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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诗词教学是高中语文学习的重要内容，以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试验教

科书《语文》（必修）为例，共选古典诗词22首，其分

布如下：

第二册第二单元“含英咀华”选取诗经、楚辞、

汉魏六朝诗歌七首，包括：《诗经》两首《氓》、《采

薇》，屈原《离骚》，《孔雀东南飞》，《古诗十九首》中

的《涉江采芙蓉》，曹操《短歌行》，陶渊明《归园田

居》（少无适俗韵）。这一单元的教学要求是：“要注

意反复吟咏，体会诗中的思想感情，注意不同的作

品在创作手法上的独创性，还要注意不同诗体的节

奏，感受由此产生的不同情趣。”[1]

第三册第二单元“感受与共鸣”选取唐诗七首：

李白《蜀道难》，杜甫《秋兴八首》（其一）、《咏怀古

迹》（其三）、《登高》，白居易《琵琶行》，李商隐《锦

瑟》、《马嵬》（其二）。这一单元的教学要求为：“要

在理解诗意的基础上，进入诗歌的情境，感受古代

社会生活与古人的情感世界，领略古人的独特审美

情趣；要注意联系不同时期，不同创作背景和不同

的创作风格的解读，注意在朗读背诵中提高对诗歌

思想内容和艺术旨趣的感悟能力。”[2]

第四册第二单元“情思与意境”选取宋词八首：

柳永《望海潮》（东南形胜）、雨霖铃（寒蝉凄切），苏

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

声），辛弃疾《水龙吟·登健康赏心亭》、《永遇乐·京

口北固亭怀古》，李清照《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

昼）、《声声慢》（寻寻觅觅）。教学要求为：“欣赏时

要反复吟咏，体会其声律之美；也要在理解作品内

容的同时，运用联想和想象，领悟其中情与景浑然

交融的意境。”[3]

所选取的这22首诗词皆是名家名作，很具有代

表性，从教学的要求来看，要达到以下目的：阅读作

品，品味语言，感受其思想、艺术的魅力，发展想象

力和审美力，培养鉴赏诗歌的能力，提高审美情趣。

这22首诗词在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古代

文学作品选》中全能找到。古典诗词在大学里的教

法，一般有三种方式：一是分时代讲解，按照古代文

学的发展历程，在文学发展史的串讲中来介绍代表

性的作家作品；二是单篇赏析，重在艺术风格、思想

内涵等的分析；三是把古典诗词列为一个个专题展

开鉴赏。中学阶段的古诗词学习是按单元进行，每

个单元都有侧重点，通过课文讲解与“研讨与练习”

来完成学习要求。中学语文新课标、新教材的实

施，对语文教师的文学作品教学能力提出了前所未

有的新要求，作为中学语文教师摇篮的汉语言文学

专业，必须调整自己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以适应中

学语文教改的新形势，力求在教学设计上下大功

夫，使文学课程的教学更合理、科学，并具有艺术

性。那么，在古典诗词教学中，教师应怎样指导学

生学习掌握一定的方法呢?

一 从题目、作者入手，对作品进行整体把握
首先是指导学生审视题目。透过诗歌题目，我

们可以了解作品的内容范畴：是抒情诗还是叙事

诗，是思乡诗还是送别诗，是咏史诗还是咏物诗，是

边塞诗还是田园诗，由此能大致推断出作者的思想

情感。比如《秋兴》，秋，是季节之秋、身世之秋；兴，

是因物感兴、触景生情的意思，从题目就能获得一

些信息。

其次是让学生了解作者。诗人的人格风范可

以在诗歌中感召后人，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写

作风格，又由于各自的经历、境遇不同，诗中的思想

内容异彩纷呈。如曹操，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事家，

他的诗主要抒发自己的雄心壮志和政治理想，用乐

府旧题写时事，格调苍凉、清峻，开建安文学风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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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如李白，他那火焰一般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

