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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诗词艺术在《大学语文》教学教改中的运用

左海周
邯郸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河北�邯郸�056300

摘�要：古代诗词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魅力。在新形势下的语文教学

中，如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实现文化传承，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本文以古代诗词在大学语文教学中的运用为切

入点，分析了当前课程存在的问题，从选择教材、运用多种教学形式、改革评价方式等方面提出策略，提高学生的审

美能力、思维能力和人文素养，并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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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诗词作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瑰宝，不仅蕴含

着深邃的思想内涵，而且富含着丰富的艺术魅力。它通

过精炼的语言传达人生真谛，表现出独特的意境美。古

代诗词蕴含的美学价值和人生哲理，对于培养大学生的

审美情操和人文精神意义重大。《大学语文》作为全面

提高大学生语文能力的核心课程，如何充分利用古代优

秀诗词作品，发挥其独特魅力，实现文化传承和创新，

提高教学效果，是我们必须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1��古代诗词艺术的重要价值

1.1  反映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
自古至今，诗词被誉为中国文化的瑰宝。它们是中

华文明深厚历史底蕴的集中体现，从先秦的《诗经》到

唐宋的诗词，再到元明清的词曲，展示了中华文化的历

叐变迁和丰富多样。古代诗词不仅描绘了古人的日常生

活，山水风情，也深深反映了社会状况，历史变迁，民

族精神，甚至宇宙观和人生观，无不凝聚了中华民族的

智慧和情感[1]。诗词的形式和风格，从古体诗的豪放，到

近体诗的婉约，再到词的自由灵动，都展现了中华文化

的多元化和包容性。因此，古代诗词艺术是中华民族悠

久灿烂文化的重要载体。

1.2  蕴含中国传统美德和道德规范
古代诗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其内容丰

富多样，深深蕴含了中国的传统美德和道德规范。例

如，许多诗词表达了对人道主义，仁爱，忠诚，孝道，

廉洁等传统美德的赞美和追求。同时，古代诗词也以独

特的方式反映了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如和谐共处，尊

重自然，敬业乐群等。通过学习和欣赏古代诗词，学生

不仅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能接受到深厚的

道德教育，从而在精神层面得到提升。

1.3  有利于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
古代诗词的语言特点是精炼，优美，形象，富有韵

味，这种语言艺术对于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培养具有重

要意义。诗词的精炼语言能让学生学习到如何在有限的

语言空间内表达丰富的情感和思想，这对于提高学生的

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字功底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诗词的

优美形象，富有韵味的语言也能引导学生对语言的感知

和欣赏能力，培养他们的审美情趣。此外，通过学习和

理解诗词的意象，隐喻等修辞手法，学生能进一步理解

和掌握语言的丰富性和深度，提高其语言运用能力。

2��《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目标

2.1  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和审美能力
《大学语文》课程首要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语

文能力和审美能力。语文能力的培养主要包括提升学生

的阅读理解能力、书面表达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以

使他们能够准确、流畅和有深度地运用语言。同时，课

程也强调通过阅读和分析文学作品，培养学生的审美能

力，包括对美的感知、欣赏和判断，以及对艺术形式和

美学原则的理解。通过这种培养，学生可以更好地理

解、感受和欣赏各种文学形式和艺术作品，从而提高自

己的审美品位和创造力。

2.2  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传承
在《大学语文》课程中，学生通过学习和研究古代

文学作品，特别是诗词，学生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传

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和价值取向，从而增强对传统文化的

认同感和自豪感。同时，课程也鼓励学生在了解和理解

的基础上，积极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例如通过创作诗

词等形式，将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和艺术魅力传递给更

多的人。

2.3  增强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综合素质
《大学语文》课程内容涵盖文学、历史、哲学、艺

术等多个人文领域，通过全面、深入的学习，学生可以

得到广泛的知识和深厚的人文素养。同时，课程也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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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使他们能够独

