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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考诗歌鉴赏题备考的关键在读懂诗歌。而如何读懂诗歌呢？基于调查研
究，备考中应该特别关注四个层面的关键能力的获取：一是明确高考诗歌鉴赏题选材的
方向性，关注古诗词的当代价值；二是增强诗体意识，熟悉诗歌体式对内容的内在规定
性；三是要关注诗歌的整体性理解和多义性表达，构建诗性思维；四是要增强传统文化
常识和历史典故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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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鉴赏备考中语言解码能力的提升策略

宗学耀 杨燕格

当前，高考诗歌鉴赏备考侧重题型研究，将考
查题目分为形象鉴赏型、技巧分析型、语言赏析型、
评价探究型四大类，并进一步细化为十几个小类；与
其配套的则是答题步骤的固化，美其名曰“答题建
模”。 这种备考思路虽不能完全否定，却没有抓住备
考的关键。

高考诗歌鉴赏题备考的关键能力是什么？ 《中
国高考评价体系说明》在“‘四层’考查内容的构建
原则” 中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对于语言类学科而
言，语言解码能力和阅读理解能力是知识获取能力
群中的考查重点。”［1］3相比于小说、散文，古典诗歌语
言符码更为抽象、概括、凝练。 训练学生的解码能
力，让学生能够透过符码理解诗歌内容，把握诗人
情感，领会诗人思想，才是高考诗歌鉴赏备考中需
要培养的“关键能力”。

笔者以2017-2020年全国卷高考诗歌鉴赏题为
材料，辅以调查问卷、学生访谈和学生自我评价，测
试学生的语言解码能力，寻找学生鉴赏过程中的“绊
脚石”。 基于调研，笔者认为高考诗歌鉴赏备考过程
中应该做好四个层面的准备，才能真正提升学生高
考诗歌鉴赏的关键能力。

一、把握诗歌选材的方向性，重点关注古诗词
的当代价值

通过调研过程发现，最突出的问题是学生解读
古诗词时思维固化僵化，学生对古诗词情感、主旨

的把握不是从文本细读中来，而是依托脑袋中的固
有观念解读文本。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学生视野不宽阔、思维相
对封闭。 这种现象的出现又与学生高中古诗词学习
经历有关。 新课标推荐古诗词达40首，单从数量看
是比较庞大的，但题材却并不丰富。 40首古诗词中
抒写功业之愁的达19首， 表达男女之情的有7首，抒
写家国情怀的有5首，其他题材仅有9首。 换句话说，
功业未成之愁、离别相思之苦、亡国之痛三种情感
占了推荐诗词的四分之三以上。 单一的情感在多首
诗词中不断出现 ，此类情感便在学生脑海中不断
得到强化，甚至走向了固化。 出现这个问题，原因在
于教材选编者在选择 、推荐古诗词篇目时更多关
注篇目的经典性。 虽然教材编写者在统编教材中
也反复强调要 “认识古诗词的当代价值 ”，但这种
选择标准客观上影响了学生的视野，造成了思维的
固化。

但高考选择考查篇目时，对经典性要求不是太
高，在育人功能方面要求却颇高。 基于高考评价体
系的语文科考试内容改革要全面落实全国教育大
会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就需要从诗歌选材到题目设计都强化其育
人功能，正如教育部考试中心张开所强调的：高考
语文科“要发挥育人功能，让学生在考查情境中得
到品格之美的浸润和熏陶，帮助学生提升思想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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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行，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全面提升个人的人格
境界和精神文明水平”。 ［2］这一目标任务在《中国高
考评价体系说明》中有更为细致翔实地论述，认为
即将进入高等学校的学习者应当具备良好的政治
素质、道德品质和科学的思想方法，应当坚定理想
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提升品德修养、培养奋斗
精神、健全人格、锤炼意志、提高审美意识、培养劳
动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31这些论述直
接影响着高考命题者对诗歌鉴赏题的选材方向。 下
面以2020年教育部命题中心命制的五首诗歌鉴赏题
为例分析正确的价值取向对命题实践的指导作用：

