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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导向下的高中语文古诗词鉴赏教学策略分析

◎刘建龙
摘要：语文古诗词教学工作，一直都是教师主要的教学内容，伴随着学生的学习全过程。在小学阶段的教学开展中，

教师一般会格外地重视对古诗词的背诵教学，而在进入到了高中阶段，则主要是基于语文核心素养的角度出发，让学生可

以在学习的过程中，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在本文的分析中，就主要基于核心素养导向下，在高中阶段开展的古诗词鉴赏

教学工作进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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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高中阶段的教学工作中，开展

古诗词的鉴赏教学工作，往往需要保障教

师能够具备一定的教学技能，同时从艺术

价值以及含义较为丰富的古诗词当中，提

取一些学生需要的内在精神品质，全面提

升学生的鉴赏能力，这样在让学生积累了

语文基础知识之外，可以起到培养学生综

合素质的作用。

一、核心素养下的高中语文教学价值

在现阶段的高中语文课程开展过程中，

其教学目标的设置，往往需要学生可以充分

地感受到品读诗歌的魅力，同时对于古诗词

而言，也相应的可以进一步锻炼学生的日常

表达能力，以此充分保障让学生的心灵可以

得到全面的净化和提升。在高中阶段的学

习过程中，学生正处于成长以及学习的重

要阶段，同时也是即将进入人生分水岭的

关键环节，因此就需要充分利用古诗词当

中的独特艺术性，以及对学生的教育意义，

成为学生学习以及成长阶段的引导途径，

为学生指明一个具体的学习方向。

在核心素养的教学过程中，其本质

上就是让学生在未来的学习过程中，逐渐

形成一个适应社会对于人才需求的综合素

质。因此，就需要教师充分发挥出语文教

学的价值，严格基于核心素质教育标准，

最大程度提升学生对于世界的感知能力。

在古诗词的鉴赏课堂上，也相应的可以帮

助学生，进一步了解到自己的学习需求，

从而满足对于古诗词的实际教学需求。

二、基于核心素养下的培养高中学生古诗

词鉴赏能力途径

（一）引导学生品味古诗词的内在

价值

在学生进行学习的过程中，首先需要

对古诗词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主要涉及到

对古诗词的写作背景，以及当时作者所处

的社会环境，以此让学生对这样的文学体

裁有一个宏观的了解。之后，对古诗词的

时代背景做出分析，要明确我国传统文

化体系当中，忠孝礼义 是一种较为典型

的儒家精神，因此学生在接触到这些文

化内容的时候，就可以对古诗词当中所

要表达的内容，有着良好的了解，进而

走进古诗词的意境中，充分地感受到古

诗词的艺术价值。

例如，在对学生进行《梦游天姥吟留

别》的学习中，教师就需要首先为学生介

绍一些本作品的创作背景资料。在创作这

个作品的时候，李白年近四十二，被召入

到长安，李白认为自己大展宏图的机会来

临，但是后来发现政府腐败无能，纵然自

己一腔热血，也无法实现自己的宏图大志。

因此，在厌倦了对权贵们的无能与无作为，

使他毅然决然地离开政治圈。因此，在了

解到这样的背景之后，就可以了解李白与

权贵之间的矛盾。通过对背景的了解，可

以让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李白当时的愤慨

之情。

（二） 提升学生对于古代审美的了解

教师的教学工作开展，往往需要基

于因材施教的方式，这是由于不同的学生

自身的审美能力并不相同，同时对于事物

“美”的感受也并不相同。因此，就需要

在鉴赏古诗词的过程中，让学生可以带入

到古代审美标准和审美文化当中，这样就

可以更加直观地感受到诗人在表达一些人

物和景物过程中的描写方式。古代的审美

标准与现代人的审美并不相同，需要学生

可以形成对古代“美”的了解。

例如，在《琵琶行》中，诗人主要

是阐述了自己对于音乐之美的认知，巧

妙地运用文字的方式，将无形的音乐之

美展现出来。因此，对于高中生而言，

就需要能够在实际的学习过程中，不断

接受教师的引导，并充分感受作者的文

字之美。教师则需要认识到适当引导的

重要性，让学生可以在日后进行其他作

品的鉴赏过程中，以此类推完成鉴赏与

分析，全面提升学生自身的鉴赏能力。

在品鉴古人对于音乐、绘画以及舞蹈等

诸多艺术表现形式的审美表达之后，全

面提升了学生个人的文化修养。

（三） 提升学生的审美体验与创造力

我国传统文化当中，对于“美”的定

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就需要学生在

进行古诗词的鉴赏过程中，可以获得较为

独特的审美体验，同时保障在实际的学习

过程中，可以很好地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审

美体验。只有保持一个较高的审美能力，

才可以在学习古诗词的过程中，充分地感

受到古诗词当中的意境美 ，同时也相应

地让学生可以发挥出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进一步保障发挥出自己的创造力，以此全

面掌握古诗词当中的基本内涵。对于教师

而言，就需要在实际的教学工作开展中，

积极发挥出教师的引导作用，有效保障学

生可以在课堂参与度，以及文化的认知能

力方面，借助古诗词的学习，提升自己的

学习能力。需要注意的是，教师需要避免

在教学工作开展中，让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与文化认知能力出现刻板的情况，进而使

得教学无法实现良好的效果。当下进行古

诗词的教学过程中，首先需要保障让学生

可以在实际的学习过程中，保障脱离刻板

的古代思维局限，而是需要结合教师的引

导，进行古诗词的二次创作，这样更加适

应当下的高中学生的学习能力提升。

例如，在《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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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首先让学生进行古诗词朗读，之后

让学生分为不同的小组，进行文章的二次

改编以及创造，并基于现代文学体裁，发

挥出自己的想象力。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

可以进一步提升学生对于古诗词的了解程

度，也保障了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发挥

出自己的想象力。

（四）理解传统文化，实现文化传承

在古诗词的语言使用上，基本上都是

基于简练的方式，同时古诗词当中的内涵

也相对比较丰富，因此往往会蕴藏着较为

丰富的传统文化思想。在学生学习的过程

中，教师当下对学生的指导过程中，往往

要从对理解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进一步

对文化进行传承以及扩展，以此全面提升

学生的学习以及理解能力。

古诗词的创作，往往会与作者的内心

状态产生直接的联系，因此高中阶段古诗

词鉴赏课程的开展，就需要有效明确出具

体的教学目标，这样就可以保障学生在学

习的过程中，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作者所表

达的具体文化内涵和魅力，也可以让学生

的核心素养得到良好的培养和提升。

例如，在《醉花阴》的教学过程中，

就要教师对学生着重介绍如何鉴赏“西

风”“黄花”等寓意，这样可以进一步提

升对作者表达情感的了解和体会。 

二、结语

综上所述，在提升学生核心素养为

前提的高中教学中，需要进一步提升学

生的古诗词鉴赏能力，让学生可以在学

习的过程中，进一步地提升自己的审美

水平，并逐渐形成自己深入了解古诗词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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