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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古诗文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在初中语文教学中,
古诗文的学习不仅能够提高青少年的文学素养,而且能够润泽

他们的灵魂、滋养他们的生命。培养初中学生诵读古诗文的兴

趣,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热情。灵活的选用不

同的教学策略,能够更大程度的激发学生诵读古诗文的兴趣,让

学生受益更多、收获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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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文一直以简练的语言、优美的韵律、真挚的情感感染着

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初中学生不仅要掌握一些必备的古诗

文,而且要有一种学习古诗文的兴趣。在我国初中语文课本中,
古诗文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因此,更需要学生花更多的时间

来理解和学习。本论文就结合初中语文教学的实践,谈一谈如

何使初中学生对语文古诗文诵读产生兴趣。
1 改变陈旧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学习古诗文的兴趣

在课堂上,教师只有提出学生感兴趣的问题,改变课堂教学

模式,学生才会对古诗文产生兴趣。陈旧的教学模式学生对古

诗文是不会产生兴趣的,没有兴趣就谈不上创新,初中生是在教

师为其设计的学生方式中,在教师创设的教学模式中,在自主探

究学习中发展自己的创新思维。
2 提高审美修养,激发学生学习古诗文的兴趣

古诗文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古诗文一直以简练的语

言、优美的韵律、真挚的情感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中国

古诗文不仅蕴含着古人的文学素养,更包含着古人的情感、追求

和情趣。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古诗词的学习不仅能够提高青少

年的文学素养,而且能够润泽他们的灵魂、滋养他们的生命。培

养初中学生诵读古诗文的兴趣,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中华传统

文化的热情、丰富语言积累、沉淀人文素养。灵活的选用不同的

教学策略,能够更大程度的激发学生诵读古诗文的兴趣,让学生

受益更多、收获更大。
3 培养学生学习古诗文的策略与方法

3.1 从朗读背诵入手,体会古诗文情感 选一位背诵者进

行配乐朗诵。配乐朗诵能调动学生的感官,激发他们的学习兴

趣,渲染气氛,使学生产生联想,增强想象,加深情感。朗读时,
声情并茂,抑扬顿挫的声音能与学生产生共鸣。比如,在唐代诗

人白居易所描写的《钱塘湖春行》这首古诗文中,对钱塘湖的春

日美景进行了描绘,通过对古诗文的背诵,让学生们体会出诗人

对西湖美好春色的赞美和热爱之情;其次在阅读过程中,教师充

分调动学生的视觉和听觉,使学生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同
时在阅读过程中加深对教师的敬佩之情。尊师重教,教书育人,
教师的阅读是教师理解和感受文本的外在表现,能够加深学生

对文本的理解,培养学生的语感;最后老师可以组织学生小组朗

读比赛,将学生分成若干组,同学们根据古诗文的内容自行安排

身体动作,并控制朗诵节奏,还可进行伴舞伴奏,形式自由,从而

激发同学们朗诵古诗文的兴趣。
3.2 发挥想象,激发兴趣 将单调的文字符号转换成形象

生动的画面,引导学生通过想象进入文本,面对作者和文章的主

人公进行对话,在空间和时间上缩短读者和作者和主人公之间

的距离把远古的画面带入学生的头脑,把古代人物的思想注入

现代的内容,让学生感到新鲜。激发学生的探究心。例如,温庭

的《梦江南·千万恨》课上,要求学生抓住“德”、“倚”、“脉”等词

语,展开想象,用语言描写诗歌的意境。学生们很快就画出了这

样出色多彩的扶手。我期待着丈夫回来。我一整天都呆在楼顶

上,数着在河里来来往往的帆船。一想到这句话,就明白人写的

思夫的悲伤。使用想象、联想的方法,使学生面对面与古人对

话,拉近学生与作者的距离,用现代人的思维去评价古人的古

文,让学生说话,激发学习兴趣。
3.3 通过质疑、探究,调动学生学习古诗文的积极性 学

生只有在学习中发现问题,才能对学习产生兴趣和积极性。运

用提问和探究的方法,可以调动学生学习古诗文的积极性,激发

学生的阅读兴趣。如何引导学生提问? 首先,给学生一个轻松

的环境。学生敢于怀疑,怀疑才能得到老师的鼓励,因为大多数

学生想怀疑又怀疑,既怕老师看不起自己,又怕学生嘲笑。这

时,老师要鼓励学生,即使显得幼稚,也要给予充分肯定。二是

养成良好的提问习惯;充分发挥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作用,赋予

学生学习的权利,善于引导学生从肯定到怀疑,在学习中发现,
在思考中提问,在解释中理解,在理解中创新,使学生获得新的

知识。三是教学生如何提问。提问的基本方法可以从三个方面

来考虑:什么是提问,怎样提问,为什么提问。对于古诗文,我们

可以从词汇、句型、结构、主题、语言特点等方面进行怀疑,这样

学生就会产生怀疑,学习兴趣自然会提高。
3.4 丰富教师表达姿态,引导兴趣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

的表情、姿势、手势和语言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想象一下

老师上课很懒。学生们会兴奋吗? 在课堂上,教师要始终保持

快乐、乐观的精神,充满信心,即使累了,也要振作起来。演讲中

的语言应该丰富多彩,并伴有一些手势和表情。阅读时语调低

沉、速度适中、情感真挚等都能感染学生,激发他们的兴趣。此

外,教师深入学习教材,运用现代教学方法,特别是运用多媒体

辅助教学,可以大大提高学生学习古诗文的兴趣。
4 结语

对初中生而言,学习古诗文最重要的就是培养对古诗文的

浓厚兴趣。古诗文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是文化长河中

的一条重要支流。研究古诗文,让学生更好地领悟中华精神,汲
取文化精华,架起与古人沟通的桥梁。以多种方式培养初中生

对古诗文的兴趣,使教师的古诗文教学变得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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