和叛逆精神构成了热烈、积极、反抗的诗歌基调，他

的诗歌往往采用宣泄式、跳宕式的抒情方式，阅读

李白的诗歌就要去感受他追求自由个性与纵横变

幻、天马行空的才情。如杜甫，遵循真实地、形象地

反映现实生活的原则，他经历安史之乱，很自然地

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融入诗歌中，其诗往往将

浓厚、深沉的忧郁苍凉之情，通过雄浑而凝重的笔

调，波澜变化、层次曲折的结构，抑扬起伏的音韵表

现出来，形成沉郁顿挫的创作风格。李商隐一生备

受党争之祸，仕途坎坷，诗歌往往隐晦含蓄、深情绵

邈、典丽精工。苏轼将士大夫积极入世、恪守信念

的人格理想与超越世俗、追求艺术化的人生境界融

为一体，巧妙地解决进取与退隐、入世与出世、社会

与个人等相互纠结缠绕的矛盾，并在其文学作品中

加以充分的表现。

其三是了解写作的时代。秦音、汉韵、唐风、宋

彩，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精神特质。以形式而

言，《诗经》主要是四言诗，《楚辞》是杂言体，汉代五

言诗和七言诗开始兴起，唐代五、七言律诗的格律

成熟。

二 通过意象分析，领会诗歌境界
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意境是指

作者的主观情意与客观物镜互相交融而形成的艺

术境界。”（《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4]P23意象是构成

意境的关键，就如袁行霈所说：“意境的范围比较

大，通常指整首诗，几句诗，或一句诗所造成的境

界；而意象只不过是构成诗歌意境的一些具体的、

细小的单位。”（《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4]P54）那么，品

味诗歌，首先要学会意象的分析，进而进入诗歌的

意境。如：柳永的《雨霖铃》中明确体现感情基调的

词句是“多情自古伤离别”，整首词的感情是悲伤愁

苦、哀婉、凄清。将这种情感表现出来的正是一个

个的意象：寒蝉、长亭、骤雨、兰舟、泪眼、烟波、暮

霭、楚天、清秋、酒、柳、风、月等，这些意象共同担负

着交流思想感情的任务，进而带领读者进入到难舍

难分的境界中。柳永这首词的意境，就是借助这些

富有情趣的意象以及它们的交互作用而形成的。

在中国古典诗词中，许多意象有其特有的意

蕴，并渐渐趋向定型，同时借着辞藻固定下来。读

者在欣赏诗歌的时候，可以运用自己的联想和想

象，进而体会诗歌的感情。对有些常用意象，就可

以运用归纳法：比如“月”，其一，神秘、美丽、富有典

雅气息，与女性的美丽、浪漫情事有关；其二，月有

圆有缺，人世间也有相聚与别离，离别相思之情便

可寄托于月中；其三，月永恒而人生短暂，月无限而

人生有限，因而月的意象中便寄托了宇宙人生的思

考。

其实，一个诗人有无独特的风格，也跟他所常

用的意象有关联。比如，屈原的诗歌中的香草、美

人、和众多取自神话的意象；陶渊明风格与菊、酒、

山林、田园、飞鸟等意象有关。

三 把握技巧，突显艺术特色
表达技巧是指文章运用了哪些写作原则、规律

和方法来表达文章的内容。诗歌的表达技巧是诗

歌鉴赏的主要内容。常见的表达技巧有：对比、烘

托、衬托、渲染、直抒胸臆、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情

景交融、托物言志、虚实结合、借古讽今、动静结合、

联想、想象、象征、用典等等。

比如，李白《蜀道难》先写蜀道开辟之难：时代

久远的神话传说，给诗篇染上一层光怪陆离的色

彩；接着写蜀道行走之难：从山之高峻、路之险阻、

气氛之愁苦等方面加以描绘，增加了诗篇动人心魄

的力量；最后写蜀地形势的险恶和环境的险恶，并

有所寄寓。李白把想象、夸张和神话传说融为一体

进行写景抒情，给人纵横变化、奇妙无穷之感。李

商隐《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

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

已惘然。”这是李商隐诗歌中较为难解的一篇，诗曰

《锦瑟》，但并不是诗歌的主题，诗中有一系列的隐

喻，或以为“悼亡之诗”，或以为“自伤之词”，或以为

自诉恋情，无论何解，诗中都弥漫着凄迷哀怨，都有

一种深情绵邈、托兴幽远的朦胧美，诗人运用象征

和隐喻让读者自己去感受一种心绪一种心境。辛

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下片用铺陈手法连用

《晋书·张翰传》、《三国志·魏志·陈登传》、《世说新

语·言语》三个典故，表达自己有心报国，无路请缨，

英雄寂寞的悲愤。

四 培养语感，品味诗歌语言
诗歌语言是一种特殊的艺术语言，因此阅读欣

赏诗歌，首先应该熟悉这种语言，“对词语的音调、

色彩、修辞以及联想效果有一种敏感，这也就是我

们常说的语感。而这种语感，又必须在一定的语境

中含英咀华、潜移默化而来。”[5]诗歌之所以为诗歌，

关键在于它的语言独特。中学阶段强调对诗词的

“反复吟咏”、“朗读背诵”，对培养语感很有效，大学

对这一环节反而重视不够。其实诵读得法，会有很

大的收获，通过诵读可以了解诗歌的内容、感受诗

歌语言魅力，体味诗歌情感。因而在诵读的教学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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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中，教师要加强必要的方法指导：诵读前，要渲染