诗歌题目 主旨情感 价值取向

全国Ⅰ卷 《奉和袭美
抱疾 杜 门
见寄次韵》

朋友之间的友
情、 战胜病魔
的信心、 对美
好 生 活 的 展
望、 对培养人
才的渴望

品德修养 、
健康情感 、
责任担当等

全国Ⅱ卷 《读史》 不盲从、尽信书
不如无书 、质
疑批判精神

正确的世界
观 和 方 法
论、 批判性
思维能力等

全国Ⅲ卷 《苦笋》 耿介品格、人
才培养

品德修养 、
奋斗精神等

新高考
Ⅰ卷

《赠别郑炼
赴襄阳》

朋友之间的友
情、 对高士的
追慕

品德修养 、
健康情感等

新高考
Ⅱ卷

《赠赵伯鱼》
（节选）

学习的方法和
态度

正确的世界
观 和 方 法
论、 奋斗精
神等

由此可见，在复习备考诗歌鉴赏时，首先在选
择训练题时要依据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从解决“培
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根本
问题出发，选择恰当的诗歌题材，有效进行训练；其
次让要让学生领会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内涵，熟知
《高考评价体系》中的“核心价值指标体系”。 学生有
了这样的知识背景和有效训练，面对高考诗歌鉴赏
题才不会思维窄化、固化、僵化，才能摸准把握命题
者的脉搏。

二、完善诗歌体式，明了诗体对内容的规定性
在调查中，课堂所学与高考真题不对路，除了

题材问题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生诗体意识
淡薄，不懂得文学的规范形式“有时会扼杀内容，强
迫内容就范，预期内容，衍生内容”，理解诗句内容
时不考虑诗体对内容的规定性。 而出现这种状况的

根源在于备考中没有强化学生的诗体意识，且涉猎
的诗歌题材范围不够宽泛。

下面以2019年全国卷Ⅱ杜荀鹤的《投长沙裴侍
郎》为例，谈谈诗体对诗歌理解的重要性。 学生在初
高中学过一些干谒诗，如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
别》、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等。 但学习时老
师并未明确提出“干谒诗”这一概念，只是当作一般
的情景交融的诗歌来讲，导致很大一部分学生看到
“投长沙裴侍郎”这个题目时，一头雾水，不明就里，
不知道这是一首干谒诗。 还有很少一部分学生了解
干谒诗，但不懂得诗体对诗歌内容的规定性，导致
对诗句的理解存在障碍。 干谒诗是古代文人为推销
自己而写的一种诗歌，它一方面要表现自己的才华，
一方面要含蓄表达自己入仕的欲望。 我们分析《投
长沙裴侍郎》，其实整首诗是非常符合干谒诗的文体
特征的：“此身虽贱道长存”表明自己虽然身份地位
不高但一直在求道之路上，是一个有志向和学识的
人；“男子受恩须有地”中也包含着对自己才华的肯
定；“只望至公将卷读，不求朝士致书论”则是在表
达自己想入仕为官的诉求，但话语含蓄婉转，不卑
不亢，没有卑躬屈膝、阿谀奉承和摇尾乞怜之感。 总
之，整首诗的内容还是围绕求官入仕这一目的组织
语言的。 学生一旦明白干谒诗及其文体特征，其难
度便降下来了。 备考中，进一步强化学生对诗歌文
本体式的理解和把控， 理解诗体对内容的限制性，
训练学生能够通过诗歌题目判断诗歌题材，并大胆
揣测诗歌内容。

此外，复习备考中，咏史怀古诗、山水田园诗、思
乡怀人诗、羁旅行役诗、赠友送别诗、闺怨宫怨诗、
边塞征战诗、咏物抒怀诗等是重点准备的诗歌题材，
而干谒诗这类题材很少涉及。 从近几年高考真题来
看命题者似乎有意规避常见题材（近三年全国卷仅
考过两首），因此在备考过程中要扩大备考范围，拓
展学生视野。 除了干谒诗外，题壁诗、题画诗、唱和
诗、哲理诗等也需要考生多加关注。

三、引领学生感悟诗化语言，构建诗性思维
从问卷调查来看，学生的语言层面的阅读障碍

并不是难字难词，而是学生缺少诗句还原的本领，更
进一步说，就是学生对诗化语言感受力差、诗性思
维缺乏。有人说：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其实更准确一
点说，诗歌是语言变形的艺术。 诗歌创作是一个在
情感具像化指导下，依靠想象联想，运用象征、比喻、
双关、通感、反语等技法裁剪、浓缩、变形语言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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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诗歌鉴赏则与之相反，即是运用想象联想，对诗
句进行补充、扩展和还原的过程。

