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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们的国家是诗歌的国度，诗歌的历史源远流长，是所有文学作品中思想感情最充沛，艺术想象最丰富、艺术语言最凝练 

的文学样式。千百年来，诗歌教学一直受到国人的高度重视，《尚书》中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论，神人以 

和。”强调了诗歌教学的重要性。在现代高中语文教学中，引导学生掌握解读古诗词的方法、培养他们的审美感受能力、陶冶他们美好 

的情操，让他们担 负起继承和传播中国古典文化丰厚遗产的重任是高中语文诗歌教学的终极 目的，是每个一线语文教师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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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是人类语言的结晶，它 

语言凝炼 ，意蕴深远。语言结构独特，要想解答鉴赏题是根本不 

可能的，因此，赏析先得读懂。诗歌的题材不同，其表现方法就不 

同，表现方法不同，赏析的方法也有所不同。赏析前要先明确诗 

歌的类型，以确定赏析的方向。诗歌从题材的角度看，主要有写 

景、咏物、怀古三类 ，这三类诗词的表现特点各异：写景诗借景抒 

情 ，咏物诗托物言志，怀古诗借古讽今。诗词的标题往往就能显 

示出诗歌的题材类型。《秋夜))(2004年福建卷)，《登金陵凤凰台》 

(2008年江苏卷)，《冰芙蓉》《窗前木芙蓉}(2008年广东卷)，《题李 

世南画扇)(2008年宁夏卷)，这些题目显示的诗歌类型很清楚 ， 

它们分别是写景 、怀 占、咏物、题画(题画诗多为写景诗)诗。“诗言 

志”，言诗人之“志”；“歌诗合为时而作”，作时代之“诗”。屈原生 

活在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中运用了大量的“兮”、“扈”、“汩”、“佗 

傺”等楚方言，他的每首诗几乎都是以楚声谱写出的“地方戏”； 

李白性格豪迈率真，感情奔放，思维活跃，他的诗歌显示出了豪 

放飘逸清新明朗的风格，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气息；杜甫一生布 

衣，又生活在唐由盛而衰的时代，开元盛世、玄宗征边、安史之乱 

等重要历史阶段和事件无不在他的诗歌中显现，透过他的诗可 

以探究到唐的兴衰史，其诗不愧为“诗史”；陆游一生积极投身于 

抗金复国的洪流之中，至老“尚思为国戍轮台”，临终还望“王师 

北定中原13”，爱国是陆游诗歌的主旋律。诗的“志”、诗的“格”、 

诗的“言”，诗的“风”都不是一律的。诗意会因人 、因时 、因境而 

异。 

读诗就得要先读诗人，读诗时，读诗境。而后才能悟诗意。读 

懂是鉴赏的前提 ，在前两“读”的基础上要逐句读诗词，整体理解 

其意。古诗词讲究格律，每一种体式一般都有句数、句式、字数、 

平仄 、押韵、对仗以及用字用词等方面的限制 ，之它语言凝练含 

蓄。读诗句特别要注意其几种特殊的语言现象。词类活用，“春风 

又绿江南岸”中“绿”字形容词活用为了动词，“绿”性一变，静态 

的绿色转换成了在春风吹拂下。万草始生，千里江岸一片新绿的 

视觉形象，诗的感染力大增；语序颠倒，“四十三年，望中犹记 ，烽 

火扬州路”将词序调整为“望中犹记，四十三年，扬州路烽火”词 

意就贯通明白了；词语省略，“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 

还”补上省略的应为“(漫天)黄沙(中)(我)(身经)百战(磨)穿(了)金 

(铠)甲，(如果)不破楼兰(我)终不还(乡)”，语句连贯完整后，诗意也 

好理解了。掌握古诗词的这些表达规律，按照现代汉语的语言规 

则将诗词拟成散文，把握诗词的整体内容，就能吃透诗意，弄清 

主要写法。 

古诗句中常常出现一些成分错位的情况，阅读时需要还原 

正常的语序，我们才能理解诗歌意境。崔颢《黄鹤楼》：“1]~JlI历历 

汉阳树 ，芳草萋萋鹦鹉洲。主谓倒装，正常的语序应为“晴川汉阳 

树历历，鹦鹉洲芳草萋萋”，意即“晴朗的原野上汉阳树历历可 

数，鹦鹉洲上芳草萋萋。“汉阳树”和“鹦鹉洲”置于“历历”“萋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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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看起来像宾语，实际上却被陈述的对象。杜}{7《秋兴八 “ 

中的“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柄老风凰枝”，正常语序 为“鹦鹧 

啄余香稻粒，凤凰柄老碧梧枝”，诗人将原属宾i吾位置 } 的“胥桶 

粒”与“碧梧枝”拆开分成分属主 、宾位置的词讲，形成_r d干̈叫、 

词组和词组的交错衔接，显得奇崛有致，突m了风物之荚 

《月夜》：“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实即“香雾湿云髦，清辉 

臂”。诗人想象远在鄢州的妻子电正好在闰中掣，l，那敞发符 

幽香的蒙蒙雾气仿佛沾湿了她的头发，清朗的月光也使僻她沾 

白的双臂感到寒意。这里的“湿”和“寒”都是使动 }_}j法，“ 氍” 

“玉臂”本是它们支配的对象 ，结果被放在前 ，似乎成 _r h 

另如钱起《谷口书斋寄杨补阙》：“竹冷新m后，tll爱夕 『{If ”奠 

语前置，正常的语序应为“怜新雨后竹 ，爱夕阳时IJJ”。 『1 J 

《长恨歌》里的“姊妹兄弟皆列 f=，可怜光彩生门户”应为“⋯‘怜f J 

户生光彩”。卢纶《塞下曲》中的“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r_；''腑为 

“林暗风惊草”。叶梦得《贺新郎》中的“秋色渐将晚，霜信报战化” 

也显然是“黄花报霜信”的意思。诗词曲中的定语的位置卡ll 1 

活，往往可以离开它所修饰的中心词挪前挪后。定语挪曲，l『』Il}： 

昌龄《从军行》诗：“青海长云暗雪LLl'孤城遥望卡门关 一卜，】J的 

“孤城”就是“玉门关”，是“玉门关”的同位性定语，现在却被挪 ： 

动词“遥望”之前，就很容易让人在诗意的理解 j二 现偏差 ．冉 

李白 《梦游天姥吟留别》诗 ：“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 

月。”意即“一月夜飞渡镜湖”。“月夜”本为句首的时问状 ，诗人 

为了押韵 ，把定语“月”放于句末，但作者一l5-渡”的 然址“镜湖” 

而非“月”。这就是定语挪后。 

诗歌中的用典确实对鉴赏者尤其是中学生提出 r虹 的 

求 ，如果不知道所用典故 ，势必影响对诗歌的理解把握 ，所以 

教学中我们应指导学生加强阅读，多积累一些诗歌中常 的JJJ 

史故事，多记忆一些古诗名句，无疑对准确把握诗人的情感， 

解诗歌的主题是很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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