气氛，激发情感，以引起共鸣；诵读时，教师要精心

指导学生注意节奏、声调、停顿、强弱、长短的错综

变化与节拍音乐的美感，要读出诗人的情绪，将诗

的感情转化为艺术感染力；诵读后，教师要及时对

存在问题的地方进行指导，要让学生亲身体会那种

情感，用自己之口感悟诗词魅力。如《诗经》在语言

上多采用双声叠韵、叠字连绵词来状物、拟声、穷

貌，很有节奏感。《离骚》运用香花、香草的名称来象

征性地表现政治的、思想意识方面的比较抽象的概

念，不仅含蓄有寓意，而且从直觉上增加了作品的

色彩美，全诗以四句为一节，每节中又由两个用

“兮”字连接的若连若断的上下句组成，诗歌有一种

回环往复的旋律。

通过品味语言，还能捕捉诗人的情感。诸如，

曹操《短歌行》“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豪情；杜甫

《登高》“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苍

凉；苏轼《定风波》“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超脱；

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

戚”的悲苦。

五 注重知识牵引，深挖作品内涵
诗歌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渐入诗的佳境，感悟

诗歌魅力，从而提高对文学艺术作品鉴赏的水平和

能力。要提高鉴赏水平，首先要学会思考，学会举

一反三，大学古典诗词教学就应注意这方面的训

练。

比如，高中教材《登高》“研讨与练习”中就有这

样一道题：“宋代的罗大经指出《登高》‘万里悲秋常

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这联诗含有八层意思，你能

读出几层意思来？试做具体分析。”其实就要求学

生挖掘作品内涵，能进行合理解读。罗大经的八层

意思是：“盖万里，地之远也。秋，时之惨凄也。作

客，羁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暮齿也。多

病，衰疾也。台，高迥处也。独登台，无亲朋也。十

四字之间，含八意，而对偶又精确。”[6]的确，这十四

字意蕴丰富，值得玩味。

再以李清照《醉花阴》为例，词中“莫道不消魂，

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最受人赞赏，盖因取喻的新

奇传神，言情的含蓄蕴藉。以人比花并不新奇，但

李清照的黄花是眼前之物，即景设喻，极为自然；菊

花不雍容华丽，花瓣多长且垂，色泽以黄为基调，易

与“瘦”联系；再加之菊以高洁典雅为品，与人精神

相通，“人比黄花瘦”写相思不露不俗，新奇又传

神。司空图认为含蓄的主要特征是“不著一字，尽

得风流。语不涉己，若不堪忧。”（《诗品·含蓄》[7]）

“瘦”字用得极妙，是词眼。以这首词的讲解为契

机，可以引导学生去总结知识、思考问题。

如，总结李清照“瘦”字的使用。李清照的词作

中直接使用“瘦”字的有七处：“知否，知否？应是绿

肥红瘦”（《如梦令》）；“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点

绛唇》）；“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醉花阴》）；“渐秋阑、雪清玉瘦，向人无限依依”

（《多丽》）；“鹤瘦松青，精神与秋月争明”（《新荷

叶》）；“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凤凰台上忆

吹箫》；“玉瘦檀轻无限恨，南楼羌管休吹”（《临江

仙》）。“瘦”体现了李清照的审美追求。

再如，思考如何用具体的景物把抽象的内在情

感状态描述出来。“愁”是一种情感状态，如何才能

使人具体可感呢？正如罗大经《鹤林玉露》所云：

“诗家有以山喻愁者，杜少陵云：‘忧端如山来，澒洞

不可掇。’赵嘏云：‘夕阳楼上山重叠，未抵春愁一倍

多’是也。有以水喻愁者，李颀云：‘请量东海水，看

取浅深愁’，李后主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

江春水向东流’，秦少游云：‘落红万点愁如海’是

也。贺方回云：‘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

风絮，梅子黄时雨。’盖以三者比之愁多也，尤为新

奇，兼兴中有比，意味更长。”[8]这里提出诗词中的比

喻有各种表达法。可以是以一样东西即一个词来

作比。如秦观《千秋岁》“落红万点愁如海”，以海来

比愁；可以是用词组和句子来作比，如杜甫《自京赴

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

愁绪像终南山那样高，无边无际，不可终止，用“齐

终南”这个词组来比“忧端”。赵嘏用“山重叠”这个

词组来比“春愁”。李煜《虞美人》用“一江春水向东

流”这句话来比“几多愁”；也可以用多样事物来比

喻某种情绪，如贺铸《青玉案》用三样东西来比闲

愁：“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烟草、风

絮、梅雨都是江南暮春凄迷的景色，用来比喻绵延

不绝的闲愁最是恰当。

总的来说，大学阶段古典诗词的教学，不仅是

知识的讲解传授，还应该教会学生学习古典诗词的

方法，有效地培养学生的文学素质，让学生在今后

的教师岗位上能熟练运用所学知识和技巧去解决

实际问题，适应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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