基础，提高自身审美情趣。

（二）有助于塑造学生积极核心价值观

古诗词鉴赏教学有助于塑造学生积极核心价值观，达到传递

正确价值观，构建青少年正确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重要目标。

青少年正是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他们对新鲜的事物充满好奇，

也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期望。古诗词鉴赏教学能够指引学生核心价

值观成长，杜甫作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李白作有：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学生能够直接感悟到两位先辈的家国情怀、理想与信念，从而受

到榜样的鼓舞、目标的指引而形成正确的、规范的、端正的核心

价值观。总之，高中语文古诗词鉴赏课能够塑造学生积极核心价

值观，促进青少年树立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树立伟大的理想信念，

从而能够指引学生不断前进、艰苦奋斗。

（三）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想象能力

高中语文古诗词鉴赏教学内容都属于传统文化之精华，它们

历经了千百年的沧桑来到我们身边，是诸多学者和专家精心挑选，

专为青少年所设计的教学内容。这些古诗词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

内涵，言辞缜密、修辞恰当，符合育人之要求，更能够提高学生

审美情趣、塑造青少年正确的核心价值观。基于此，高中生得以

感受到先辈的思想与生活，并在自身想象力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延

伸，反馈到自身能力成长方面。总之，高中古诗词鉴赏课教学有

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想象能力，为学生学习语文知识打下坚实的

基础，引领学生在各方面不断进步和成长。

（四）有助于增强学生的语文学习能力

古诗词鉴赏教学是高中语文教学的重要部分，能够达到培养

学生语文学习能力，强化学生语文思维，提高学生想象能力、理

解能力、解题能力的关键作用，督促学生在鉴赏过程中反复阅读、

朗读、理解，促进学生形成良好的语感。这是其他教学内容所无

法达到的育人效果。因此，古诗词文化进校园势在必行，高中语

文教师应当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增添丰富的、趣味的语文知识或课

外诗词链接，只有这样学生的语文学习能力才能够进一步锻炼和

提升，在良好的课堂氛围下、在教师的积极引导下、在更有利益

的教学条件指导下不断进步和成长。

二、高中语文古诗词鉴赏教学策略分析

（一）引导学生想象，以趣导学

想象力是创作诗歌的动力源泉，诗人也借助想象创作出一部



70

No. 12 2021教学研究

部千古流传的诗词作品。鉴于此，高中语文教师可以在授课时引

导学生想象，引导学生走进诗人的想象，尽可能还原出诗人想要

表达、想要传递的语言，而达到吸引学生进课堂、提高学生课堂

参与度、提高学生古诗词鉴赏学习效率教学效果。高中语文教师

可以结合教材、教辅资料进行恰当地想象，也可以通过多媒体课件、

微课视频等建构出精美的画面、精致的氛围，引导学生进入课堂，

达到以趣导学的教学效果。长久执行下去，高中生对古诗词鉴赏

课的学习兴趣逐步增加，也能够跟着教学结构或诗人的想象结构

来想象内容，进行深层次探讨和研究。

例如，在教学高中语文必修上册《登高》这一部分内容时，

语文教师就应当结合诗歌意象实施教学，以期达到以趣导学的教

学效果。首先，语文教师布置课前预习任务，让学生系统的了解

诗人杜甫的一生以及本首诗词的创作背景、创作目的、创作过程，

其次，语文教师可针对杜甫这位伟大的诗人说说自己的感受：“每

当提及杜甫时，我们似乎总是能听到他沉重的叹息，看到他老泪

纵横的双颊，体会到他忧国忧民的情怀。但我们从未走进过杜甫

的一生去探寻他的理想、去揣摩他的心境。本节课，我们都有机

会随登高望远一抒胸怀”。此时，语文教师还可以板书设计“登高”，

引导学生在课堂中想象，让他们想象杜甫的一生，想象本首词的

