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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古诗词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古诗词教学作为语文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深深地影响着学生的情感发展。而初中阶段作为学生认知发展的关键时期，对初中语文古诗词进行情感

教育，有利于让学生更加全面地体会诗歌的情感，激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丰富学生的情感体

验，也能够提高诗歌教学的质量，不仅仅局限于一些表面知识。通过调查发现，目前初中语文古诗词教

学仍存在不少问题，教师专业能力不足、情感素养差；学生感悟力不足，情感共鸣差；教学内容上存在

严重的重知轻情现象……实施情感教育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迫切的需要。对此我们本着全面性、沟通性

和综合性的原则提出了初中语文古诗词情感教育的针对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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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cient poetry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hinese culture, containing rich emotions. As an im-
portant component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the teaching of ancient poetry deeply influences 
students’ emotional development. As a critical period for students’ cognitive development, emo-
tional education on ancient Chinese poetry in junior high school is beneficial for student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emotions of poetry, stimulate their love for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nrich their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oetry teaching, beyond just super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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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l knowledge. Through investigation,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the teach-
ing of ancient Chinese poetry in junior high school, including insufficient professional ability and 
poor emotional literacy of teachers; students lack insight and emotional resonance; there is a seri-
ous phenomenon of emphasizing knowledge over emotions in teaching content∙∙∙ Implementing 
emotional education has become a very urgent need. We have proposed targeted strategies for emo-
tional educ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poetry in junior high school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compre-
hensiveness, communication, and comprehens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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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社会，各种抑郁、逆反、焦虑等心理和情感问题层出不穷，严重阻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伴随着新课标改革的不断推进，以关注个体情感发展和生命意义为导向的“情感教育”“生命教育”逐

渐占据大众视野，人们极力呼吁改善这一现象。《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在课程目标与内

容部分提到“要有较为丰富的积累和良好的语感，注重情感体验，发展感受和理解的能力。能阅读日常

的书报杂志，能初步鉴赏文学作品，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能借助工具书阅读浅易文言文。背诵优秀诗

文 240 篇(段)”[1]。注重情感体验是语文课程的标准和要求。“诗言志，歌永言”，诗歌作为中华文化的

瑰宝，最重要的就是传情达意，抒情言志，它不仅是连接我们与古人情感交流的桥梁，还是对学生进行

情感教育的素材。而在初中语文古诗词的实际教学中，我们发现存在严重的重知轻情现象，这一教学现

象无疑是有很大缺陷的。基于此，我们认为情感教育很重要，教师应该在情感教育方面多下功夫。 

2. 初中语文古诗词教学现状 

伴随新课标改革的不断推进，情感教育已经成为初中语文教学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2]。然而，

在实际的教学课堂中，教学内容单一、学生感悟力不足、教师专业素养差，存在严重的重知轻情现象，

初中语文古诗词教学不容乐观。 

2.1. 教学内容单一，重知识传授，轻情感体验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明确规定了语文课程教学除了包含知识技能、方法技能

等方面的目标外，还包括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所要达到的教育目标[3]。但实际的教学效果却差强人意。 
中考试题对古诗词的考察仅停留在基础知识上，除了背诵、默写就是诗句赏析，能够达到理解和记

忆的要求即可，忽视了学生的情感掌握程度。这也导致教师侧重研究考试的题型，一味地按照教材和参

考资料讲解知识内容，甚至出现了“考试考什么上课就教什么”的功利性教学，不愿意花时间在古诗词

的鉴赏、品味和感悟上，忽视对古诗词情感资源的挖掘。杨文颖在《情感教育对中学语文教学的推动》

中就谈到“老师的作用仅仅是将参考书或者是学习资料书上的内容转化在幻灯片上，然后原封不动地读

给学生听，要求学生将重点知识死记硬背下来，课下检查背诵。”[4]李敏选取了山东省东营市 S 中学的

12 位语文老师，对他们进行访谈，得出“老师把诵读仅仅当作是学生字词正音以及背诵的工具，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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诵读在帮助学生理解诗词内容、感受诗歌独特魅力方面的作用。”[5]这样的教学环境早已将情感丰富的