诗歌鉴赏过程的特殊性，呼唤读者对诗歌进行
整体性理解。 中国古典诗歌用语上注重简洁性、概
括性、形象性、反常化和非直指性，逻辑上则富有跳
跃性、无理性。 一首诗中单抽出一个字、一个词，甚
至一句话都不能表达完整的意思，因此我们在鉴赏
诗歌时不应过度重视个别字词的释义，而更要重视
总体的品鉴和整体的理解。 如《野歌》中学生对“黑
肥”一词不理解，其实将其放在前两联中整体理解
就比较简单：前两联塑造了一个仰天弯弓射鸿的射
手形象，“黑肥”是在对其进行外貌描写，表明其穿
着又黑又肥大的麻衣。 在古典诗歌中出现颠倒词
序、改变词性、省略成分，不符合语法规范，不符合
逻辑思维的情况是诗化语言本身的特点，这也是诗
歌语言魅力所在，“貌离神合，无理而妙”。 备考中引
导学生改变逐字翻译的思维，改用整体化策略，把难
字难句放在整首诗的诗境中理解，方可化繁为简、化
难为易。

诗歌鉴赏过程的特殊性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
诗无达诂， 也就是诗歌具有多义性特点。 为了阐明
古典诗歌的多义性，袁行霈先生提出了两个概念：宣
示义和启示义。 宣示义是诗歌借助语言明确传达的
意义，启示义则是诗歌借助语言和意象暗示给读者
的意义［3］。诗歌的多义性要求学生鉴赏诗歌时，不仅
要读懂字面意义，更要透过语言和意象领悟其深奥
的神秘的启示义。 在学习《野歌》时，我问学生“弓”
“北风” 等词有深刻内涵吗？ 学生一脸茫然者有之，
显然都没有理解诗歌的深层意义。 什么原因导致这
种现象呢？ 孙绍振教授有过精辟的分析：“文本分析
不下去，第二个原因是得象忘意，也就是把景语仅
仅当作景语，忘记了为景语定性的情语，忘记了外
在景观是由内在情志选择、定性的。 ［4］”引导学生抓
住诗眼、调动联想，从意象、意象群落中把隐藏的贯
通首尾的意脉梳理出来，把诗人要表达的情志挖掘
出来，这才是真正读懂诗歌。比如《野歌》的意脉就应
该这样梳理：作者借用弓箭射落鸿雁说明自己有才
能考中科举，然而并未考中，因此黯然神伤。 自己也
曾借饮酒高歌抒发愤懑之情，也曾抱怨考官不能公
平对待考生，但沉静下来之后，又变的“心不穷”，依
然决定“冲北风”，坚忍不拔，勇敢面对，依旧对未来
充满期望。 在备考中要训练学生能够像鲁迅笔下的
狂人那样“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把握诗歌的言外之

意、弦外之音和象外之旨，能够将诗歌意脉清晰梳
理出来，明白诗歌的启示义。

四、增加学生文化积累，积淀文化常识
“请回顾你做近三年高考真题的经历，分析阻碍

你理解诗歌的主要因素！ （最多写三条）”从收回的
问卷看，认为文化常识会扰乱诗句理解的占63.5%，
认为历史典故是理解障碍的高达85.2%。 总之，古典
诗歌中文化因子几乎成了学生理解诗句难以逾越
的高峰。

古典诗歌是一种高度提纯的语言艺术。 正是千
万条细小的根须在土壤中不知疲倦地吸收着水分
和养料，才绽放了这朵娇美的语言之花。 而这土壤
就是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可以说没有厚实的文化
积淀，破解一首诗很困难。 例如，想要读透2017年全
国Ⅰ卷的《礼部贡院阅进士就试》，就至少要熟悉三
方面的传统文化：一要了解中国官职体系、科举制
以及科举考试的流程和时间，才能读懂“礼部贡院
阅进士就试”“紫案焚香暖吹轻”； 二要知道古代行
军打仗夜袭时会“人衔枚，马裹蹄”以保持安静，才
能理解“无哗战士衔枚勇”；三要知道古代人才选拔
制度中的察举制，才能把握“乡里献贤先德行”的内
涵。 在欧阳修写作此诗时，这些文化因子是无意识
的自动化的呈现出来的，但让今天这些与当时的时
代相隔久远的学生来理解此诗时，这些文化因子就
成了重重屏障。

