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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诗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始于先秦，发展于魏晋南北朝，鼎盛于隋唐。并且唐诗千百年来一直

屹立于诗歌的高峰，占据了高中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唐诗的教学，有利于增强学生的语文素养，

培养学生热爱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此，本文从高中语文唐诗教学的现状出发，以《春江花月夜》

这首诗歌为例，就如何在唐诗教学中推陈出新，激发学生的文学底蕴与修养，品味唐诗的丰富内蕴，获

得诗歌审美体验。提出了创设教学情境、在吟诵中品味诗歌等教学方法，根据诗歌的语言、意境、韵律

等方面鉴赏诗歌的教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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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etry is one of the quintess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t began in the pre-Qin Dynasty, 
developed in 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and flourished in the Sui and Tang 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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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ties. And tang poetry has been standing at the peak of poetry for thousands of years, occupying 
an important part of high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The teaching of tang poetry is conducive to 
strengthening students’ Chinese quality and cultivating students’ love for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ang poetry teaching in senior high 
school, this paper takes the poem “The Night of Spring River Flowers and The Moon”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how to bring forth the new in tang poetry teaching, stimulate students’ literary deposits 
and accomplishment, taste the rich connotation of tang poetry, and obtain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of poetr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teaching methods, such as setting up teaching situation, 
tasting poetry in recitation, and appreciating poetry according to its language, artistic conception 
and rhy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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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中语文唐诗教学的重要性 

诗歌是一种不同于其他文学类作品的文学形式，它不同于小说故事情节的冗长，也不同于戏剧的离

奇特殊，更不同与散文的飘逸抒情，是古代诗人对世间万物或者人生百态所发出的感悟。普通高中语文

课程标准要求学生背诵古今优秀诗文，提升学生的文学修养。考察学生对古典诗歌的意境、意象的把握，

诗人情感的分析与诗歌写作手法的运用。达到知人论世，鉴赏诗歌的主题。 
一方面，学生学习古诗文不仅仅是为了考试升学，更重要的是在积累文化知识、陶冶情操的基础上

汲取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优秀传统经典。学生在品味诗歌时，品味的不仅是诗歌，还有对自我的审视和期

待。诗歌中所体现的高尚情操会伴随着学生的学习与成长，在耳濡目染之下，学生的灵魂会得到洗礼，

修养会有所提升，道德思想也会得以升华。通过小学时诗歌的启蒙教学、初中时诗歌的初步鉴赏，从懵

懵懂懂到拨开云雾。高中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诗歌鉴赏水平，不管是智力的开发还是生活阅历，对世间

万物都有相对的认识，在情感方面也比较细腻。这些因素都有利于学生去解读揣摩欣赏诗歌。 
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中国梦”的提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日益受

到重视，更是以别开生面的方式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古典

诗歌，通过《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等综艺节目以其华丽的语言、优美的旋律、生动的形象

和丰富的情感，在荧幕上灼灼生辉。千百年来人被们奉为经典的古典诗歌，更让人们爱不释手，这就是

文化的魔力和经典的魅力。作为新时代的高中生，我们有责任继承并弘扬经典诗歌这一优秀传统文化。

不单单是为了自身的学习与发展，也是作为一名中国人的责任和使命，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2. 高中语文唐诗教学的现状 

2.1. 唐诗的教学目的单一化 

教育部 2011 制定的《关于优秀诗文背诵推荐篇目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这些诗文主要供学生读读

背背，增加积累”，也就是说，诗词教育的首要目标仍然停留在单纯的机械记忆上面。对绝大多部分的

高中生而言，促进他们学习诗歌的主要动力就是学习成绩的提高。他们心心念念，刻苦专研学习的内容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10562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王桂梅 
 

 