语文学习变成了机械枯燥的理论讲解，古诗词也慢慢变成了提高成绩的工具，其中所蕴含的情感因素荡

然无存，重知轻情已经成为了初中语文古诗词教学的一个主要问题。 

2.2. 学生感悟力不足，情感共鸣差 

初中阶段作为学生情感发展的转折期，思维的发散性、灵动性与创造性都为理解古诗词创造了条件。

但是初中生的社会经验较少，情感体验能力较差，很难与文本产生深层次的共鸣。 
一方面，初中阶段有着大量的课业知识，学生的学习时间与精力都是有限的，对古诗词的学习仅限于

课堂和教材，较少联系到日常生活。情感教育区别于一般教学，关键在于给学生创设出体验情感的情境，

传统的教学方式没有这样一个情感体验的过程，学生学习兴趣不足，情感没有被充分激发，很难对古诗词

有一个系统的感悟。“受教学环境和教学方法的制约，学生在学习语文时更偏向理性思考，而较少涉及情

感层面。”[6]相较于晦涩难懂的诗歌，反而数学、化学、物理等应用性的知识能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另

一方面，古诗词距今时间久远，是诗人特定的人生经历的写照，而生活在新时代的学生认知发展还不完善，

社会经验较少，缺乏品读鉴赏能力，时空上的距离让学生很难体会那个时代的心境，读不懂、理解不透，

也很难内化为个人情感。欧阳诗晴以福州屏东中学的学生为调查对象，对收集来的问卷进行分析发现：“学

生想象受限，很少能够在脑海中形成诗词的画面，并且多数学生表示体悟不到诗词的情感。”[7]教学有法，

但教无定法，这就要求教师从情感着手，不定时更换教学场所，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法，给学生创造出思

维想象的空间，在讲授知识的同时引导学生感受各类古诗词不同的情感，忧国忧民之感慨、国破家亡之痛

楚、建功立业之豪迈、亲情友情之真挚……从情感中体会到古诗词学习的趣味，培养感悟力和鉴赏力。 

2.3. 教师自身能力不足，情感素养差 

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说：“谁要是自己还没有发展培养自己的情感，他就不能发展和培养好别人的

情感。”要想学生有情首先教师要有情[8]。但是绝大多数教师还停留在传统教学层面，局限于古诗词的

内容分析上，情感素养较差。 
一方面，由于教学任务繁重，教师在备课时多将重点放在古诗词内容的识记和背诵上，忽略了文学

鉴赏和创造的过程。课堂上教师专攻教学技能，语言体态、板书板画、提问导入这些逐渐成为了他们关

注的重点，而对文学常识知之甚少，缺乏对文本的深入探究和思考，对古诗词的内容分析并不深刻，只

是循规蹈矩，按照教师用书来教，自己也是一知半解，并不能全面地解读诗歌；另一方面教师作为一个

独立个体，带有个人的主观性，对于诗歌情感的理解或多或少就会夹杂主观情感，并不能完全体会到诗

人在当时的情境下创作的真实感受，很难共情。卢家楣谈到：“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在我国教学理

论和实践中存在着严重的重知轻情的教学失衡现象，以致广大教师对教学中的情感现象了解不多，对教

学中情感教育目标要求模糊，并不能设定出符合古诗词教学要求的情感目标，对教学中操纵情感因素实

现情感目标问题更是把握不住。”[9]所以教师要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加强对道德情感理论的学习，为

教学所用，让学生感受到蕴含在古诗词中的真切情感，内化于心。 

3. 情感教育在初中语文古诗词教学中实施的必要性及意义 

从目前的初中语文古诗词教学中，我们不难发现大多数学生的情感都不达标，一味地学习基础知识，

忽略了情感的需求，实施情感教育已经成为一个非常迫切的需要。 

3.1. 符合语文课程的标准和要求 

新课标不断改革，对“培养什么样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强调贯彻核心素养，落实立德树人的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1052


朱文康 
 

 

DOI: 10.12677/ass.2025.141052 411 社会科学前沿 
 

根本任务。 
2022 年版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运用的

综合性、实践性课程。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1]这里的人文性强调的是语

文课程的熏陶感染作用。而在初中语文古诗词教学中落实情感教育，能够培养学生正确的思想观念和高

尚的道德情操，使其受到熏陶和感染，提升审美情趣和鉴赏品味。《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

2022 年修订)》还进一步提出“语文学科要从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这几个角度来

