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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是人的精神家园，是人类审美的集中表现，它有

着其他文体不具备的得天独厚的美育资源。语文教材中的中

华古典诗歌在语言、意境、主题上都是文质兼美适合教学的

典范性诗歌。学习这些典范性诗歌，通过正确的引导、联想、

想象，学生便会从诗歌中发现美、体验美、辨别美，并为表

达美和创造美提供坚实的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文化是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

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

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

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

时代风采 [1]。”

《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初中生“诵读古代诗词，有意

识地在积累、感悟和运用中，提高自己的欣赏品味和审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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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作品所在单元是文言文单元。本单元主题是“先秦名

篇”。众所周知，中国古典诗歌源远流长，说起古诗孩子们

就会想起唐诗、宋词、元曲，中国当代著名学者启功先生，

对此有过一段有意思的评说：唐朝的诗歌是嚷出来的、宋代

诗歌是想出来的、宋朝以后的诗歌是仿出来的、唐朝以前的

诗歌是长出来的。《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我们

最古老的歌谣，是从二千五百年前华夏先民内心里生长出来

的，是最自然、最淳朴的吟唱，可以说他是中国诗歌的源头。

我们有责任让学生通过《诗经》的学习来加强对中华

文化的理解与传承，从而提高学生审美的鉴赏与创造能力，

由此来关注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 [2]。

①引导学生借助本诗，初步了解《诗经》的语言特点。

②学生通过朗读、借助关键词体味本诗的纯美意境。

③学生深入探究本诗主题。

以朗读为依托，学生在美读中感悟主人公和伊人的形

象。而后引导学生将自己脑海中浮现出的画面描绘出来，在

共同欣赏学生的作品的过程中继续深入理解诗歌，探究伊

人更为丰富的形象，从而将诗歌内容和思想意义加以延长

伸展。

建构主义学习观认为，学习活动是学习者根据自己的

知识经验对外部信息进行主动选择、加工和处理，从而获得

提升的过程，而不是被动接受信息的过程。所以，我的教学

活动想要获得实效，必须有学生的积极参与，引导学生在师

生互动的对话中提高自己的审美鉴赏能力。

本课例涵盖了三大主题活动。即鉴赏语言美、描绘意

境美、探究的主题美。

①“鉴赏语言美”这一环节主要是在学生朗读的过程

中体验《诗经》重章叠句、双声叠字的语言特点。

笔者是这样做的：首先，笔者充分利用课前 5分钟时

间播放李健演唱的《在水一方》歌曲视频，歌曲是现代人对

《蒹葭》诗歌的理解呈现，学生易于接受，尤其是歌手的演

唱极富画面感，那诗情画意的演绎，如画般唯美，如诗般悠

扬，把人带入了一幅非常宁静又深情的画面中，直到歌曲结

束，你才会恍惚觉得回到了现实，有种微醺之感。教师运用

无意注意的特点，唤起了学生学习《蒹葭》的渴望。

课上，在学生通读课文的基础上，请三名学生各朗读

一节《蒹葭》，然后再由笔者声情并茂地配乐范读，读罢，

依次提出问题，一步一步地与学生共同分析此诗的重章叠

句、双声叠字等语言特点，学生在与老师的互动中对这些语

言特点有了较深的认识。这样教学，一方面使学生对《诗经》

的艺术特征有了具体了解，另一方面学生和老师你来我往，

共同探讨，活跃了课堂氛围。

②当然，学生鉴赏诗歌的语言美离不开优美的吟诵。

例如，处理朗读“在水一方”这句时，学生起初感受不到主

人公憧憬伊人时的迫切与渴望，笔者就启发他们不妨可以加

一个叹词试试，学生在“在”字前加了一个深情的“啊”，

此时，再把“啊”藏到“在”字里，要求学生把所有的情感

都落到“在”这个字上朗读。处理“溯洄从之，宛在水中央”

