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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期末，寒假将至，古典诗词的相关内容，在课堂、作业和考试内容中，
都占据了相当的比例，充分体现出其重要性——

“元嘉时候的陶渊明，元和
时期的白乐天，元祐时期的苏
轼，史称三元。苏轼认为，他们
三个人在异代空间里面可以成
为共同参禅的三个好朋友。”

“了解中华文化名人，就能深入
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如何
发生的。”日前，北京师范大学
第八届“青春国学”传统文化进
校园暨“中华文化名人与文脉
传承”论坛在海南举办，专家学
者纷纷表示。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
在视频致辞中为听众们讲述了
苏轼的故事：“他谪居海南期间，
在物质与精神生活都极度匮乏
的情形下，仍能以‘聊为一笑’的
超然态度面对困厄。在组诗《谪
居三适》中，充分体现了他随缘
为乐，苦中寻趣的人生境界。”

“细读苏轼的诗文词，你会
发现：在苏轼一生，尤其是杭州
时期以后的创作当中，白居易与
陶渊明的影响始终很明显。从
人生境界上说，苏轼其实已经超
越白居易，甚至可以说超越陶渊
明，从陶渊明的不喜亦不惧，达
致一种物我两忘、旷达超脱的境
界。文脉的传承才能够成就真
正的杰出诗人，白居易是如此，
苏轼又何尝不是如此？”中南大
学中文系教授、《中国诗词大会》
点评嘉宾杨雨说。

专家们的讲解，让人们知晓
文学大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也让与会老师们对中国古典文
学的传承演进有了更加深入的
了解。故事之外，老师们也在思
考，如何讲好苏轼这样的中华文
化名人及其文章，引导当代学生
树立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滋养
人文关怀？这不仅是基础教育
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也对教师的
知识水平和转化能力有极高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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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把握中华文章发展的脉
络体系，就把握住了中华民族数千年
来形成的思想精神、审美旨趣、价值追
求，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把握住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康震说。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
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学校，是教育
发生的重要场所，是诗教浸润的主要
场景。从美育到德育，学校多维度打
造诗教浸润式育人空间。学生从踏进
校门起，晨读午诵、入校离校音乐、上
下课铃声……在深圳市宝安中学（集
团）外国语学校，诗词巧妙融于学生在
校的一日作息中。

每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
属学校的中华经典诵读活动便会如期
进行。从小学到高中全体参与，将音
乐、武术、沙画表演等和诵读完美结
合。学校希望通过吟诵经典，让民族精
神在学子的血脉中传承，通过吟诵经典，
让华夏文化支撑学子的人格脊梁。每天
30分钟品读、乐读、悦读，让学生耳濡目
染，深入洞悉，以文化滋养心灵——在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二二四团中
学，教师带领学生看好书、读好书，引导
学生探索传统文化精髓。

读古诗文有用吗？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迎来复兴的今天，仍然会有人
质疑。深圳市宝安中学（集团）外国语
学校党总支书记刘春景指出，诗教不
是为了复古，不是死记硬背；作为中华
美学精神的一部分，诗教将审美创造

和人格塑造相联系，感发生命，提升人
格。正如叶嘉莹先生所言：“诗，让我
们的心灵不死！”诗教将道德与审美联
结，将文字与现实联结，将悠久的文化
传统与勃兴的文化风尚联结。读诗，
是和伟大的心灵相互感应；学诗，真的
能够“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学习
诗词，可以引导道德性，浇灌植根天性
的道德观念；激发创造性，释放源自天
性的创造潜能；培养社会性，融通蕴于
天性的社会情感。

“诗句赏读社团以研读诗歌为主，

学生通过阅读领会中华传统文化中诗
书礼乐的精髓，领会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之美。《诗经》诵读与当下流行的音
乐完美结合，使古老的诗歌焕发新
颜。”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校长
陆炳荣表示，以经典诵读为主导，开发
美学鉴赏、传统技艺、音乐美术等方面
的多元化课程，将在学生心中种下大
量传统文化种子，他们的实践和分享
也将影响和丰富校园文化，使得一届
又一届的毕业生带着对传统文化的热
爱走出校园。