DOI: 10.12677/ae.2022.1210562 3673 教育进展 
 

都与高考密切相关，与高考无关的内容则无人问津。尽管高中语文教材选取的诗歌都是古往今来的经典

佳作，但是能够对这些作品细细琢磨、用心品味的学生凤毛麟角。学生关切的仅仅局限于老师要求熟读

背诵的考点，为此他们可以铁杵磨成针。因为写作过程中可以引用一些优美的诗词，增添作文的特色与

新意。除此之外，老师教授诗歌的过程中侧重于高考的考点，为了让学生熟练的掌握答题技巧以获取高

分，忽略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对中国传统经典的学习与传承。 

2.2. 唐诗的教学鉴赏片面化 

教师在诗歌教学的内容上侧重于字、词、句的理解，忽略了诗歌的内在意蕴，即对诗歌意境、情感

的把握。纵观高中语文的诗歌教学，为了便于学生的学习与理解，大部分教师的诗歌教学都侧重于串讲

诗歌字面意思。必要时简单介绍诗歌的韵律节奏、描写手法和表达方式等等，再灌输诗歌的时代背景来

烘托作者的写作意图。然而，这种讲解方法没有以学生为主体，深入剖析诗歌的意境和情感。毋庸置疑，

这种片面的教学不利于学生鉴赏诗歌能力的提升，反而局限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限制了学生的创造力

和思维力的发展。 

2.3. 唐诗的教学方式简单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的标志。教育的发展无可厚非成为国家

关切的问题，新的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提出要以人为本、立德树人，发展素质教育，由此可见素质教育对

于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但是在素质教育推行了若干年的今天，即使国家实行了新课程改革，大部分教师

仍然保留着传统的教学方式与教学手段，古诗词的教学仍然停留在应试教育阶段。唐诗的教学形式逐渐

趋向于套路化，千篇一律的讲读(串讲)套路成为了古诗教学的万能模板。这种传统灌输式教学方式导致了

学生学习的疲乏，同时机械的记忆会形成固定的思维模式。 

2.4. 学生学习效果不明显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古诗文的教学要达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但是就目前的诗歌教学

而言，大部分的教师是“重工具，轻人文”。导致学生对诗歌的字词讲解、内容梳理、情感把握达不到

整体的综合运用，违背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值得我们反思。为什么学生对于诗歌的鉴赏能力薄

弱，我们应该如何去实践诗歌教学？高中语文教材选取的诗歌都是历代经典名篇，目的是让学生在经典

中传承与创新。可事与愿违，古板的教学抑制了学生的创新与发展，造成了学习的被动。并且高中生对

诗歌的概念就仅仅局限于教材选取，诗意鉴赏也很难脱离文本。在考试中遇到新诗，难以把握，做不到

举一反三。加之许多晦涩难懂古诗语言，很难用通俗的话语来表达，从而一定程度加大了学生学习理解

诗歌的难度。因此，许多学生对诗歌敬而远之。 

3. 高中语文唐诗的教学策略 

3.1. 注重教学方法的多样化 

1) 创设教学情境 
古典诗歌的语言表达简洁凝练、极富表现力，短短十几个字的简单描述，往往抓住那些给人感受最

深刻、目光所及的自然风光与世俗的纷纷扰扰，用极具哲理的语言来烘托现实的无奈。不仅如此，意境

与意象的表达是诗人笔下不可或缺之物，二者的结合才会使诗歌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之美。所以，要理

解一首诗歌的精髓，教师教学时要带领学生领悟诗歌的意象描写与优美意境，畅游诗人的情感世界。想

要达到这种教学效果，常用的教学方法就是创设情境法。因此在进行《春江花月夜》教学时，就应该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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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创设教学情境，用精炼的语言描绘出诗歌的美妙。 
例如在《春江花月夜》的授课中，对于“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这两句诗，我们可以

