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与财富

文学鉴赏活动是语文学科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就是基于审美心理，将文学作品中的表象转变成

读者的整体印象，从而让读者产生顿悟感。因此，在文学

鉴赏教学中，应该注重审美及人文教育。阅读是一种直

接有效的方式，基于让学生阅读文学作品，在阅读中体

会作品中的自然美和人性美，感受人和自然间的和谐关

系，并且掌握诗歌中的意境和语言美。当前文学鉴赏教

学效果不理想，教学中依然存在较多的问题，因此，教师

应该转变教学理念，结合文学作品，采取多样化的方式，

提升文学鉴赏效果，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

1、文学作品鉴赏的涵义

其就是阅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的对于思想、文

字等方面的审美精神活动。文学作品基于语言文字塑

造艺术形象，对于现实世界进行反应和思考，体现出丰

富的精神世界。阅读者通过阅读文字，能够体会作品中

的艺术形象和其具体活动，和艺术人物实施跨时空交

流，从而引发情感共鸣，得到审美的享受和愉悦，从而

丰富阅读者的精神世界，提升其思想境界[1]。

2、文学鉴赏教学的价值

第一，可以提升语文教学效果。在语文学科教学

中，为了提升整体教学效果，应该开展相关方面的教

学，文学鉴赏教学属于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构成部分。通

过有效地进行文学鉴赏教学，能够促使学生进一步了

解和掌握语文基础知识，不断丰富学生的语文基础知

识，为语文教学的开展奠定基础。这是由于文学作品中

涵盖较多的语文基础知识，例如不同句式的分析、修辞

格的应用、词语含义分析，基于让学生学习相关知识，

能够巩固基础，为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保障，优化

教学效果，提升教学水平[2]。第二，有利于学生文学素养

培养。当前强调学生文学素养的培养，其是语文综合素

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教师应该提升重视程

度，加强学生这一素养的培养。基于合理的进行文学鉴

赏教学，能够让学生了解更多文学作品，拓展视野，在

阅读各种文学作品中，不断提升文学素养。另外，能够

提升学生文学鉴赏能力，这同样是文学素养中的一部

分，可以优化学生文学素养培养效果。可见，文学鉴赏

对于学生的文学素养培养和提高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第三，能够提升学生写作水平。写作是语文教学中的重

难点，很多学生遇到写作时不知该如何动笔，写作质量

不高。通过开展文学鉴赏教学，能够让学生阅读更多的

文学作品，从而增加阅读量，积累写作素材，学习其中

的写作方法以及技巧，从而有效地写作，在反复锻炼

中，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第四，可以促进语文教学改

革。新课标下，以往的教育教学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教学

发展要求，这就需要加强课程教学改革。通过开展文学

鉴赏教学，能够丰富教学内容，改变教学方式，促使教

学具有更完善的目标，推动教学改革的落实。第五，可

以提升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这个支持者不如好之者，

通过有选择性的阅读感兴趣的内容，如政论散文、词、

楚辞、汉服、明清小说、近体诗、戏曲等，可以提升学生

的学习兴趣，实现由点到面，对于其他学科的学习兴趣

培养同样具有积极影响，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动力，提升

其学习效率和质量[3]。第六，基于鉴赏文学作品，可以提

升学生的阅读和分析能力，在学习、阅读、鉴赏传统文

学中，锻炼学生的阅读能力，更好的总结及归纳作者的

词、段、句、全文中心思想、主要内容。以提升文学分析

能力为着手点，形成系统的分析能力，促进其他学科分

析能力的培养，从整体上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4]。第七，

可以加强学生自学能力。为了提升学生学习效果，学生

需要提前做好预习和自学，在对文学作品进行学习、鉴

赏及分析中，了解写作背景，掌握内容以及思想，学生

可以查阅了解文本写作背景，通过多元化的方式学习，

在预习和学习中需要结合学习需要，合理的安排学习

任务及时间，促进学生自学能力提升。可见，基于开展

文学鉴赏教学，可以加强学生自学能力，为其他学科学

习奠定基础。最后，能够提升学生的文化底蕴和综合素

养。我国传统美文博大精深，具有深刻的思想，基于学

习文学作品，能够了解及掌握作者的用词造句、写作技

巧和方法、传神意境，同时体会到作者要传达的思想、

哲学、传统美德，这些内容中很多是传统美德，基于促

使学生学习传统美文，能够不断地提升文化底蕴，提高

综合素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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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语文文学鉴赏教学中的问题

