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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词是高中语文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古诗词教学过程中，教师一方面应当通过引导学生

诵读古诗词，带领学生感受古诗词的韵律美以及意境

美，在这个基础上培养和提升高中生的古诗词鉴赏能

力；另一方面，高中语文教师应当从古诗词的文化传

承方面着眼，将古诗词作为传承中华文化的一项重要

途径，通过带领学生阅读、欣赏，加深对于古诗词的

理解，引导学生感受古诗词以及以此为载体的中华传

统文化的魅力，从而使学生形成更为强烈的民族自豪

感，主动的学习和传承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当前阶

段，其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教学方法相对单调，由于

有高考指挥棒的作用，教师一般会将对于古诗词的知

识教学作为重点教学内容，而忽略对于古诗词的阅读

和鉴赏，这种情况下，首先会造成学生对于古诗词的

了解受限，还会影响到学生对于古诗词的学习兴趣，

从而降低古诗词教学的实际效果。针对这一问题，本

文对高中阶段古诗词教学有效性的提升进行了论述。

一、结合信息技术功能，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相对于其他文学作品，大部分古诗词都是文质兼

美，在形式上，古诗词的结构和韵律都可以令人产生

美感，在内容上，古诗词或言志，或抒情，或论理，

过程中作者都会结合一定的写作手法，将所要表达的

内容含蓄的传递出来，这种富于中华特色的美，在古

诗词当中表露得淋漓尽致。而高中教师在教学古诗词

时，首先要激发学生对于古诗词的学习兴趣，只有当

学生对于古诗词真正感兴趣的时候，他们才会注意到

古诗词所蕴含的美感，才会更为积极主动的对于这些

美感进行探究和体会。随着信息技术功能的不断发

展，高中语文教师可以将古诗词教学与信息技术的相

关功能相融合，将古诗词以画面，音乐，动画等效果

展示在学生的面前，甚至可以利用网络当中与古诗词

内容相关的影视剧作品，来唤起学生对于古诗词的关

注。比如在进行李白的《将进酒》的古诗词学习中，

教师需要运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播放一段朗诵视频，

让学生从中进行语调的变化，以跌宕起伏的形式，全

面进行古诗词的课程延伸，此时学生不仅能够很好地

进行文章的提取，同时也能深深的进入到这首古诗的

学习之中，增强学生的探索兴趣，全面变革古诗词的

教学结构。运用信息技术很好的优化古诗词的学习氛

围，不仅能够让学生深刻地理解文章中作者的情感变

化，同时也能加深学生的了解，让学生潜在的学习兴

趣得以持续的上升[1]。

二、利用积累整合，养成学生的良好学习习惯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在古

诗词教学过程中，无论是熟读、背诵、抄写，都是古

诗词积累的重要手段，当学生有了更多的古诗词积

累，他们的文化积淀就会更为丰富和充实，在日常的

学习过程中，学生就可以将自己的积累与平时的学习

内容进行有效整合，使其自身对于古诗词的理解更为

深入，并能拓展对于古诗词内容的应用。因此，在高

中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进行有效的古诗

词积累。首先，教师可以训练学生养成写诗词笔记的

习惯，无论是课文当中学到的古诗词，还是学生平时

自己涉猎的古诗词，只要是学生自己认为好的，都要

随手记下来，教师可以不定时对学生的古诗词笔记进

行抽查，以督促他们进行更多的积累；其次，教师要

帮助学生，加强积累的系统性，引导学生对自己所做

的笔记进行梳理和总结。最后，还要根据古诗词的类

型，进行科学化的汇总，要让学生体会不同的语境，

把握其中的中心思想，积累丰富的阅读素材，全面进

行古诗词课程的探索，以更好地培养学生主动欣赏的

良好习惯。比如一提到思乡，学生会自然而然地想到

《静夜思》，并对这首古诗进行深刻的感知，同时学

生也能把教材中的内容进行统一和结合，真正挖掘出

《芙蓉楼送辛渐》《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回

乡偶书二首》这些古诗词中的不同之处，真正把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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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核心思想，掌握古诗词的创作技巧，促使学生的认