用双手描绘江水浪潮的起伏，明月的高升，这样既生动形象吸引学生注意力也便于学生理解记忆诗歌。

“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

拂还来。”可以通过诗句的语言赏析，分析游子与思妇相思别离之痛，再现人世间黯然销魂之情。游子

远去不归，月色正浓浓的笼罩着远处的高楼。思妇痴痴的望着月光，左右盘桓，可恨这恼人的月光驱不

散还复来。高度还原诗中的情形，再通过语言绘声绘色的解析，配以那婉转哀怨的音乐。带领学生进入

那凄美静谧的意境，感受思妇那时而幽怨、时而缠绵、时而痴情的情形。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随着科技的高速飞跃，越来越多的传统教学工具逐渐被淘汰，而高科技教

学工具正日益走入我们的课堂。其中多媒体教学广受欢迎，方便快捷的课件(PPT)、投影、文档等实现了

更直观的教学。加上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在诗歌教学中老师可以借助网络播放优秀的诗歌配乐朗诵，

穿越时空的激流，感受诗人笔下的波澜壮阔。当学生置身于连绵起伏、诗情画意的情境中，这么轻松的

学习氛围、良好的教学情境，足以让学生感同身受，从而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参与热情，吸引学生的

注意力。由此可见高中语文唐诗教学应该适当的创设一个有益于学生学习的学习情景，让学生体验不同

的教学方式，感受不一样的诗歌情怀。可以通过再现情景、配乐、诵读等音像的播放把学生带进入诗歌

情境之中，领略不一样的诗歌风韵。《春江花月夜》这样经典的诗歌，老师在教授中不仅要用饱含情感

的语调，流畅优美的语言，丰富的内涵把学生带入优美的意境。还要尽力的革新教学工具，使用多媒体

技术来辅助教学。利用信息化手段来辅助学生感知诗歌的美，让学生在想象的海洋中自由遨游，去领略

诗歌永恒的魅力! 
与时俱进，巧借信息技术来服务于课堂是时代的潮流，其实使用得恰当可以激发学生对诗歌的鉴赏，

这是一种异与传统的教学，但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春江花月夜》这首诗歌，是

中国诗歌史上的名篇，历来为人们广为传颂，也有许多优秀的名家名师教师进行赏析和教学。可以先借

助《春江花月夜》优秀的教学实录和微课视频，让学生观看理解，收集学生存在的问题，课上引导并组

织学生探究问题。可以在阅读与探讨中升华主题，进而加深学生对诗歌内涵的了解，提升学生对诗歌美

的感知，提高课堂教学实效。 
2) 采用诵读法 
俗话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诵读对诗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古典诗歌的语言脍炙人口、节

奏轻快悠扬，这也是为什么千百年来传承不衰的原因。因此，在诗歌教学中，教师应培养学生在阅读中

品味诗歌、在阅读中感悟诗歌、在阅读中提升诗歌的兴趣，提高鉴赏诗歌的能力。“吟诵是中国古代文

人吟咏诗文并创作诗文的一种艺术表达方式，也是古人常用的悦读法及教学法。古人用吟诵法做出来的

古典诗词文赋，在没有背景音乐和器乐伴奏的情况下，也只有借吟诵的腔调才能巧妙地再现其深邃的艺

术魅力。”[1]语言文学讲究审美和直觉，诗歌的情感和意味，都蕴含在语言和意境中，对诗歌反复吟咏

诵读，就能够有所感受和体会。中国古代的诗歌普遍具有抒情性，那细腻的情感需要我们细细琢磨，因

此字里行间需要我们用心品味、细细研读，则可以体味诗人的言外之意。吟诵朗读是诗歌教学的必备环

节，一个“读”字贯穿了整首诗歌。但是“读”的方式各种各样，效果也各有不同。有老师带读，规范

引领学生。学生自读、齐读，检验学习成果。播放音频朗读，感受诗歌与音乐结合的美妙等等。这种教

学方法需要老师能够熟练的驾驭课堂，掌握多媒体教学手段的应用。在朗读中促进诗歌的学习，在沉郁

顿挫中把握诗歌的节奏韵律，这样可以收获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在教授《春江花月夜》时，教师可以用“诵读”贯串整节课，让学生在“读”中感知节奏的优美，

