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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视角下初中语文古诗词教学策略

冯春萍
保定市物探中心学校第三分校 河北 保定 072550

摘� 要：本文旨在探讨跨学科视角下初中语文古诗词教学策略，通过分析当前古诗词教学面临的挑战，结合跨学

科教学理念，提出一系列具有创新性和实效性的教学策略。文章从跨学科教学的理论基础出发，详细阐述了跨学科教

学在初中语文古诗词教学中的应用价值，并具体探讨了与历史、地理、美术、音乐等多学科融合的教学策略，以期为

一线教师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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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古诗词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在初中语文

教学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当前古诗词教学普遍存在

学生阅读兴趣不足、想象力匮乏、死记硬背等问题。为

破解这些难题，引入跨学科教学理念，通过多学科知识

的融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古诗词教学效果，成

为当前语文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

1 跨学科教学的理论基础

1.1  跨学科教学的定义与内涵
跨学科教学是指以一个学科为中心，围绕该学科的

中心问题，跨越学科界限，整合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方

法，共同解决复杂问题的教学模式。在初中语文古诗词

教学中，跨学科教学强调打破传统学科壁垒，将古诗词

与历史、地理、美术、音乐等多学科知识相结合，引导

学生从多角度理解和鉴赏古诗词。

1.2  跨学科教学的必要性
一是激发学习兴趣：跨学科教学能够吸引学生的注

意力，将枯燥的知识点转化为生动有趣的学习内容，从

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二是拓宽知识视野：通过跨学

科融合，学生能够接触到更多领域的知识，拓宽知识视

野，培养综合素养。三是深化理解感悟：多学科知识的

融合有助于学生从不同角度理解和感悟古诗词，加深对

作品内涵的认识。

2 跨学科视角下初中语文古诗词教学策略的应用

2.1  历史背景融入法
在古诗词教学中，历史背景融入法是一种极为有效

的教学策略。通过引入历史背景知识，教师能够帮助学

生构建起一个更为丰富、立体的学习框架，使他们得

以深入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以及个人经

历，进而更深刻地理解作品的主题和情感[1]。以杜甫的

《春望》为例，这首诗描绘了诗人春日眺望京城的景

象，抒发了其忧国忧民的深沉情感。在教授此诗时，教

师可先简要介绍唐朝的历史背景，特别是安史之乱这一

重大历史事件。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标志，战乱

使得唐朝人口大量丧失，国力锐减，社会动荡不安。正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杜甫创作了《春望》。接着，教师

可进一步阐述杜甫的个人经历。杜甫是一位深受儒家思

想影响的诗人，他的一生都在追求“致君尧舜上，再使

风俗淳”的政治理想。然而，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他的

理想破灭，他亲身经历了战乱的苦难，对国家和人民的

命运深感忧虑。通过这样的历史背景融入，学生便能更

加深入地理解《春望》这首诗的内涵。他们不仅能感受

到诗人对春天美景的描绘，更能体会到诗人背后所蕴含

的深沉忧思和爱国情怀。这种教学方法不仅丰富了古诗

词的教学内容，还增强了学生对历史文化的认知和理

解，有助于培养他们的文化素养和人文精神。

2.2  地理意象解析法
古诗词中蕴含着丰富的地理意象，这些意象不仅是

诗人对自然景观的描绘，更蕴含着深厚的地域文化信

息。通过结合地理学科知识，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深入分

析这些地理意象，进而更全面地理解古诗词的意境和情

感。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为例，这首诗中“白日依

山尽，黄河入海流”两句，便包含了丰富的地理意象。

其中，“白日依山”描绘的是太阳依傍着山峦渐渐下沉

的景象，这里的“山”可以具体指向诗人所处的鹳雀楼

附近的群山，也可以泛指黄土高原的地貌特征。而“黄

河入海流”则生动地描绘了黄河如带，近听水声震耳，

远望黄河如流的景象，这里的“入海”指的是黄河最终

汇入大海的地理特征。在解析这些地理意象时，教师可

以结合地理学科知识，向学生介绍黄河的地理位置、流

域特征以及它在中华文化中的重要地位。黄河作为中华

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其壮丽的景色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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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都为诗人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感。通过了解黄河的