立思考，敢于质疑，勇于创新。此外，课程还注重提高

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素养，通过学习文学作品中的

人文精神和社会理念，使他们更好地理解和参与社会生

活，成为具有全面素质的现代公民。

3��在《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古代诗词艺术的意义

3.1  有助于实现课程教学目标
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引入古代诗词艺术，有助于

实现课程的教学目标。首先，古代诗词的精炼和美感的

语言可以有效地提升学生的语文能力和审美能力。通过

解析诗词的语言和意象，学生能够学习到语言的精炼、

形象和韵味，从而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和理解能力。同

时，诗词中的美，无论是自然美、人文美还是情感美，

都可以启发学生的审美意识和情感体验，提升他们的审

美能力[2]。其次，古代诗词艺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

体，可以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和传承传统文化。通过阅读

和研究诗词，学生可以接触到古人的思想观念、生活情

态和道德理想，从而深入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

和价值取向。最后，古代诗词艺术的全面研究和欣赏，

无疑可以增强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综合素质。诗词中的历

史知识、人文情感和哲理思考，都可以启发学生的思

维，丰富他们的知识结构，增强他们的人文素养。

3.2  符合语文学科的内在要求
古代诗词艺术的引入，也符合语文学科的内在要

求。语文学科的本质是语言和文化的研究，而古代诗词

作为中华语言和文化的精华，其艺术性和文化性都深深

符合语文学科的内在要求。从语言角度来看，古代诗词

的语言精炼、形象，富有韵味，是语言艺术的典范。通

过学习和欣赏古代诗词，学生能够深入理解和掌握语言

的艺术性和表达力，从而提高自己的语文能力。从文化

角度来看，古代诗词深深蕴含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

理念[3]。通过学习古代诗词，学生可以深入理解中华传统

文化的精神内涵和价值取向，从而加强对传统文化的认

同感和自豪感。另外，古代诗词艺术的学习和研究，也

可以提高学生的历史意识、文化意识和审美意识，从而

丰富他们的人文素养，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因此，古

代诗词艺术的引入，不仅有助于实现《大学语文》的教

学目标，也深深符合语文学科的内在要求。

4��在《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古代诗词艺术的具体

策略

4.1  合理选择古代诗词作为教学文本
合理选择古代诗词作为教学文本，是发挥古诗词艺

术教学价值的关键。首先，应选择内容丰富的代表性作

品。将思想内容丰富、艺术成就高、知名度高的典范

古诗词作品带入课堂，如屈原的《离骚》，《诗经》的

《国风》《小雅》，李白的《静夜思》，杜甫的《春

望》等，这些古诗词焕发着灿烂的光芒，值得每一位大

学生细细品读。其次，要选择风格迥异的名家作品。中

国古代诗词流派众多，选取各个时期不同流派的代表

作，让学生领略各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扩充审美视野，

培养鉴赏能力。再者，可选择一些承载道家禅机的作

品。这些作品蕴含东方智慧，帮助学生领悟生活，提升

人文素养。最后，应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兴趣合理选

择。教师可结合课程目标与学生兴趣爱好，选择一些形

式新颖、语言明快的作品，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4.2  采用多种形式指导古诗词的学习
采用多种形式指导古诗词的学习，是实现古诗词教