在“读”准字音的基础上领悟语言的魅力，在“读”通文义中把握情感。让学生结合诗歌注释读懂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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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内容，梳理诗歌的大意，明确情感基调。让学生读懂《春江花月夜》语言，从朗读中感受诗人对游

子思妇的同情与悲悯，更是对自己岁月浮沉的映照。透过张若虚所处的大时代背景下，品味诗人情感的

悲欢离合，对岁月无可奈何的惋惜。再借我们日常所看到日月之光、山河之美、世事变迁，体悟诗歌于

情、于景、于理三者交融，虚实相生的意境。最后学生结合自己对课文的理解发散思维，读出气势，读

出个性。此外，这首优美的诗歌，朗读应该做到师生互动、生生互动。这样一个积极活跃的课堂有助于

提升教学效果，教师与学生又可以拉近距离，归还了一个轻松活跃的课堂。读完再安排一个“品位”的

环节，让学生畅谈朗读之感，发挥学生丰富的想象力，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品味诗歌的美感。《春江

花月夜》这首大气磅礴、清新优美而又不乏流光溢彩的绝美诗篇更需要我们用这样的“诵读法”去激情

演绎。 

3.2. 注重教学内容的多样化 

1) 感受《春江花月夜》节奏韵律的音乐美 
《春江花月夜》的句式不同于一般的绝句与律诗，这种形式的诗歌创作手法新颖，内容主题令人耳

目一新。整首诗歌一共三十六句，四句为一组，可看成一首简单的绝句，所以整首诗歌可看作是由九首

绝句组合而成，诗句排列整齐，内容布置合理，这是它整齐的一面。在韵律方面，每一组诗歌中有三句

押韵，又采用不同的韵脚，平仄相间，音节错落有致。全诗还使用大量的排比句、对偶句、顶针手法，

这样仿佛全诗一气呵成，句与句之间相互连贯，回环往复。诗歌的起承转和极富韵律感，诗意感觉言有

尽而意无穷。 
对于一首诗歌来说，情感是“诗心”、内容是“诗魂”、韵律是“诗形”。全诗用词朴实无华，但

是在吟诵与轻唱之中却给人耳目一新，清新畅快的感觉。诗中“春、江、花、月、夜”是我们日常所见

最普通不过之物，经过诗人的用心雕琢，呈现出了一种难以想象的美感。如诗句中有大量叠词的运用，

“滟滟、皎皎、年年、代代、悠悠、沉沉”的使用，增强了整首诗歌语言的韵律感，读起来朗朗上口，

极富音乐美。同时这和谐的音律，也表达出诗歌丰富的内容，给人以美的感受，表达出很不错的艺术效

果。如“滟滟”突出了流水波光荡漾，“悠悠”则是形容游子如同白云一样渺茫、深远。 
《春江花月夜》的讲授，节奏韵律是我们应该突破的一个点。这首诗的韵律节奏非常有特色，它是

在悲凉中带着慷慨，却有散发出内在的含蓄与隽永。明明诗歌内在的感情就热烈、深沉，但是从诗句的

表达上就尽显自然与平和。整首诗歌连在一起，就像交响诗一样，一个乐章接一个乐章，在教授时应该

带领学生慢慢的欣赏。如“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诗人缓缓陈述，并没有给人惊鸿一瞥，只显示出了自然与平缓。却在这江水、月色、夜晚来临中带领我

们慢慢进入了“江流宛转绕芳甸”去体验跟随河流一起蜿蜒流转。而“宛转”二字又含蓄委婉的表达出

人生的际遇，生命并不是一往无前，它要弯弯绕绕，曲曲折折。正契合诗人的心境，表现出诗人心事的

“宛转”。又如“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这

四个相连问句插入其中并不突兀，以静衬动手法的运用，通过月亮引发人们的思考。这首诗歌首尾相接，

从“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到“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一个月出，一个月

