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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初中语文《新课标》实施力度的不断加大，诗词教学的任务与目的正在发生着悄然变化，学生不仅要牢记诗词内容，更要掌握

诗词内容中所隐含的深层寓意。基于此，广大初中语文教师要立足这些新要求，在诗词教学中不断地加以改变，进而确保学生能够更加深入

的了解、掌握所学诗词，还要助力学生将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下去，满足初中语文《新课标》为诗词教学所提出的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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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绵延不绝，这得益于对中华文化的世代传承，

在这其中，古典诗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新时代背景下，为了更好地弘

扬中华文化，有必要强化学生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学习，这就需要语文教

师在诗词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对学生认知能力的培养，以帮助他们更加

深刻地理解这些中华优秀文化遗产，更好地做到传承。  
1 借助多媒体设备激趣  
在实际的初中语文诗词教学中，教师要想采用“以趣入境”的教学

方法，还必须借助多媒体设备，通过多媒体设备为学生创设适宜的教学

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实际的操作中，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设

备，为学生播放一些与诗词内容相适宜的音频或视频，通过这些音响视

频，帮助学生对诗词内容建立初步的感性认识，从而促使他们更积极地

探究这些诗词蕴含的意境。  
例如，在学习《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首古诗时，教师就可以借助

多媒体设备，为学生创设适宜的教学情境，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帮助

他们对这首诗的内容建立初步的感性认识，从而促使他们积极参与到课

堂探究活动当中，感悟出该诗蕴含的意境。  
2 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以往单一的授课模式已经不再

能满足教学的需要。因此，教师应该多多开发新颖高效的途径、采用多

元化的方法来辅助教学，同时营造一个良好的课堂氛围，让学生在学习

中享受快乐。例如在课堂上教师可以开展合作式的学习，将学生划分成

几个小组，让小组成员自由讨论，共同完成鉴赏诗歌的任务。这样既能

集思广益，得到最佳答案，又能培养学生的合作探究能力，可以说是一

举两得。此外，教师也可以将多媒体设备引入诗词教学中，通过创设意

境等方法来加强学生对诗歌的理解。例如我在讲解苏轼的《水调歌头》

时，就用多媒体设备为学生播放了一首由邓丽君演唱的同名歌曲，优美

熟悉的旋律一下子就将同学们带入到了诗歌描写的意境中，有利于学生

充分感知诗歌的含义，使课堂教学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3 建立以学生为主体的诗词教学模式  
在学生的日常学习中，除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也是学生学习的一

大方面。在诗词的学习中，也需要家长参与进来，配合教师共同达成教

学目标。在家长与教师的互动交流中，需要教师与家长达成一致，共同

监督学生对古诗词的学习和鉴赏。在双方的沟通下为学生设计一个合适

的学习方案，从而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让学生在生活中感受到古诗词的

魅力，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和语文学习的素养。在进行《归园田居》一

文的学习时，由于诗词所展示的是清新淡雅的田园生活。教师就可在课

程开始前为学生播放中国传统的古典音乐，如古筝、洞箫等传统音乐。

而后让学生在欣赏音乐时抛出问题，让学生思考诗词内部的问题。如“陶

渊明为何弃官归家，选择田园生活？”让学生伴随着音乐进行思考，并

对学生的个性化、多样化答案进行肯定，帮助学生构建多样化的思维。

让学生在思考时进入作者的精神世界，以此培养学生的理解能力和学习

能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4 细化步骤，层层推进  
华夏文明博大精深，五千年历史源远流长。而作为浓缩了文化精华

的代表——诗词更是备受关注，民间一直就有“唐诗宋词”的说法，可

见人们对于诗词文化的推崇。在教学中，如果只是要求学生“有感情的

朗读”，此要求不具体，学生就会随意的读。怎么“有感情的读”？我们

可以细化为几个步骤，首先，要读好停顿，读出节奏，这样才能体现中

国古诗的音乐美。指导学生诗中的停顿可以按照音节来划分，也可以按

照意义来划分。读好停顿能形成语言的空白美，形成古诗的节奏而使诵

读朗朗动听。其次，诗是抒情味最浓的 再比如在教授《月下独酌》时，

可以让学生们反复吟咏，在吟咏的过程中想象诗人在月光下喝酒的情景，

体会李白饮酒中的豪气和赏月时的舒适安逸，让学生们体会这首诗中豪

和逸相结合的清狂之意；体会诗人的骄傲和对污浊现实的轻蔑；体会诗

人在饮酒赏月时的孤独寂寞之情。品读诗句李白在月光下缓步慢行时，

教师可以让学生们在吟咏的过程中体会作者心平气和的闲适之情以及孤

独寂寞之情。  
5 加宽学生知识面  
受到教材内容以及版面方面的限制，教师在实际教学中无法将诗词

内容进行详细罗列，教师在实际的教学中需要更加注重教学内容的融会

贯通，拓宽学生知识面，实现教材内容的拓展，为学生呈现更加完整的

内容，实现教学的主次分明。例如，在辛弃疾《清平乐·村居》的教学

过程中，教师需要将辛弃疾层次性的人生经历进行讲解，让学生了解这

首词所表现的意图。辛弃疾在北方出生，目睹了统治者的践踏，生存环

境非常的艰难，实际的教育大多是大气凛然的气节，在成年之后就加入

到抗金队伍，虽然无数次失败，但是却仍然没有放弃希望。  
诗词在考试中占的分数越来越大，所以我们要特别重视诗词的学习，

诗词的学习不仅要学会背诵，还要理解诗词的意思，体会诗词的意境，

明确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这就需要老师利用自身的知识来引导学

生，学习体会诗词之美，陶冶情操，慢慢让学生对诗词感兴趣，进而在

诗词学习方面更上一层楼。每一首入围初中语文课本的经典诗词，都是

古代圣贤感情饱满，体现社会风气与环境的代表性佳作，所以以趣入境

品诗意，带领初中学生们欣赏古典作品，是语文教师们不可推辞的责任。

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重视兴趣在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作用，优化教学模式，

更新教学模式，提高创新意识，体会古典作品的美与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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