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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古诗词是语文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聚集，对于学生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和作用，能够陶冶学生

情操，训练学生对语言文字的敏感度。在语文教学中倡导学生自主学习，尊重学生个性化发展，在教学中注重语文文言文和古诗词的欣赏教

学，将学生带入艺术殿堂之中，体会古诗词的魅力，在脑海中建立古诗词画面，领悟其中的意境之美，体会语文知识带来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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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中国历史文化的一步步普及，不断地深入推广，以及新课标

改革的日益推进，古诗词的学习越来越被重视，针对古诗词的鉴赏在试

卷当中的所占比例也变得越来越大，尤其是对于诗歌鉴赏的考查形式已

经慢慢的从客观选择题的形式变成了主观题阐述的形式，这就要求学生

们能够找到其中的古诗词鉴赏的规律、方法以及技巧，真正地走进古诗

意境。本文就以小学语文古诗词鉴赏的教学探究为题，展开论述。 

1 对于古诗词当中的形象、意象以及意境进行分析探究 

更加深入理解古诗词当中的形象，可以让学生更好地体会文章。比

如在“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这句古诗当中，它的形象就在于利用

环境的荒僻，营造出了李凝这一隐者的形象。诗歌当中的形象还指抒情

主人公的形象，也就是作者的形象。在“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这

一句古诗当中，就是利用蝉来阐述作者追求高洁人格的决心。教师通过

对诗词中意境与形象的描写分析，不仅可以有效提高学生对于诗词学习

的兴趣，还能够促进他们自身文学萌芽的产生，促使学生了解诗词，爱

上诗词，真正地感受到诗词的美，继而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 

意象主要是寄托诗人的情感，构成诗歌意境的客观物象，意境是指

诗人的主观情思以及客观景物相互融合而创造出来的浑然一体的一种艺

术境界。意象其实可以说为是构成意境的基础，意境是作者通过意象，

创造出来的具有丰富的艺术情境的画面，领会意境一定要从把握诗歌的

意象方面来入手，根据这个展开联想，进一步理解作品的内容和中心，

以及诗人的思想感情。而意境则是诗词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不同

的古诗词当中，有着不同的使用形式。好的古诗词大多都营造出了具有

广阔的艺术空间的意境，比如慷慨悲壮的、雄浑苍劲的、恬淡自然的，

或者雄浑壮观的、悲壮苍凉的，以及孤独冷寂的意境等等。比如，对于

于谦的《石灰吟》这一首古诗词，主要内容是“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

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首诗属于咏物诗，

作者拿石灰自喻，前两句体现出仁人义士所面临的严峻考验，后两句彰

显出作者立志清白，整首诗营造出了一种不怕牺牲，忠肝义胆的意境，

和面对严峻危难时从容不迫、视若等闲的气度。教师可以在课堂上为学

生呈现出这首诗词中的意境，让学生感受到诗词之中的恢弘大气与哀婉

不屈。 

2 注重对古诗词的表达技巧的渗透教学 

在古诗词的教学中，老师们要注意对古诗词表达技巧的渗透，帮助

学生掌握和积累一些必要的古诗词术语以及词汇。比如，借景抒情，托

物言志等这些表达技巧的了解和学习，对于它们的使用特点有所了解，

能够学会运用这些术语来进行古诗词的鉴赏。通过这样的方式教师不仅

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还可以增强他们对诗词的感知能力。 

比如，陆游的《示儿》这首诗就运用了抒情的表达方式，而且是直

接抒情，饱含了一个赤子无限深沉的悲伤和期望。教师在对这首诗的讲

授时，为学生介绍诗人的相关创作背景，了解作者的表达技巧，继而帮

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感悟。再比如，在进行杜甫的《绝句》这一首古诗

的教学中，要让学生感受到作者通过对于刚抽新芽的柳枝，成双成对飞

的黄鹂，以及自由自在的白鹭，一碧如洗的青天的运用，来让颜色变得

鲜明，让画面变得新鲜并且明丽，创造了一幅绚丽的图景，利用色彩的

渲染，表达出一种愉快的情感，通过这样的方式，反衬出思归的感伤之

情。 

3 在古诗词鉴赏的同时注意其中修辞手法的运用 

古诗词当中的修辞手法，很多一部分都和散文文章当中的修辞手法

是一样的。在教學的时候，可以利用图片和声响的播放，帮助学生发现

和体会古诗词当中的修辞手法，并且能够学习、掌握和运用。 

比如，在对刘禹锡《望洞庭》这首古诗词进行教学的时候，可以先

出示洞庭湖怀抱中的君山的远景图片，引导学生去观察、描述，然后再

回到诗句“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这一句当中，感悟“螺”

字的巧妙运用，将皓月银辉下的君山比作为银盘里的青螺，渲染出色调

淡雅，山水浑然一体的意境图像。在教学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时，结

合庐山瀑布的图片和声响，让学生先感受其气势，然后读诗句，领悟诗

中夸张手法的运用，将瀑布一泻千里的气势展现得淋漓尽致，好像就在

眼前一般。利用修辞的知识去鉴赏古诗词，能够让学生更好地感受古诗

词的魅力。 

4 总结 

古诗词是中华文化当中最为灿烂的一页，当然，也是语文教材当中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所以，语文教师在进行教学的过程当中，立足于诗

词的本身，注意引导学生进行鉴赏，培养学生对古诗词的赏析能力，助

于学生对课外古诗词的阅读和学习，最终达到提升学生语文综合素养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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