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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由于应试教育的定势以及教师教学方式的差异，不少中学语文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仍习惯于重“知识的灌输”轻“文化理解和

传承”，极大地削弱了语文的核心素养。初中八（上）语文教材中选录了具有代表性的“建安风骨”作品《龟虽寿》，教学中应当合理引领学

生，体会诗人以歌咏志，看沧海凌云的情怀，让初中生初步感知建安风骨的个性特征，提高欣赏诗词水平，获得自身语文文学素养的提升。

结合教学实际，我就《龟虽寿》这篇诗词课堂教学中的一点新突破做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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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龟虽寿》这首诗词课堂教学中，着重通过吟哦讽诵、深悟哲

思、文化背景等方面进行赏析文本，初步感知其雄健深沉、慷慨激昂的

艺术风格，促进学生更为深刻地对文化理解和传承，提高人文素养。 

1 在吟诵中领悟慷慨激越的情怀 
诗歌学习讲究吟哦讽诵，“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课堂教学课采用

多种诵读方式，如著名主持人、播音员的配乐诗朗诵视频、教师配乐范

读、学生分组朗读， 学生在视觉和听觉的双重情境下能够提升自身文学

感悟能力。 

《龟虽寿》这是一首慷慨激越的抒情诗，这首诗的感情基调没有缠绵

凄恻，格调高远，因此读起来铿锵有力，在诵读中体味建安风骨的鲜明

特点。课堂教学指导学生朗读，初读注意把握朗读时的节奏、重音、韵

律、声调，节奏划分如：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再读则需用心揣摩每

一句诗的内容和情感。课堂情感氛围的营造要逐渐推进，融情入声，于

有声语言中体味无声的情感，如读“犹有”“终为”两个词组时要显得语

速舒缓、语态沉着，转而朗读“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

不己。”这四句诗，一改“及时行乐”的糜风，语势转为高昂，语气转为

奔放，使这位“自强不息”的盖世英豪的形象跃然纸上，要读出诗人热

爱生活的积极态度，自强不息的乐观情怀。 

学生反复诵读，通过表情、动作、声音，走进诗歌的境界，不至于

课堂过于呆板，而将学生的能动性投入到教师的教学内容中，逐渐理解

作者在字里行间表现出的豁达形象，感受建安风骨中的独特艺术内涵，

奠定学生诗文鉴赏方面的良好基础，在情境中领悟诗词的魅力，不断积

累优秀传统文化。 

2 在深思中感受哲学文化底蕴 
《龟虽寿》具有极强哲学意味，诗中的哲思来自诗人对生活的真切体

验，因而写得兴会淋漓，有着一种真挚而浓烈的感情力量。在教学中应

当对文章进行逐字逐句的分析和讲解，引领学生初步感知将生活的感悟

和人生的思考有机融合，分析其中蕴含的哲学文化底蕴。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首句中蕴含了极强的

辩证哲学思想，即便是生活中具有高超技能的神物，在时间的推移和打

磨下也会逐渐衰落，长生不老的现象是不存在的，在自然规律面前任何

生物都是平等的。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一段的情感则由瓶

颈逐渐转化为激昂奋进的态度，即便是年纪渐长，自身的能力也出现了

下降，但是又怎么能够影响我心中喷薄而出的雄心壮志？又怎们能够阻

碍我一腔豪情奋勇杀敌？这是一个盖世英雄的感慨和愤懑，这一段中作

者的笔力沉着，韵律精巧，涵盖的壮志难酬、豪迈辽阔的胸襟跃然纸上。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按照简单的字面意

思进行理解基本上就是人生的长短并不是上天决定的，主要自己具有乐

观向上的状态就能够延年益寿。其中深入理解“养怡之福”并非无所事

事的消耗时间，而是保证一个人能够具备良好的生活状态和思想精神，

即便是人生暮年也不能够意志消沉。由此我们能够看出，在封建时期诗

人也没有困顿在“天命”这种局限的人生观中，其中的豪情壮志可见一

斑。 

总之，诗文节奏跌宕起伏、婉转动人，能够催人奋进、引人深思。

在教学中对诗歌详细地分析和探究帮助学生充分的理解诗歌的深层含

义，层层推进赏析诗中平实易懂语言所表达的情愫，学生逐步领悟《龟

虽寿》全文蕴含着深沉雄壮的豪情，作者曹操自强不息、志存高远的格

调所具有人生追求。渗透对于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影响，陶冶了学生

诗词鉴赏道德情操。 

3 在文化背景中赏析诗词的魅力 
“文章合为时而著。”课堂教学中应涉足诗词的文化背景知识，了解

时代特征，更进一步赏析诗词的魅力。文化背景：东汉末年整过社会政

治思想文化发生重大变化，风云变幻，天下蹦析。时为 东汉末年著名政

治家、军事家的曹操已经五十三岁了，回首人生所经历的旅程---坎坷和

跌宕，所以诗一开头便无比深情地吟道：“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

雾，终为土灰。”对生命的自然规律有理性的认识。 

诗人想到自己已到垂暮之年，一统中原平天下的事业是他的夙愿，

于是力改汉末文人感叹浮梦一生、劝人及时行乐的悲调情绪，慷慨高歌

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自比一匹上了

年纪的千里马，虽然形老体衰，屈居枥下，但胸中仍然激荡着驰骋千里

的豪情。面对家园颓杞，生灵涂炭，像曹操这样有胸怀有抱负的政治人

物，想要力挽狂澜，恢复天下的秩序。但理想的高扬与人生的短暂却无

奈的碰撞，而兵连祸结与政权更替也令政治参与者的命运风雨飘摇。 

然而正是历史的洪流造就了诗人以“梗慨多气”风骨及其内在的积

极进取精神，震荡着天下英雄的心灵，也正是这种可贵特质，充满激情

地所表现出来的爽朗刚健的风格。给文坛带来了自由活跃的空气，蕴含

的是英雄人物不屈的精神和执着的热忱，表达的是以歌咏志，看沧海凌

云的壮志豪情，使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闪灼着夺目光彩，这是《龟

虽寿》诗词魅力所在。通过解读文本联系时代背景，拓展了课堂内容广

度，体味古诗词文化厚度。 

总之，通过吟哦讽诵、深悟哲思、文化背景等方面进行赏析文本，

初步感知《龟虽寿》这首诗雄健深沉、慷慨激昂的艺术风格，促进学生

更为深刻地对文化理解和传承，提高人文素养，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

受语言的魅力和张力，享受课堂文化之旅程，陶冶了情操，学生课堂也

成为了是一种春风化雨般的情感和心灵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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