创作背景。最后，语文教师可由导学过渡到接下来的任意环节，

引导学生继续思考和探究。

（二）构建完美意境，以趣入境

古诗词鉴赏课的教学内容不局限在课本和教辅材料中，语文

教师可以搜集更多趣味化、个性化、特色化的古诗词篇章丰富语

文课堂教学内容，构建出完美意境以期达到以趣入境的教学效果，

让每一名学生目光集中在课堂上听讲，让学生能够深层次理解作

者的表达和情感。在此基础上，语文教师还可以选择构建什么样

的情境，生活化情境、问题情境、合作情境等都是可借鉴可利用的。

田园风光诗有着独特的山水意境美；边塞风光诗有着独属于将士

不羁的风骨与情怀美；此外，写景诗、抒情诗、写意诗更彰显着

诗人独特的视角。以趣入境，引导学生理解和思考，学生能够站

在诗人的角度鉴赏古诗词，从而在情境之下感受暗藏在诗词中的

深刻内涵。

例如，在教学高中语文必修上册《念奴娇 赤壁怀古》这一部

分内容时，语文教师可以构建美妙的韵律与优美的意境，引导学

生感悟，帮助学生理解和感受本首诗词。首先，语文教师可以点

明本首词为苏轼在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时夜游赤壁的感怀之作。

赤壁壮阔的意境，周瑜从容的儒将风度，词人壮志难酬的苦闷与

清酒祭月达观，都是本首词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探究的重要内容。

其次，语文教师还可以借助苏轼的人生历程构建完美意境，给出

整体框架让学生填空完成。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参与课堂抢答，去

感悟苏轼的词风，去品味苏轼词中的真情。最后，语文教师可以

就苏轼的词风进行总结。苏轼一生仕途坎坷，但学识渊博，天资

极高，诗文书画皆精。其文汪洋肆意，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

善用比喻、夸张等，极具艺术风格。

（三）组织交流互动，以趣激意

语文课堂教学由一个个环节和活动组成，高中语文教师可以

嵌顿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等交流活动，让学生尝试走出舒适区，

帮助学生看到更加独特的语文学习视角，促进学生个性化阅读感

悟、全面化阅读成长。每一位高中生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

有着与众不同的思想，也有着个性化的学习习惯、阅读方式。当

教师直接了断传授知识内容或者灌输知识内容时，往往难以起到

积极引导作用，反而对学生造成了不利打击。但师生互动或生生

互动的交流活动能够打开学生视野，积极性的语言、鼓励性的动

作等都能够牵引学生转移到不同学习视角上，帮助学生博采众长、

取之精华，升华自身学习方法、古诗词学习方法，从本质上提高

学生古诗词鉴赏能力。

例如，在教学高中语文必修上册《声声慢》这一部分内容时，

语文教师可通过互动的形式以趣激意，让学生看到词人的愁，去

体会词人情感的变化。首先，语文教师可以带领大家逐字逐句解

读意象，引导学生去品味这首千古绝唱中的愁情。其次，语文教

师可以组织小组讨论，让学生自主选择一个意象，并从其中努力

找出学过的诗句来说明。以淡酒为例，李清照喝了三杯又两盏的

白酒还觉得酒淡，这并非是酒太淡，而是愁太浓，酒力压不住心愁。

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出自范仲淹《苏幕遮》。举酒欲饮无管弦，

醉不成欢惨将别，出自白居易《琵琶行》。多少文人志士借酒抒愁，

留下了一笔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最后，语文教师也应当参与小

组讨论，为每一小组的探究计划给出意见，引导其学习正确的诗

词鉴赏思路。

三、结语

总而言之，高中语文教师应当结合趣味性知识扩充教学内容，

构筑更高效，高质量的语文课堂。结合学生感兴趣的内容导入教

学，以趣导学；为学生构建生动的，形象的诗词意境，以趣入境；

运用小组合作、小组讨论的教学方法切换学生学习视角，以趣激

意。长久地坚持下去，这一教学方式定能够取得惊人的教学效果。

诗词文化千古流传，值得高中生去想象和探究，品味诗中意象、

感悟诗中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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