第一，缺乏重视程度。现阶段，在语文学科教学中

受到新课标理念影响，教师虽然逐渐意识到了文学鉴

赏教学的作用，然而仍然缺乏足够的重视。一些教师并

未深刻意识到其作用，在文章阅读中没有让学生有效

地进行文学鉴赏，只是结合文本内容提出一些问题，让

学生阅读和找出答案，虽然能够让学生分析和了解文

本结构和表达的思想感情，然而学生处于被动学习状

态，教师对这方面的研究缺乏深度，导致文学鉴赏教学

的开展缺乏理论依据，限制了教学效果。第二，教学内

容缺乏合理性。文学鉴赏教学需要结合文学作品开展，

只有确保文学作品的合理性，才能促进教学的有效开

展。然而实际情况是，各阶段语文学科教学中的文学鉴

赏内容较少，初高中阶段语文教学主要是说明文和议

论文，虽然包含部分文学作品，然而并非是教学的重

点，导致文学鉴赏教学缺乏内容支持。另外，在文学鉴

赏教学中，教师应用的文学作品类型较为单一，并未引

导学生鉴赏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限制了学生文学鉴

赏能力的提升，不利于教学效果。第三，学生没有掌握

减少方法。如果学生没有掌握文学鉴赏方法和技巧，就

会影响学生文学鉴赏的效率和质量，不利于文学鉴赏

教学效果。一些学生并没有掌握有关的鉴赏方法和技

巧，导致学生无法深入的鉴赏文学作品，影响了其在教

学中的参与热情，学习兴趣降低，导致教学效果受到消

极影响[5]。

4、语文文学鉴赏教学措施

4.1提升重视程度

在语文教学活动中，为了提升文学鉴赏教学质量，

教师应该提升对教学的重视程度，调动学生参与教学

的积极性，为文学鉴赏教学活动的开展奠定基础。语文

教师应该充分认识到文学鉴赏教学的价值，明确其在

学生语文学习效果和语文教学质量提升方面的作用，

从而采取多元化的措施，改变以往的教学理念，将教学

落实到实处，增加投入，调动学生学习热情，促进学生

重视文学知识的学习。只有这样，才能为文学鉴赏活动

的开展提供基础，促进相关教学活动的有序开展。

4.2合理的选择教学内容

文学鉴赏活动的开展需要依据文学作品，因此，为

了提升教学效率和效果，教师应该合理的选择教学内

容，促进教学开展。教师在教学中需要分析和掌握教学

内容，有针对性地进行选择，合理增加文学作品内容，

促使学生接触更多的文学作品，基于阅读文学作品，补

充文学作品阅读量，进一步开阔视野，让学生有机会进

行文学鉴赏，通过反复锻炼，提升其文学鉴赏能力，实

现教学目标。除此之外，教师在确定文学作品时，应该

重视其丰富性和多元化，选择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让

学生阅读各种类型的作品，基于有效的阅读和鉴赏，让

学生了解各种类型文学作品，丰富鉴赏内容，优化教学

效果[6]。最后，教师在确定文学作品时，应该结合学生的

情况，为教学开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4.3指导学生掌握鉴赏技巧

为了促进教学的有效开展，教师应该引导学生掌

握文学鉴赏方法和技巧。在文学鉴赏教学中，教师需要

合理的指导学生，从而掌握完整的鉴赏方式。比如教师

可以引导学生从不同的方面实施文学鉴赏，包括人物

形象、语言风格、表现手法和写作思路等，让学生综合

的掌握文学作品，提升文学鉴赏效果。教师通过指导学

生从不同的方面进行鉴赏练习，能够让学生逐渐掌握

技巧和方法，确保学生文学鉴赏的效果，提升其文学鉴

赏能力，达成教学目标。

4.4诗歌鉴赏

诗歌鉴赏是文学鉴赏中的重要构成部分，由于诗

歌距离学生生活的年代久远，且诗歌比较特殊，导致学

生很难理解，教学效果不理想。为了改变现状，教师应

该采取多元化的方式，提升学生学习兴趣，促使学生更

好的理解诗歌，优化鉴赏效果[7]。第一，情境导入，培养

学生想象力。在诗歌鉴赏中，教师需要认真的研究诗歌

内容，找到能够激发学生兴趣的内容，利用诗歌的背

景，培养其联想能力，把学生带入到诗歌的意境中。需

要注意的是，想象并非是凭空产生的，而是要结合教材

内容，把语言刻画成画面，在立体化的情境下，引导学

生结合生活情境进行想象。诗歌语言比较复杂，很多学

生在阅读中有一定的困难，诗歌是诗人依据生活体验，

加上一些意向，创作成语言形式。因此，学生在鉴赏的

过程中，需要具有较为丰富的知识以及较高的艺术修

养，从而进入到诗人创作的情境中，就整体上对诗歌进

行感知。比如，在学习“锦瑟”时，诗人就将自身情感转

移到具体事物中，当事物有了诗人情感，能够展现一些

特性化的情感，因此，教师在创设情境时需要立足于

情，具体的进行讲解。这首诗是借景抒情诗，表现了作

者的各种不幸，包括感慨、悲伤、愤怒，诗人通过词句的

使用来表达。教师在教学中，应先给学生阐述诗人的背

景，其是唐代诗人，“无题诗”影响了很多人，而“锦瑟”