地理特征，学生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诗人登高望远时所

见所感，进而体会诗人那种胸怀大志、积极向上的进取

精神。此外，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地理环境与诗人

情感表达之间的关系。在《登鹳雀楼》中，诗人通过描

绘黄河的壮丽景色，表达了自己对家乡的热爱和对未来

的憧憬。这种情感表达与地理环境的紧密结合，使得古

诗词的意境更加深远、情感更加真挚。

2.3  诗画结合法
古诗词与绘画艺术自古以来便有着深厚的渊源，两

者在表达意境、传递情感方面有着诸多共通之处。在古

诗词教学中，教师可以巧妙地借助美术作品，引导学

生通过视觉感受来深入体会古诗词的意境美，从而增强

他们对古诗词的理解和鉴赏能力。以王维的诗歌为例，

他的诗作被誉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一评价准

确地揭示了王维诗歌与绘画之间的紧密联系。在教学王

维的诗歌时，教师可以精心挑选与之相关的画作进行展

示，如山水画、花鸟画等，让学生结合这些画面来感受

诗歌的意境和情感。例如，在教授王维的《山居秋暝》

时，教师可以展示一幅描绘秋日山居生活的画作，画中

青山隐隐，秋水迢迢，落叶纷飞，渔舟唱晚。学生一边

吟诵诗歌，一边观赏画作，便能更加直观地感受到诗歌

中所描绘的清新、宁静的山居生活，以及诗人对自然的

热爱和向往之情[2]。通过这种诗画结合的教学方式，学

生不仅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古诗词的意境和情感，还能

够培养他们对绘画艺术的鉴赏能力，提升他们的审美素

养。同时，这种跨学科的教学方法也有助于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使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古诗词，感

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2.4  诗词吟唱法
古诗词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不仅蕴含着丰富的文

学内涵，还具有独特的音韵美。在古诗词教学中，教师

可以巧妙地指导学生将古诗词改编为歌曲进行吟唱，

通过音乐的旋律和节奏来感受诗词的韵律和情感。这种

创新的教学方式不仅能够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还能够加深他们对诗词的理解和记忆。实施诗词吟唱法