知意识更加强烈，真正找到赏析古诗词的捷径，帮助学

生积累更为丰富的学习经验，巩固学生的学习效果。

三、结合朗读背诵，体会诗词的思想意蕴

古诗词的魅力之一，就是行文流畅，富有韵律

美，读起来朗朗上口，富有节奏感。在高中语文教学

过程中，教师要引领学生感受古诗词的魅力，体会古

诗词的思想意愿，可以从朗读和背诵入手，俗话说

“读书百遍，其义自现”，古诗词朗读更是如此，很

多古诗词所传递的思想感情，是不可言传，只能意会

的，我们一旦将其翻译出来，往往会使之失去其本身

所拥有的美感，但通过朗读，或者是背诵的形式，我

们可以带领学生充分地感受作者的情感表达，有效的

体会诗词内容的跌宕起伏。当然，朗读与背诵过程中

难免枯燥，这就需要教师在引导学生朗读背诵时，采

用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将各种朗读方式融入教学过

程当中，并通过师生共同分析，或者是对重点语段进

行深入解读，在加强学生理解的基础上，提升朗读效

果，为背诵打下基础。例如，在讲诗仙李白的《蜀道

难》的时候，整篇文章主要是用山川的凶险暗喻蜀道

之困难，主要给人传递一种荡气回肠的直爽感觉，整

首诗还表现出李白的浪漫主义色彩以及赞扬了美好祖

国的大好河山，当时对整个国家前途忧心忡忡的心

情，可谓复杂至极。只有通过有感情地朗读文章，将

自己置身其中，才能真正体会到诗人当时的复杂情

感。教师先让学生进行一次完整的朗读，然后将基础

知识和学生进行一起探讨，根据古诗词的含义进行自

己朗读，相互交流心得[2]。

四、开展群文阅读，提升学生的古诗词鉴赏能力

对于高中学生而言，除了积累运用，朗读背诵之

外，开展有效的古诗词鉴赏活动，既是提升学生古诗

词文学素养的途径，又是古诗词学习的重要一环。通

过有效的古诗词鉴赏教学，教师可以引领学生加深对

于古诗词的理解，并可以引导学生通过解读古诗词，

感受作者的思想境界，品质情操，从而真正将古诗词

当作是一种文化现象，开展卓有成效的拓展阅读；另

外，在古诗词鉴赏教学过程中，学生需要适当的表达

方式，将其对于古诗词的理解，感悟表达出来，因

此，提升学生的古诗词鉴赏能力，也是提高学生语言

表现力，培养学生语言素养的一个重要途径。高中语

文教师可以采用群文阅读作为古诗词鉴赏的一个重要

方式，通过这种阅读形式，学生可以涉猎更多古诗词

内容，其对古诗词的鉴赏过程也会更富有针对性。比

如，以“乱世李清照”为议题，可以构建《醉花阴》

《声声慢》《一剪梅》《武陵春·春晚》等群文，深

入分析作者词风的变化与经历的内在关系。不难看

出，李清照的词作前期多为闺中生活和爱情生活，静

雅悠闲、温馨甜蜜；后期伴随战乱，在历经国破家

亡、人世沧桑之后，其词风多有沉郁忧伤和苍凉凄凉

之感。《醉花阴》中有“怎一个愁字了得”的苦闷，

《武陵春·春晚》也不乏“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

先流”的悲凄之苦。古诗词是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和

审美情趣的关键，教师可以分别从意境、音律和情感

的角度，引导学生体会中国古诗词的“美”。

五、创设诗词意境，培养学生的感知能力

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作品形式，古诗词同样可以

为学生带来独特的审美体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

创设与古诗词相关的意境，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于教

学内容的理解，还可以使学生产生与古诗词作者之间

的情感共鸣，从而提升和发展学生的感知能力。在这

方面，教师可以综合运用各种教学策略，其目的是使

学生的感情与古诗词的表达相融合，丰富学生的想象

力，引领学生真正走进古诗词的世界。在课堂上，教

师可以利用范读，或者为学生播放网络当中古诗词的

朗读音频，去体会作者在创作古诗词过程中的情感脉

络，还可以适时地增加音乐，画面的内容，使古诗词

意境更为具体地呈现在学生的面前，引导学生对古诗

词内容在头脑中进行二次加工，激发学生的形象思

维。如在讲解《雨霖铃》时，首先让学生倾听李叔同

的《长亭送别》，让他们结合自身的经历和体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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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去体会歌曲所包含的情感，再自然而然地引入诗