确定教学目标”“应该要重视语文课程对学生思想情感所起的熏陶感染作用，注重课程内容的价值取向”

[1]，所以初中语文古诗词教学不仅要传授知识技能，还要关注到情感层面，引导学生体会作者字里行间

所流露出来的真切情感，促进学生知情意行各方面全面发展，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因此实施情感教育

是语文课程的标准和要求，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3.2. 有利于提高古诗词教学的质量 

《尚书·舜典》：“诗言志，歌咏言。”古诗词最重要的就是抒情言志、表情达意。然而在实际的教

学课堂中，古诗词的情感要素被淡化甚至于漠视，重知轻情已经成为了教学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学生大

多认为古诗词晦涩难懂，很少有人出于兴趣想要主动地学习，只是为了应对考试简单地记诵，仍停留在

基础知识的掌握上。而情感教育可以很好地解决现存的问题，将情感教育融入古诗词教学中，让学生从

情感入手，感受语言、意境、情感所构成的整体美，培养审美思维。这有利于促进其对作品的理解，体会

诗人的心境，产生心灵上的共鸣，丰富个人的情感体验，从而调动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古诗词教学的质

量。 
无论是热爱自然田园，或是渴望建功立业，抑或是关心平民百姓……这些真挚的情怀、高尚的品格

有利于净化学生的精神世界，唤起对古诗词的热爱，能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独特魅力，领略其核心精神，促进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增强文化自信。 

3.3.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理想人格 

学生的成长不仅是知识与能力的提升，还需要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成熟，情感、意志等非认知因素在

学生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初中阶段学生认知心理都不成熟，正处于敏感和矛盾期，更需要对他们进

行情感教育，关注他们的情感特点，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而古诗词中有着丰富的情感内容和深

厚的情感底蕴，“不仅培养着学生的理性思维，还培养着学生的感性思维。”[10]如曹操在《龟虽寿》中

写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表达了曹操老当益壮、锐意进取的精神面貌；李

白在《行路难》中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展现了其乐观积极、直面苦难的理想信念；

又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彰显了他忧国忧民，心系祖国的

爱国情怀……通过这些古诗词的学习，学生能够感受古诗词背后所蕴藏的情感，体会到诗人的心情与志

向，受到情感的熏陶，深化对社会、历史和人生的感悟。同时能够积极学习他们身上的优良品质，促进

学生的个体成长。 
只有知、情、意、行全方面发展的人才能好地适应社会的要求，以古诗词为抓手，通过情感教育让

学生在学习中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培养高尚情怀，充满责任感和使命感，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

世界观，塑造理想人格。 

4. 初中语文古诗词情感教育的策略 

语文课程的人文性要求教师充分挖掘教材中的人文价值和人文精神，深化知识理解的同时，丰富其

情感体验，完善他们的人格发展。这里给出了初中语文古诗词情感教育的具体实施策略。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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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反复朗读，入情入境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 2022 年修订)》指出：“阅读教学要重视朗读，要让学生在朗读

中通过品味语言，体会作者及其作品中的情感态度，学习用恰当的语气语调朗读，表现自己对作者作品

的情感态度的理解。”[1]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重视朗读指导，让学生发挥在朗读中的主体作用，激

活学生的情感，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以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11]。 
叶圣陶说过“教学千法，读为一法”，因此古诗词的情感教育要重视朗读，让学生在读中整体感知

内容，在读中品味语言魅力，在读中体悟情感内涵。朗读技巧上，教师要加强朗读指导，要求学生适当

地控制语调和语速，注意停顿和重音，读准字音、读出节奏。如教学《天净沙·秋思》一课，教师可以先

范读让学生明确这首诗悲哀与萧瑟的感情基调，接着借助多媒体播放背景音乐让学生自由朗读，当学生

读到“古道西风瘦马”一句，展现出一幅这样的画面：萧瑟的秋风中，寂寞的古道上，饱尝乡愁的游子骑

着一匹延滞归期的瘦马，在沉沉的暮色中向着远方踽踽而行。借此来激发学生的兴趣，调动他们的情绪，

优化课堂的教学氛围。最后进行全班齐读，让学生入情入境，走近诗人马致远的世界，体会飘零天涯的

游子在秋天思念故乡、倦于漂泊的凄苦愁楚之情。朗读形式上，教师要运用多种朗读方式，如比较朗读、

专题朗读等，加深对诗词情感的深层理解。比较朗读，可以设置生生、师生之间的朗读任务，并评价朗

读效果。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能够让学生感受诗词的韵律和节奏，培养良好的语感，体会音乐美；还能