时，教师可以选择一些韵律感强、情感丰富的古诗词作

为吟唱的对象。例如，李白的《静夜思》、苏轼的《水

调歌头》等，这些诗词本身就具有很高的音乐性和情感

表达力，非常适合改编为歌曲。在改编过程中，教师可

以引导学生关注诗词的韵律和节奏，尝试将其与音乐的

旋律相结合。例如，可以将诗词的平仄声调与音乐的音

调相对应，使诗词的韵律与音乐的旋律相得益彰。同

时，教师还可以指导学生根据诗词的情感内容，选择合

适的音乐风格和节奏，以更好地表达诗词的情感。通过

诗词吟唱法，学生可以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古诗

词，感受诗词的音韵美和情感魅力。这种教学方式不仅

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记忆诗词，还能够培养他们

的音乐素养和审美能力。同时，学生在改编和吟唱诗词

的过程中，也能够锻炼他们的创造力和表达能力。

3 初中语文古诗词跨学科教学策略的实施建议

3.1  教师素养提升
跨学科教学策略的实施，对初中语文教师的专业素

养和跨学科整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了胜任这一角

色，教师需要不断加强自身学习，提升专业素养和跨

学科教学能力。首先，教师应系统学习古诗词相关的文

学理论，深入掌握古诗词的韵律、格律、题材等基本知

识，以便更准确地解读和教授古诗词。同时，教师还应

了解古诗词的历史背景、文化内涵和审美特征，以便引

导学生全面、深入地理解古诗词。其次，教师需要提升

跨学科整合能力。这要求教师不仅要熟悉语文学科的知

识，还要了解音乐、美术、历史等相关学科的知识，以

便在古诗词教学中进行跨学科整合。最后，教师应积极

参与专业培训和学习，不断更新教育观念和教学方法。

可以通过参加学术研讨会、工作坊等活动，与同行交流

教学经验，共同探讨跨学科教学策略的实施方法。同

时，教师还应关注教育技术的发展，尝试将新技术应用

于古诗词教学中，以提高教学效果。

3.2  教学资源整合
在实施初中语文古诗词跨学科教学策略时，教学资

源的整合至关重要。教师应充分利用现有的教学资源，

如多媒体设备、网络平台等，为跨学科教学提供有力支

持。首先，多媒体设备是古诗词跨学科教学中不可或缺

的工具。教师可以利用投影仪、音响等设备，展示与古

诗词相关的图片、音频和视频资料，使学生能够更加直

观地感受诗词的意境和韵律。例如，在教授描写自然景

色的古诗词时，教师可以播放相关的自然风光视频，让

学生仿佛身临其境，更好地理解诗词中的景物描写。其

次，网络平台也是重要的教学资源。教师可以利用网络

平台搜集与古诗词相关的跨学科资料，如历史背景、文

化内涵、音乐改编等[3]。同时，教师还可以借助网络平

台与其他学科的教师进行交流和合作，共同开发跨学科

的教学资源和活动。例如，语文教师可以与音乐教师合

作，将古诗词改编为歌曲，让学生在吟唱中感受诗词的

音韵美。最后，教师应注重教学资源的更新和维护。随

着教育技术的不断发展，新的教学资源不断涌现。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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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及时了解和掌握新的教学资源和

技术，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古诗词跨学科教学。同时，教

师还应定期对已有的教学资源进行整理和更新，确保其

时效性和有效性。

3.3  教学方法创新
在实施初中语文古诗词跨学科教学策略时，教学方

法的创新是提升教学效果的关键。教师应注重灵活运用

讨论、探究、合作等多种教学方式，引导学生积极参与

跨学科学习活动。讨论式教学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

教师可以设置与古诗词相关的跨学科讨论话题，如诗词

中的历史背景、文化内涵等，鼓励学生积极发表自己的

观点和看法。通过讨论，学生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古诗

词，同时也能够锻炼他们的思维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

探究式教学也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教学方法。教师可以引

导学生围绕古诗词进行跨学科探究，如探究诗词中的地

理意象、音乐元素等。通过探究，学生可以自主地发现

和解决问题，培养他们的探究精神和创新能力。合作式

教学同样重要。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跨学科合作学

习，如与音乐学科合作吟唱古诗词、与美术学科合作创

作诗词画作等。通过合作，学生可以学会与他人协作，

共同完成任务，培养他们的团队精神和合作意识。教学

方法的创新对于实施初中语文古诗词跨学科教学策略至

关重要。通过灵活运用讨论、探究、合作等多种教学方

式，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跨学科学习活动，提高

他们的学习效果和综合能力。同时，这也能够为学生的

全面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

3.4  注重评价与反馈
在初中语文古诗词跨学科教学中，评价与反馈是不

可或缺的环节。教师应注重构建多元化的评价体系，以

全面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进步，并及时给予学生反

馈，引导他们不断改进和提高。评价应多元化，包括自

我评价、同伴评价、教师评价等多个维度。自我评价能

够让学生反思自己的学习过程和成果，培养他们的自主

学习和自我管理能力。同伴评价则可以从同学的角度提

供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有助于学生发现自身的不足并学

习他人的优点。教师评价则更加专业、全面，能够对学

生的学习成果和跨学科能力进行准确评估。同时，教师

应及时给予学生反馈。反馈应具体、明确，指出学生在

古诗词跨学科学习中的优点和不足。对于优点，教师应

给予肯定和鼓励，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动力；对于

不足，教师应提出具体的改进建议，引导学生明确改进

方向，不断提高自己的跨学科学习能力[4]。此外，教师还

可以利用网络平台等现代技术手段，实现评价的即时性

和互动性。例如，通过在线作业平台，教师可以及时批

改学生的作业并给予反馈；通过在线讨论区，学生可以

互相评价和学习，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

结语

跨学科视角下初中语文古诗词教学策略的研究，为当

前古诗词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通过跨学科融

合，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想象力，还能拓宽他

们的知识视野，深化对古诗词的理解和感悟。未来，随着

跨学科教学理念的不断深入和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初中

语文古诗词教学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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