落，二者的契合很完整。月出与月落的轮回，亦是一个人对生命思考的轮回。诗句之间恰当的排列分布，

字词之间的细腻缝合，正好将这种缠绵的情感描述出来，也很自然的感觉到诗歌观察的细微之处。 
2) 品味《春江花月夜》精炼生动的语言美 
中华民族五千年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唐诗一直是难以逾越的高峰。而在整个的盛唐之下，保存下

来的《全唐诗》共计四万八千九百余首。这当中，不仅有李白的狂放不羁、杜甫的忧国忧民、白居易和

王维的别样风骨，更有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独树一帜，力压全唐。闻一多先生曾给这首诗以极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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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2]这是当之无愧的，《春江花月夜》不论是从语言、风格、

韵律都给后来的诗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语言一改齐梁辞藻华丽奢靡之风，用平淡清新的语言将多

种情理融于一体。风格上开创了盛世的唐诗风格，将文坛诗风从五代的艳俗之气转到了大唐气概上。结

合语言分析我们知道《春江花月夜》这首诗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通过描绘“春、江、花、

月、夜”等美景，继而引发了对宇宙、人生的思索探寻。第二部分主要是营造了游子思妇的离愁别绪，

二者两地相隔、相思、相望的浓郁诗境。 
我们可以从语言入手，感受作者带给我们的震撼。分析诗歌从来不提倡逐字逐句的解析，而是要求

我们找准诗句的核心字词，才能领悟诗歌的灵魂所在。而《春江花月夜》中的许多核心字词便值得我们

推敲，“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连”和“生”字将明月拟人化，赋予了江水和皓月蓬

勃向上的生命力，给我们带来一种灵性。正是用这两个字来连接江水、皓月，赋予二者灵动之美，才描

绘了一幅广袤无垠的画卷，水天一线，皓月当空。将春、江、月三者融合写出了不一样的格局，使诗歌

鲜活有力，立意高远。诗中“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一个“待”字，拟人的手法，写出了

对人生百般的思索，赋予了月亮世俗的情感与愁思。紧接着一个“送”字，更道出对岁月无限的追问，

赋予了江水时光流逝的无奈。月亮饱含着深情，江水滔滔不绝，简简单单的一个“待”字，将岁月催人

老，光阴悄流逝，世事且无常表达的细致入微。“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这两句中的“谁

家”和“何处”这两个疑问词，写尽了天底下游子思妇的离愁别绪，把他们相思相望不相见的缠绵婉转，

描绘得深挚而纯洁，写到了游子思妇的心坎里。“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

捣衣砧上拂还来。”“可怜”二字一语双关，看似写月亮的单一，实则是为了强调思妇形单影只，“徘

徊”更添新意，以月示人，表明思妇独处时的苦闷惆怅与内心徘徊。一轮明月，亘古不变，千里共婵娟，

思妇触景生情。月色朦胧，隐隐约约的微光照亮了思妇孱弱的背影，也照亮了思妇的内心的阴霾。诗中

“卷”和“拂”两个字，展现了思妇此刻的动作行为。许是往日情境的浮现，苍茫之中，思妇不愿看见

这朦胧的月色，可这月色“卷不去”，“拂还来”。千古不变的月亮，不仅照亮了阁楼之上的思妇，也

照亮着身处异乡的游子，同一片月色见证了游子思妇的那份思念之情。然而诗人不直接表达思妇的“忧

和愁”、“悲和泪”，全程用人性化“月”来烘托她的怀念之情，用关键的字词来突出情感、诗意、人

生哲理。这就是语言的魅力，语言的其妙之处。 
3) 感悟《春江花月夜》情景交融的意境美 
“意境”是指抒情性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活跃着生命律动的韵味无穷的诗意空