主动思考，发现朗读中存在的问题，引发对诗词情感的进一步体会。专题朗读，确定好情感主题，围绕

这个主题进行朗读交流，引导学生进入文本，发挥想象，感受画面美，在体验和联想中深化对古诗词的

思考，将诗人的情感内化为自己的情感。 

4.2. 抓住精妙的字词，品味语言 

古诗词中的每一个字词都是内涵丰富、意蕴深刻、富有哲理的，语言也是凝练、生动而形象的。教

师要引导学生抓住精妙的字词，从炼字、叠词、拟声词、修辞手法、表达方式以及表现手法等方面来鉴

赏古诗词的语言特色，充分感知其在表情达意方面的作用。 
在实际课堂上，一方面教师要引导学生抓住诗中的关键字词，尤其注意寻找诗眼，如曹操的《短歌

行》中，“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忧从中来”等句子都可以捕捉到这首诗诗人的情感主要是“忧”，

学生明确了这样的感情基调，对整首诗内容的理解也更透彻。作品中的叠词也要注意，相同的字重复使

用，体现古诗词韵律美感的同时，也增加了情感的强度。如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凄凄惨惨戚戚”，这七组叠词读来朗朗上口，音乐性吸引学生深入其中，感受凄清寂寥的氛围，体会作

者空虚寂寞、哀愁悲凉的心情。另一方面在语言上，要注意观察诗词格律，是否对仗押韵；要关注直接

抒情、托物言志等抒情方式，把握用典、衬托等表现手法，从这些方面对语言进行赏析，品味古诗词的

思想内容和情感表达，以点带面，发掘整个古诗词的特点。一切景语皆情语，诗中的一词一句都是诗人

情感的凝练，诗人所表达的不仅是自身对美的事物的欣赏，更是内心情感的真实抒发。教师要指导学生

找出关键字句，分析其内涵，把握它们的语言特色和语言风格，进而理解古诗词的内涵，领悟背后所传

达的主旨意蕴。 

4.3. 关注意象，体会意境 

袁行霈先生曾说：“中国诗歌艺术的奥妙，从意象上可以寻到不少。”[12]意象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

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众多意象组合起来就形成了意境。 
古诗词的情感不是直接展露出来的，往往由意象营造的意境所传达。单单依靠文字描述，学生很难

体会古诗词的意境，这就需要教师创新教学方法，唤醒学生的情感体验。教师可以先总结出常见意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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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内涵，如月亮代表思念、柳树代表送别、梧桐是凄凉悲伤的象征……长此以往，学生在古诗词学习

时也会抓住意象，通过常见意象来推测其他意象的含义，在脑海中形成相应的画面，进入作者的情感世

界。如贺铸《青玉案》“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教师就可以引导学生抓

住“烟草、风絮、梅雨”三种意象，体会诗人是如何将自己的愁具象化，通过描绘的江南暮春烟雨之景来

营造凄迷的意境，表达内心的闲愁。在学习杜甫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一句，

首先让学生找出这一句中分别有哪些意象，分析风、天、猿、渚、沙、鸟多个意象综合在一起的作用，尤

其要让学生在感受这副清冷惨白的意境中体会作者对人生的感慨与悲叹之情。此外为了检验学生对意象

的使用效果，可以设置同题材同作者的文本，让学生找出其中的意象，鉴赏古诗词，得出自己的理解和

感悟。 

5. 结语 

培根在《谈读书》中提到：“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古诗词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古诗词教学作为语文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地影响着学生的情感发展。

本文先简要分析初中语文古诗词教学现状，发现在实际教学中存在严重的重知轻情现象，对此我们提出

情感教育，强调情感教育在初中语文古诗词教学中实施的必要性及意义，最后给出了反复朗读入情入境、

抓住精妙的字词品味语言、关注意象体会意境三种相应的教学策略。对初中语文古诗词进行情感教育，

确保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基础上情感认知能力也能逐步提升，这是语文课程教学目标的要求，也是适应新

时代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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