句。学生在刚接触课文时，对“伤离别”这个信息虽

然感到陌生，但只要将那些陌生的信息与学生熟悉的

一些形象可感的经历和体验加以联想、比较，他们自

然能感同身受，深刻体会诗人的那份离别之苦。

六、探索诗词的独特韵味，锻炼学生的语言素养

古诗词课程中拥有着独特的气息，而其中的韵味

是十分明显的，能够开发学生的想象力，充分体现其

语言的功效，不再单纯地进行知识的灌输，而是全面

进行课程的调整，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作为高中语

文教师，需要充分挖掘和探索古诗词中独特的韵味，

然后凝聚其智慧，探索其中的教学真谛，让学生产生

身临其境的感觉，不断地进行课程的整合，要把古诗

词中优美的语言，与学生的实际发展进行密切的结

合，能够帮助学生慢慢地积累丰富的素材和资料，全

面进行课程的探索和表达，能够引导学生积极地进行

语言的运用，并从古诗词中深刻地进行体会，这样才

能确保学生进行深度的理解，锻炼学生的语言素养，

触动学生的灵魂，引发学生与古诗词之间的情感共

鸣。比如在进行李商隐的《锦瑟》课堂教学中，教师

需要深度地挖掘，这首词中所蕴含的情感，要让学生

一起品尝到古诗词中所蕴含的精彩信息，然后让学生

体会到诗人对妻子的怀念之情，然后从中提取优美的

语句，进行形象的语言表达，真正领略到语言的无限

魅力，此时也能很好地拓展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促

使学生的想象力得以全面的展现。

七、挖掘诗词的文化内涵，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

古诗词课程中所包含的文化气息是浓厚的，打

破应试教育的束缚，促使其中的文化资源更加丰富精

彩，让学生内心深处产生强烈的认知意识，才能确保

学生文化修养和水平的不断提高。作为高中语文教

师，需要全面探索古诗词中的文化内涵，借此进行多

元化的融合，让学生紧紧围绕古诗词的变革，而不断

地进行探索，传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真正体现

学生的独特之处，能够把其中精彩的片段与学生的实

际需要进行统一，全面提高学生参与文化的热情，能

够不断地增强学生的文化修养。比如教师可以让学生

观看《中国诗词大会》的播放情况，然后激发学生内

心深处对古诗词的热爱之情，带领学生进行深度的资

源探索，营造出委婉清丽的古诗词氛围，促使整体的

文化特色，更加明显。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能够突

出古诗词的文化知识，同时也能让学生更加深刻地进

行感知，优化课程的体系，深层次的进行文化内涵的

提炼，从整体上进行课程的调整和规划，要让学生产

生强烈的自主意识，担负起传承优秀文化的重任，全

面进行课程的安排，提高高中语文古诗词的教育教学

效果。

八、加强课外阅读，拓展学生的古诗词范围

高中阶段，学生在教材当中所接触的古诗词，仅

仅是我国浩如烟海的古诗词宝库当中的沧海一粟，要

切实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达到传承我国语言文化的

目的，还需要高中语文教师对学生的古诗词学习内容

进行有效的拓展，在这方面，加强课外阅读，无疑是

一条重要的教学途径。首先，指导学生进行更为广泛

的古诗词课外阅读，可以丰富学生的语文知识储备，

使学生在即将到来的高考当中能够有更多可供使用的

文学资源；其次，通过进行古诗词的课外拓展阅读，

可以帮助学生形成古诗词阅读体，使学生的语文学习

将更为广阔，更为深入的方向发展，引领学生站在更

高的角度审视古诗文的创作与发展，在拓展学生学习

视野的同时，丰富学生的学习体验，提升学生的学习

能力，加强学生的学习效果。比如在进行《诗经》的

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适当地进行拓展和延伸，探索

课内外知识联系的方式，要让学生深刻地体会到这首

诗词创作的时代背景，并主动的进行修辞手法的研究

和分析，轻车熟路地进行课程的探索和更新，从而全

面感悟到“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唯美境界，能够

很好地进行阅读理解能力的提升，拓展学生学习古诗

词的范围，确保这首诗词的内涵印刻在学生的脑海之

中。通过课内外的有机统一和结合，不仅能够巩固学

生的学习效果，同时也能提高学生对古诗词的认知意

识和水平。

九、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高中学生而言，学习古诗词学

科的重要内容，也是发展学生自身文化素养，提升学

生文化气质的重要途径。在开展古诗文教学过程中，

高中语文教师应当站在大语文的角度，利用各种行之

有效的教学策略，对于古诗词的教学内容进行有效拓

展，领导学生深刻体味和感悟古诗词的魅力所在，并

带领学生尝试更为多元化的学习方式，在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的同时，提升学生自主学习和鉴赏古诗词的能

力，诗古诗词成为一种文化积淀，有效的融入高中学

生的认知及情感当中，为学生奠定良好的文学功底的

同时，实现古诗词文化的有效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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