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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诵读是古诗文教学的很有效的方法。我们应该怎样对学生进行古诗诵读训练呢? 现以《饮酒》教学为例来谈一谈;可以
与作者进行零距离的对话，进行情感上的交流，创造气氛，进行诵读;可以引导学生打开形象思维，激发丰富的想象，进行诵读;可以引
导学生打开形象思维，激发丰富的想象，进行诵读;可以用辅助教学方法，来再现形象，进行诵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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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文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精髓。初中课本中的古诗文，篇
篇都是经典之作，非常值得老师带领学生去学习。如何让学生通
过学习课本上有限的几首古诗就喜欢上中国的古诗呢? 如何让
学生在品味这些脍炙人口、精彩非凡的佳句时，得到最真切的美
的享受、情的熏陶呢? 现以《饮酒》教学为例来谈一谈。

一、与作者进行零距离的对话，激起情感上的共鸣，创造气
氛，进行诵读

诗必情而发，优秀的诗作都是在诗人被现实生活激发起澎湃
的感情时写成的。因此，在课堂上，教师应以自己对诗人的充分
了解，满腔的热情，充分传达出作品的感情激起学生思想感情上
的共鸣，努力激发师生之间积极的情感交流，形成良好的教学气
氛。例如在教学《饮酒》时我先后两次出示了陶渊明生平的介绍，
一次在听名家朗读前，一次是在理解“欲辨已忘言”时。陶渊明，
名潜，字元亮，死谥靖节。他出身于没落士族，少有大志，抱有大
济苍生的理想。进入仕途后，做过一些小官。41 岁任彭泽令仅八
十余天，因看透腐败的官场，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解绶辞官，毅然
归隐。以此引起学生思想感情上的共鸣，为准确的理解，良好的
诵读做好了铺垫。

二、引导学生打开形象思维，激发丰富的想象，进行诵读
诗歌是想象的果实，没有想象就没有诗歌。可见，诗歌教学

中，引导学生展开思维、激发他们的想象是何等重要。在教学《饮
酒》分析理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
还。”时，这四句是颇有意境的诗句，要读出陶渊明的“悠然”、怡然
自得来。

三、同类诗歌比照，在比照中感悟诗歌，进行诵读

我们对诗歌的鉴赏，不言而知，诗歌本身自然是我们鉴赏的
重点。但也不要只看到眼前的这一首，我们应该推及其他，连类
比照，在教学《饮酒》分析“心远”时，我自然地引入了顾城的《远和
近》一诗，让同学们形象地理解了陶渊明心离官场、世俗远了，就离
自然、宁静近了，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既加深了学生对本诗的认
识，又扩大了阅读拓宽了视野，可谓用诗教诗，用诗学诗，这可谓是
一举两得，这还提高了学生的诗歌鉴赏能力，何乐而不为呢。

四、用辅助教学方法，再现古诗形象，进行诵读
美术、音乐是美妙艺术创作的生动表达，追求情景交融的美

妙意境，两者与古诗三者有许多相通之处。若在诗歌教学中，配
以图像、乐曲进行教学，便可增强教学的直观性、形象性，创造出
生动形象的艺术氛围，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很有利于提高学
生艺术鉴赏力。如我在教学《饮酒》时，分析朗读“采菊东篱下，悠
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两句，就配上了相应的图
画，使得诗歌变成了直观的艺术，学生朗读时有了身临其境之感。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曾说过;“诵读得法，不但了解作者说些什
么，而且与作者心灵通了，无论兴味方面，或受用方面都有莫大的
收获。”在教学中，通过与作者进行零距离的对话，进行情感上的
交流，创造气氛，进行诵读; 通过引导学生打开形象思维，激发丰
富的想象，进行诵读;通过引导学生打开形象思维，激发丰富的想
象，进行诵读;通过用辅助教学方法，来再现形象，进行诵读。我
发现学生学习古诗文的兴趣被大大地激发了出来，而且背诵、理
解的能力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对古诗的鉴赏能力也大幅度的提
高了。经典古诗文诵读教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艺术，笔者的研究
发现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

(上接第 103页)
的教学方式要与当今社会的职场要求接轨，要让学生感受到职场
的竞争和压力，更好地适应职场的生存环境，以便学生在毕业以
后踏入社会能够更好地适应职场的要求。

语文这门学科是最接近生活的学科，这门课程更能容易的掌
握学生的思想，学生能够在较为自由的环境中学习，帮助学生开
放思维。所以只有创新中职语文的教学方法才能符合当今社会
的环境、适应当今社会的要求和迎合当今社会的需求。通过改革
中职语文的教学方式，能够更好的使语文的教学与学生的就业实
际结合起来，提高学生参与社会的能力。

( 七) 活化教学组织
当今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沟通是一种必然的交流方

式，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每一个社会成员之间都要进行交流才
能更了解自己的分工部署，在工作中能够与实践相结合。中职学
生能否顺利就业取决于学生自身具备的素质，只有自身具备一定
的素质才能符合社会的需求，与社会接轨，从而提升中职学生的
就业率。所以，在对中职学生进行语文教学时，一定要注重灵活
教学，让学生重视和感受到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性，在组织教学时，
教师可以采取适当的任务型教学，在课程进行前布置任务，增加
学生相互交流合作的机会，规定学生在相互交流共同努力的情况

下完成布置的任务，让学生更容易地感受到集体的力量。另外，
通过对教学组织形式的改变，促使学生参与到日常的教学活动
中，并且在相互合作和交流的过程中产生集体荣誉感。

通过活化教学的组织模式，能够促进语文教学与生活实际紧
密结合在一起，将中职语文教学的生活属性和社会属性显现出
来，与社会接轨，为学生构建与社会接触的平台，使学生的就业能
力和社会实践能力快速提升，实现就业。

三、结束语
目前不少学校的毕业生还较难达到企业对人才的要求，中职

教育需要改革和创新，而以就业为导向，为企业提供实用性的人
才，是目前的改革方向。要不断完善中职语文教学的教学策略，
有效进行教育目标的创新和改革，使中职教学能够真正的以就业
为指导。文章通过分析树立以就业为导向的语文教学观的重要
性，探讨了基于就业导向的中职语文应用教学的策略。希望能够
帮助学生顺利就业，提升就业率，有能力面对社会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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