用典也是诗人的一种文学的自觉， 以典抒情、
借典言志是诗人的惯用手法。 可以说，几乎找不到
不用典的诗人。 用典对诗歌表现大有裨益，这一点
启功先生有过经典的论述：用典是把事物压缩成为
‘信号’， 即把一个复杂的故事及其蕴涵的意义，经
过剪裁、压缩、简化、命名等，做成一个小小的集成
电路放到读者脑子里，这样就有助于引发联想，有助
于说理，有助于在有限的文字中表达了尽可能多的
信息。 ［5］就诗歌表达来说，确实便利了诗人，可以用
更简练的语言表达丰富的多层次的内涵；但就诗歌
理解来说，剪裁、压缩、简化的过程对学生来说就是
一个设置理解障碍的过程，那些没有相关典故积累
的学生是接收不到典故发出的信号的，他们无法从
语言层到达语源层， 这就是学生畏惧典故的原因。
2019年全国Ⅲ卷考查了刘禹锡的《插田歌》，最后两
句“齐唱郢中歌，嘤咛如《竹枝》”就给绝大部分学生
造成了理解障碍，只有那些对阳春白雪这一典故和
竹枝词这种诗体非常熟悉的学生才能领悟作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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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意。 文化积淀不是通过短时间的诗歌鉴赏训练可
以解决的，它需要一个长期浸润和积累的过程。 这
个过程中，学生要养成两种意识：一是聚沙成塔，对
学到的每首诗歌都要解剖麻雀，挖掘其中的文化因
子，见一个积累一个，高中三年不停歇；二是追本溯
源，对历史典故除了不断积累，更为关键的是要注
重其本源义和发展义，在大脑中做好启功先生所说
的“集成电路”。

明确了高考诗歌鉴赏的难点所在，对症下药方
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以上分析是在充分调研的
基础上提出的，这保障了高考诗歌鉴赏备考用力方
向的正确性。 我认为从以上四个方向发力，高考诗
歌鉴赏的备考才不会浪费学生宝贵的时间。

〔本文系山东省基础教育教学改革项目课题
“高中语文经典文本‘守正出新’教学策略实践与研
究”（批准号：3703022）及2020年度山东省教师教育

研究课题“基于语文实践活动的高中生批判性思维
能力提升策略实施研究”（编号：2020JXY298） 阶段
性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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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题 选 萃

建议四：激发潜能。高三后期，无论是有教师引领的课堂，还是学生自主安排的自习，都要将“方

向与效率”摆在首要位置。高三后期有大量的自习时间，这些时间主要用于完成作业和自我复习。关

于作业，我建议学生对各个学科均要进行定时训练，激发自己的高效潜能。关于自我复习，我建议学

生：对优势学科，主要采取纵向突破的方式，努力构建学科知识框架体系并辅之以重点题型、易错警

示等的复习；对劣势学科，主要采取横向突破的方式，选择高考的高频考点进行专题突破，要敢于且

舍得用整块的时间去突破最紧要的专题；对中等学科，可将纵向突破与横向突破结合起来。

建议五：保持节奏。节奏感对于高三考生来说至关重要。学习节奏、考试节奏、运动节奏、睡眠节

奏等都要尽可能保持科学性和规律性。 以睡眠节奏为例：不能无底线地挤压睡眠时间用于学习，想

要用延长学习时长来获得理想的学习成绩，这样只会导致第二天效率低下，因为效率低下，又只能

进一步挤占休息时间来弥补，从而形成恶性循环。教师和学生及家长都要高度重视科学的睡眠对学

业的正向促进作用，形成睡眠和高效学习的良性循环。

建议六：时刻细心。 细心是一种长期形成的习惯和能力，需要渗透到平时学习生活中的方方面

面。以考场答题为例，养成工整书写和规范答题的习惯，可以规避不必要的低级失误；养成分区域打

草稿的习惯，可以提高检查的效率，也更容易查找出因粗心导致的错误。检查的习惯尤为重要，检查

是对抗失误最直接的方式，要将检查整合到考试过程之中，将检查当作考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

学会在做题过程中将不太确定的题号标注，做了标注的题号进行优先检查。 这些习惯都是细心的

体现。

建议七：相信自己。迎战高考的路途注定是孤独而艰难的，一定要相信自己并坚持梦想。没有人

会嘲笑你的目标有多高，人们只会嘲笑你的努力与目标不匹配。

高考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战斗，高考也绝不是一种短时瞬间的劳作。 譬如长跑，百米冲刺才是

决定最后名次的关键，教练的科学训练、观众的热情鼓励、选手的激情拼搏共同造就了荣耀时刻。雕

塑自己的过程，必定伴随着疼痛与辛苦，一锤一凿的自我敲打，就是在塑造更好的自己。 愿勤于思

考、甘于付出的学子踏实走好每一步，遇见属于自己的美丽人生！

———《中国教育报》2021年 05月 07日 作者系重庆市第八中学校副校长、中学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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