学目标的重要途径。教师可以组织学生朗诵古诗词，让

学生感受诗词的语言韵律之美。如学习张若虚的《春江

花月夜》，可以让学生重复朗读，感受“花光月色两相

济”的音乐美。教师也可以通过讲授、讨论等方式来传

达古诗词的历史文化内涵，帮助学生理解词句背后的文

化符号[4]。在学习《春江花月夜》时，教师可以结合张

若虚这个历史人物的生平经历来讲解诗意。此外，教师

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诗词赏析活动，通过舞蹈、书法、

音乐等各种形式来体会和再现古诗意境。如学生可以试

着对《春江花月夜》进行文学创作改编，以新的语言艺

术形式来呈现这个美丽的夜晚。这些形式多样的教学活

动，可以增强学生学习兴趣，让他们在欣赏中领悟，在

体验中明悟古典诗词之美。

4.3  将古代诗词与其他语文内容有机结合
在《大学语文》的教学中，古代诗词艺术的引入能

够以多种形式进行，旨在鼓励学生的主动参与，提升他

们的学习效果。以《山鬼》为例，这首诗是屈原的代

表作，其富有想象力的表达和深情的情感，为我们提供

了丰富的教学资源。开始教学时，学生们首先独立阅读

《山鬼》。接着，教师引导学生深入理解诗中的意象和

情感，以及诗人如何通过对山鬼的描绘来抒发他的孤独

和忧郁。然后，学生们可以分为小组，选择诗中的某一

句或两句进行深入赏析，并分享他们的感受和理解。例

如，"野鬼而呼，山魈而应"，这两句诗语可以引发学生
对诗人的孤独和哀愁的理解。接下来，可以组织学生进

行课堂讨论，探讨诗的主题、情感、意象等元素，并分

享他们对这些元素的理解。例如，让他们讨论诗人如何

通过对山鬼的描绘，展示出他对生活的看法和对人生的

感悟。课后，鼓励学生创作自己的诗词，可以是对《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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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的仿写，也可以是他们的原创作品。在接下来的课

堂上，让他们分享自己的诗词，这样不仅可以提高他们

的创作能力，也能提升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

4.4  改革评价方式，注重能力培养和过程考核
在《大学语文》教学中，需转变评价方式，侧重于

能力培养和过程考核，以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兴趣。

特别是在古代诗词艺术的学习上，应从传统的知识导

向型评价转向更科学、公正和多元的评价方式。首先，

将重心放在培养能力上，强调学生的理解能力、分析能

力、创新能力的发展。例如，诗词赏析、创作、课堂讨

论等活动可以作为评价这些能力的有效手段。其次，注

重过程的考核，而非仅仅看重结果。因此，应设置一系

列过程性的考核项目，如阅读笔记、赏析报告、创作作

品等，来监测和引导学生的学习过程，及时发现和解决

学习中的问题。此外，应实施多元化的评价，尊重学生

的个性和差异。由于每个学生的学习方式、速度、兴趣

都有所不同，因此，需要提供多种评价方式，如自我评

价、同伴评价、教师评价等，以全面、公正地评价学生

的学习成果。这样的评价方式改革，不仅可以提高学生

对古代诗词艺术的理解和欣赏，同时也能提升他们的语

文能力、审美能力和创新能力。

4.5  注重情感体验和美学情感的培养
在《大学语文》中运用古代诗词艺术的教学过程

中，注重情感体验和美学情感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一

环。通过情感体验，学生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诗词的内

涵，同时，也可以通过美学情感的培养，提升学生的审

美能力[5]。以《长恨歌》为例，这首诗描绘了唐明皇和

杨贵妃之间深深的爱恨情仇，充满了丰富的情感色彩。

在教学过程中，可以让学生尝试从唐明皇和杨贵妃的角

度出发，体验他们的情感世界。例如，学生可能需要理

解唐明皇对杨贵妃的深深的爱情和无尽的悔恨，同时也

需要理解杨贵妃对唐明皇的恩爱和对生活的无奈。通过

这种方式，学生可以更深入地理解《长恨歌》的情感内

涵。同时，也需要注重美学情感的培养。《长恨歌》是

一首艺术性极高的诗，其中包含了丰富的意象和优美的

词句。在教学过程中，可以让学生感受这些艺术元素带

来的美感，如“云鬓花颜金步摇”，“绿池春水碧如

天”等诗句，都展示了白居易卓越的艺术才华[6]。通过感

受这些美学元素，学生可以提升自己的审美能力。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古代诗词艺

术的策略，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这不仅能够提高学生

对古代诗词的理解和欣赏，同时也能提升他们的语文能

力、审美能力和创新能力。为此，教学过程中应该改革

评价方式，注重能力培养和过程考核，同时也要注重情

感体验和美学情感的培养。通过这样的教学策略，学生

可以在提升知识水平的同时，也能得到全面的能力提升

和情感教育，从而实现教学的最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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