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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8_88_E8_80_83_E8_c67_473273.htm 3、许多古代诗词的前

面都有一个不长的"序"，有的交代了创作的年代，有的交代

了创作的缘由，有的交代了创作的经过，有的交代了创作的

背景，有的又为整个作品奠定了情感基调，它对理解作品的

思想内容也是至关重要的，因而不能忽视。 4、大多数作品

的思想感情不是单一的，其中可能交织着许许多多非常复杂

的情感，这一点要特别注意，当然，读者有时也可以在原作

的基础之上发挥想象，进行二度创作。另外，一个作家的整

体创作趣向和风格要般是固定的，但也不排除个别作品的特

例存在。如李清照、辛弃疾等，都有其固有风格之外的创作

。 诗歌鉴赏（三） 一．古代诗歌的考查主要包括对作品的形

象、语言、表达技巧、用典进行初步的鉴赏，对作品的思想

、内容、风格进行评价。 二．鉴赏作品要注意以下几点： 1

． 抓住重点，即抓住形象、语言、表达技巧中的某一项或几

项（根据题干要求而定），不要面面俱到； 2． 不要节外生

枝，不必与试卷外的其他作品进行比较，不必引经据典（如

果用到的是课文中学的典故，则应该知道并能结合所学知识

进行分析）。 3． 不能写成翻译的文字。 三．复习建议： 1

． 鉴赏诗歌时要注意作者、题目、注解。 2． 要了解古代诗

歌的一些基础知识，记住一些术语。参考《金版》P102。 3．

认真阅读高中语文第六册P160《古代诗歌的艺术欣赏（风格

、意境、用典）》。 四．例题示范： 阅读元代王冕的一首诗

，回答问题 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



风起，散作乾坤万里春。 1．在这首诗中，作者塑造的主要

形象是什么？突出了它的哪些特征？ 答：作者塑造的主要形

象是梅花；突出了它耐寒（冰雪林中著此身）、清高（不同

桃李混芳尘）、报春（散作乾坤万里春）的特征。 2． 作者

主要运用了哪些写作手法？表达了怎样的思想感情？ 答：主

要运用了衬托（用冰雪衬托梅之坚毅）、对比（用桃李对比

以显示梅之高洁守志）的手法；表达了坚持理想操守，不与

世俗同流合污的思想感情。 五．按诗歌的内容把诗歌分为几

类：送别诗、写景诗、咏史诗、咏物诗等。 （一）．送别诗 

古人由于道路崎岖难行，交通工具落后，一别动辄多年，再

会难期，因而古人更重离别。士大夫们送别，不光是备酒饯

行，折柳相送，还常常写诗送给行者（送别），或留给居者

（留别），所以，表达离愁别绪是古代诗歌常见的一种主题

。 这类诗歌大多缠绵凄切，充满感伤情调，如柳永的《雨霖

铃》。这类诗歌在艺术手法上大多是采用寓情于景，情景交

融的抒情方式，也借助于想象、联想塑造形象。以婉约派词

人、诗人写的较多。 关于送别诗的作法，《诗法家数》曾作

过如下归纳："第一联叙题意趣；第二联合说人事，或叙别，

或议论；第三联合说景，或带思慕之情，或说事；第四联合

说何时再会，或嘱托，或期望。于中二联或倒乱并说亦可，

但不可重复，须有次第。末句要有理警，意味渊永为佳。 （

二）写景诗 古代诗人经常游览山水、写景言志，写景诗在中

国古代诗歌中占了较大的比例。 一般来说，写景诗往往塑造

形象，或者勾勒意境，或者用衬托、对比的手法，或者寓情

于景、情景交融，或者用白描手法，或托物言志；诗的中间

两联往往对仗工整，诗的语言特点：明快、清新、简洁、质



朴。 诗歌鉴赏（四） 古诗鉴赏教案之三： 表达手法以及抒情

方式 教学内容：让学生熟悉诗歌的表达手法以及抒情方式 教

学重点：识记一些术语并且能够灵活运用 教学过程： 第五、

六课时 一．艺术手法： 1、表达方式： 诗词中主要运用叙述

、描述、议论、 抒情四种表达方式，这其中描写、抒情是考

查的重点。描写方式有动静结合、虚实结合等的不同；抒情

方式有（抒情方式主要有直接抒情和间接抒情两种方式。）

直抒胸臆、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情景相生 情因景

生 以景衬情 融情入景 一切景语皆情语等。 2、结构形式： 诗

歌的结构形式，常见的首尾照应，开门见山、层层深入，先

总后分，先景后情、卒章显志，过渡、铺垫、伏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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