诗词教育，是为了感发生命、提升人格

在素养导向下，教学活动应以学
习者为中心，以学习为主线，锚定阅读
与鉴赏、表达与交流、探究与梳理，在
教学评一致性、情境性、实践性的闭环
中，指向核心素养的达成。在教学中，
如何整合资源、立足素养、基于任务进
行授课呢？

“李白诗歌有着重要的教学价
值。小学语文课本选了9首李白诗，
而月亮又是李白诗中出现最多的意
象。”深圳市宝安区宝民小学教师梁
创荣由此设计了梳理语文课本中的
李白诗歌、分析李白诗歌中的月亮意
象和制作“李白与月亮”小诗集三个
学习任务。

首先，梁创荣和学生们一起梳理
了课本中的李白诗歌，让学生了解李
白诗在课本中的选编情况。然后在诵
读这些诗歌的基础上，分析、归纳出李
白诗歌中月亮意象的三种类型：寄托
思念、象征理想、表达哲思。最后按照
这三种类型，把课外收集到的李白写
的与月亮有关的诗歌进行分类，编排
成诗集。“这本诗集还配有诵读脚本：
创设了几个与月亮相关的典型场景，
串联了李白写的与月亮相关的典型诗
歌，大体勾勒出了李白的人生轨迹。

学生诵读这样的脚本，能够进一步感
悟月亮意象的内涵，感受李白形象的
独特魅力。”梁创荣介绍。

根据苏轼年谱和苏轼作品，内蒙
古通辽市奈曼旗东明镇奈林学区中心
校金常胜老师让学生们在苏轼生平坐
标上画出他的人生曲线图。

在金常胜老师看来，“小学教材中
6篇苏轼的作品，虽然在授课时一一教
过，但是把它们放在一起，学生仍然会
感到陌生。学生对苏轼的生平了解也
大多停留在零碎的认识，很难形成较
为全面系统的认识。作品赏析方面，
教学过程中也只关注了单一语文要
素，缺少深层次的品读。”

“在画出这个曲线的过程当中，学
生才真正体会到苏轼这段人生的跌宕
起伏，认识到苏轼是一个怎样的人。”
金常胜说，学生们在展示自己对苏轼
的认识的同时，也培养了自己的想象
力、创造性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

“基于统编教材内容，拓展课外语
文资源，组织开展教学活动，这样的课
程设计充分利用各种教学资源，并根
据教学对象、教学环境等因素，对教材
内容进行选择、组织与重构。在课堂
上将重组后的教材内容传递给学生，

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清华
大学附属小学一体化学校副校长、教
育部基础教育语文教学指导专委会委
员金艳如是评价。教学设计不再孤立
地紧盯单篇课文，而是以素养目标为
统领，整体开掘单元资源。确定单元
学习目标，明确期望学生学会什么，整
体设计学习内容与学习过程，思考要
让学生学什么，如何学才能达成学习
目标。

“在新课标指导下，统编版高中语
文教材在形式和内容上发生了深刻的
变化，它不只是课程教学的资源，更成
为浸润传统文化、将优秀传统文化转
换为道德修养和意志品质的重要载
体。”贵州省贵阳市教育科学研究所高
中室主任、教育部基础教育语文教学
指导专委会委员訾慧表示。

高中阶段的古诗文教学，应该更
为关注学生阅读的流畅性和深刻性。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员吴欣歆认
为，可以设计系列写作活动帮助学生
深入理解古诗文，写作的语篇类型包
括学习性、思辨性、研究性等，帮助学
生在阅读和写作过程中理解古诗承载
的文化观念，认识古诗文的意境美与
哲理美。 据《光明日报》

立足课堂，指向核心素养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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