间。在诗歌的创作中，如果说：“华丽的辞藻、绝美的修辞、婉转的韵律是诗歌的完美外壳，那么意境

就犹如点睛之笔，贯穿诗歌的灵魂。”诗歌中所蕴涵的意境，会让诗歌变得更加动人，让读者身临其境。

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光是题目就给了我们无限的遐想。“春、江、花、月、夜”本是我们日常所

见的寻常之物，诗人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展现出了不一样的情与景，二者相互交融，就形成了美妙的意

境。开篇两句诗描绘了江水一线，皓月高升，以浩大的气势展现出一幅宽广无垠的画面。接着两句“滟

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滔滔不绝的江水浪潮翻涌不停，那声音扣人心弦。望着江面上皓月

当空，月色洒满了江面，伴随着江水的激荡，滟滟生辉。通过诗的前四句，我们就已经跟随诗人进入了

他所描绘的意境当中，那一刻，我们或许可以跨越时空的波澜，同诗人置身于春江花月之中，感受那铺

满月光的江面和波涛汹涌的浪潮。 
全诗围绕五种事物——“春、江、花、月、夜”重复续写，缓缓展开一幅绝美的春江月夜图。通过

无数意象的勾勒，写尽了人间的离愁，展现了人生的易逝，让我们懂得珍惜那些美好的时光。开篇以春

江潮水的背景为铺垫，随着介绍大自然中纯洁的景物。有开阔的江水、孤寂的月亮、惬意的芳甸、花林、

流霜、沙汀等等。流连于这美景之中，诗人感慨道：“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我们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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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月之初如何，但是千百年来世世代代更替，月亮却永远是那个姿态。物是人非，沧海桑田，同这永恒

的月亮相比，我们太过渺小。这是月亮的寂寞？还是人的可怜？诗人借人世间最真挚的情感——游子思

妇的相思别离之苦，描绘出这幅充满人生哲理与世俗情趣的画卷。巧借大自然纯净朴实的风光为景，由

景及人，发出对人生的追问，诉离别之苦。这景、理、情，三者融会贯通，情景交融，在诗人的婉转回

荡中体现出春江花月夜清幽的意境美。 
袁行霈先生评价这首诗时曾说过：“从月生写到月落，把客观的实境与诗中人的梦境结合在一起，

写得迷离惝恍，气氛很朦胧……亦虚亦实，忽此忽彼，跳动的，断续的，有时简直让人把握不住写的究

竟是什么，可是又觉得有深邃的丰富的东西蕴涵在里面，等待我们去挖掘、体味。”[3]在《春江花月夜》

里面，“作者灵活采用了虚实结合的手法，实中生虚，虚中含实。虚虚实实，相互映带补充，相得益彰，

意趣无穷。诗境因此而显得更加悠远迷离，含蕴丰富，诗人也因此而获得了千古不朽的名声。”[4]全诗

通过对“月”的反复续写，向我们透露出了夜晚这个寂静的背景，再以臆想的江水之声、浪潮声、捣衣

声、游子思妇的叹息声，巧妙的编织着月夜江水的虚实结合，赋予诗歌灵动的美感。 

4. 结语 

诗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唐诗更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精粹。学习唐诗，

不能死记硬背，需要我们深入剖析诗歌的内涵。高中语文唐诗教学是古诗文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高考测试中举足轻重。在日常的诗歌教学中，教师要注意从诗歌的文本出发，探寻诗歌的文化魅力。努

力培养学生的诗歌鉴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为诗歌的语言、情感、韵律的魅力所折服，真

正爱上古典诗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一千多年来使无数读者为之倾倒，成为传世之名篇，独树一

帜，孤篇橫绝。通过对这首诗歌的分析，我们可以在经典中传承与创新，学会举一反三。对于高中语文

唐诗的教学，应适当的运用新的教学模式，比如创设教学情境，在吟诵中启发教学。围绕诗歌的文本，

从语言、意境、韵律等方面解析诗歌，让学生对一首诗歌获得一个整体的把握，从而激发学生对唐诗的

学习兴趣。回归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鉴赏诗歌获得审美感受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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