也是异曲同工之妙。

在学生遇到困难时，引导他们跳出文本加个叹词，最

后再回到文本，走了一个来回，在这个来回中，学生们感受

到了文字的魅力，领悟了朗读的感情处理，更明白了主人公

憧憬伊人时不可言喻的快乐与欣喜。

诵读是理解文本的手段，学生在吟诵中感受到了诗歌

情景交融之美，教师趁势引导学生进一步品味《蒹葭》朦胧

的意境。苏轼有云：“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让学生把刚才

吟诵时脑海中浮现的画面描绘下来，并进行激情展示。

学生作品 1：

在秋风的吹拂中，一叶轻舟在水中荡过，舟上的我划

桨分外忙，湖上的芦苇都已落上了素白的尘霜。在湖对面的

岸上仿佛有一位姑娘在眺望远方。我驶到对岸，可一切都像

过眼云烟，如梦一场，我的心无比忧伤。白露已尽，而芦苇

依旧苍茫，我在湖中任意飘荡，誓要找到心爱的姑娘。在芦

苇丛中，仿佛伊人正在等待情郎，我到那里却只为自己徒增

悲伤。在凄冷的风中，还存着一丝伊人的幽香，可我依旧迷

茫。夜深了，我枕舟轻眠，梦中，我见到了我心爱的姑娘。

学生作品 2：

雾气朦胧，烟雨蒙蒙的河岸边，茂盛的芦苇随着温柔

的微风轻轻摇曳。正在这时，一位身穿白纱裙的美丽女子映

入眼帘，长发在烟雨中飘舞，那位女子正是我所爱慕的姑娘，

我随着她的身影追去，可她柔美似风一般，在朦胧的秋景中

若隐若现，正如一位温文尔雅、闭月羞花的天仙，让我不畏

艰难地追求她。此时，我有一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

得人憔悴”的心情，但终究还是遥不可及，只能在她经过的

地方徘徊。思念，心中就如同这深秋一般，空寂悲凉。

学生走进主人公的内心，一起感受主人公情感的真挚

和美妙，共同体验主人公追寻的艰难、时间的漫长以及追寻

未果的惆怅失望。学生们的审美体验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与

创造。在这个过程中，笔者就是一名虔诚的观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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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领会了《蒹葭》那朦胧的意境，笔者便可以顺理成

章地引领学生继续深入探究《蒹葭》的主题了。然而此处正

是本课的难点所在，所以笔者在此处为学生搭了一个台阶 [4]。

笔者首先发问：“我们眼前都浮现出一幅朦胧的、缥

缈的图画，图画中的伊人难道只是主人公追求的爱人吗？”

学生回答笔者说：“是幻想中的美人，是自己的爱情。”笔

者继续说：任山重重，任水重重，难阻主人公的意重重，难

道让主人公如此执着追求的只是爱情吗？自古至今，伊人的

形象都是没有定论的，朱熹曾这样说过：“所谓伊人者，乃

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但

是，我们最为看重的是主人公在追寻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执

着无悔。在笔者们的人生中，有没有值得你去如此执着追求

的呢？学生纷纷踊跃回答：“梦想、爱情、未来、希望。”

他们的回答此起彼伏，难点迎刃而解。

这节课，注重引领学生在诵读中提升审美情趣和鉴赏

能力，学生深入地理解了诗人所表达的情感，感受诗歌的语

言美。除此之外，学生描绘脑海中的画面，有助于对诗歌意

境的把握，而且学生也喜欢这个环节，他们渴望展示自己。

本节课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教师是组织者和引导者。希望

这样能有助于学生提高自己的审美水平和鉴赏能力。

总之，中华古典诗歌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和很强的艺

术魅力，集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于一体，是文学殿堂中

的一朵奇葩。古诗词中和谐的韵律，优美的形式，含蓄精炼

的语言，深沉炽热的感情，是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的上好材

料。因此，初中语文教师在古典诗歌教学中应该充分挖掘诗

歌的美，让学生感受到并因此而喜欢古典诗歌，从而提高自

己的审美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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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问题。在实际学生管理工作中，一方面，通过广泛开

展志愿活动、义务劳动等，让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锤炼意志，

塑造品格，自觉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另一方面，在

专业课教学中，可将职业技能实践与思想教育工作有机相结

合起来，培养出具备德高技精的优秀人才 [3]。

总而言之，思政教育一直是中职院校学生管理工作的

重要课题，为了凸显思政教育的有效性，全面提高学生道德

素养，作为一线学生管理工作者必须要根据当下中职教育人

才培养目标、学生的个性特点和各行业对于技能型人才道德

素养的要求，秉承以人为本、立德树人的基本理念，转变学

生管理观念、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团队建设、将思想政治

教育与素质教育、学生日常相互融合，才能促使学生德育素

养得到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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