具有代表性。之后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配乐，引导学生

进入情境中，在沧海月明珠有泪中，利用沧海珠泪典故

表达自身的情感，引导学生想象其中的自然风景，感受

诗人要表达的情感。这首诗中还给学生展示了执着的

情感，使用的意向不一样，这也让诗人的情感变化有层

次感。

第二，诗歌美育，提升学生鉴赏能力。通过诗歌鉴

赏教学，能够对学生的语言素养进行培养，还可以展现

出诗歌中的韵律美，让学生自主传承以及发展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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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不能太强调考试，要依

据具体的情况，体现出诗歌的美，如语言、节奏、景色美

等，教师需要多引导学生，采取多样的教学方法。首先，

语言的灵活美。诗歌的语言是有规律的，在发展中有很

强的节奏感，和我们民族的语言风格一致，再加上不一

样声调的音节，就能够形成动听的音调，合理的应用，

可以体现出其中的和谐性。其次，多样化的风格美，会

让诗歌的形式以及内容变得统一，体现出诗人的精神

风貌，诗歌的风格可以展现出诗人的特点，在对风格进

行鉴赏时，就要展现出诗人的灵活性。比如在学习李白

有关的诗歌时，可以感受到其中的自由以及浪漫，李白

的诗歌是在变化的，内容中包含很多的奇思妙想，基于

运用多种修辞手法，创造出很多传世名作。最后，想象

美。在教学中，不论诗歌是抒情还是言志，都突出含蓄

的特点，这就可以给学生留出更多的空间，让他们发挥

想象力，主动的思考，有利于拓宽学生的视野，让他们

更好的感受诗歌的美好。

第三，感悟意境，让学生感受语言的运用特点。感

悟能够分成“感”和“悟”，将文本理解的地方当作观察

对象，慢慢的加强对整理的把控能力。特别是对部分细

节点实施综合性评价的过程中，要深层次的领悟到诗

歌的意境，感受到作者要表达的情感，进而正确的评价

以及欣赏诗歌的艺术特点以及内容。意境就是作者将

情感与客观事实进行融合，在诗歌中可以展现出更高

层次的艺术境界。比如，在学习“秋兴八首（其一）”时，

诗歌就把“秋”当中重点，面对着秋景想到了国家的兴

衰，在比较分析中，诗人在看到国家残破的景象时，却

没有实际作为的无奈之情。杜甫的诗歌中，意境具有凄

清忧怨的特点，这也让其得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把

“秋”当中全诗的序曲，描述了巫山巫峡，基于动荡不安

的景物表达诗人焦虑的情感。所以，要想让学生全面理

解和品味诗歌，就需要基于意境层面进行赏析。

4.5散文类文学作品鉴赏

散文是最自由的文体，不用关注排比和音韵。散文

是优美的，包括精神的见解、优美的意境、质朴的文采。

教师引导学生多鉴赏散文，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写作能

力。首先，学生在读到优美的段落或句子时，可以摘录

或背诵，从而为写作积累素材。比如积累排比句以及对

于山水等方面的画面描绘，灵活的在写作中应用，能够

提升文章质量。另外，文章中不可能都是优美的句子，

还有部分是白描的场景，用质朴的语言表达出真挚的

情感，听起来简单，但是实际操作起来难度较大，这就

需要学习写作技巧[8]。例如散文《背影》中有一段质朴的

描述：“我看见他带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

色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

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

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在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

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身影，我的眼泪

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

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

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趴下，

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这一段话

中，作者只是用简单的话语描述看到的情景，描写细

致，让读者能够感觉到身临其境，仿佛看到这部画面，

感受到慈祥的父亲对于儿子的体贴和关怀。作者能够

写出高质量的作品，是因为在写作中融入了真实情感。

如果文学作品中缺乏情感的穿插，就会影响作品质量，

没有情感，即便使用再多的写作手法，也无法写出应有

的感觉。很多学生在写作中普遍存在这一问题，文章中

没有情感，变成了流水账，因此，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在

写作时融入情感。比如写一篇议论性的文章，可以看成

是一个辩论会，而自己作为辩手，需要仔细的斟酌所有

理论和根据，努力让别人认可自己观点。

结语

综上所述，在语文学科教学中，教师应该重视文学

鉴赏教学，深刻意识到其意义，合理的选择文学欣赏作

品，丰富鉴赏内容，开阔学生的眼界，通过不断地锻炼，

逐渐提升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采取多元化的教学措

施，促进文学鉴赏教学的有序开展，实现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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