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聾校初中階段的古詩詞教學策略 

張曉娜 

廣州市聾人學校 

 

摘要 

古詩詞教學難度大，特別是初中聾生，學習古詩詞比較困難，因此我們要幫助聾生

更好的學習古詩詞，筆者認為可以嘗試運用以下幾種教學策略：一、朗讀促進古詩詞的

學習；二、借助合理想像，品古詩文意境美；三、通過直接的實踐，自主體會文本的價

值；四、巧用多媒體來説明聾生學好古詩詞。其中巧用多媒體既可以讓古詩詞中抽象的

東西具體化，以直觀可感的形象展現給學生，讓學生容易接受，幫助學生理解掌握知識；

還可以把古詩詞的內容做成圖文並茂、形象逼真的課件呈現給學生，提高學生的學習古

詩詞的興趣；同時能夠啟動古詩詞教學的課堂， 加大課堂資訊的容量，促進師生的雙

邊活動。 

關鍵字：初中聾生、學好、古詩詞 

 

古詩詞是中國的文化瑰寶,它們浩如煙海,燦若繁星。李白的浪漫,東坡的豪放;曹操

的慷慨,嶽飛的激昂;秦觀的清新婉麗,杜牧的清俊豪爽……滋養了一代又一代炎黃子

孫。其間不僅蘊含著崇高的人格美和深刻的智性美,更凝結著一個偉大民族不屈的靈

魂。現代社會要求每個公民具有良好的人文素養和科學素養，而詩歌是體現人文素養的

一個重要標誌。詩歌教學是初中語文教學的重點和難點之一。本世紀出版的初中語文新

教材，相對於以前的教材都大幅增加了古詩文—尤其是古詩詞的分量，表現出對中華傳

統文化的重視。現在聾校也是使用人教版教材，在考試中對古詩詞的考察占的分量也很

多,學習優秀的古詩詞,可以讓我們走進經典文學中，還能陶冶情操,增加審美情趣。 

中學語文的教改一經全面展開，在新教材中出現了整個單元的古詩文教學，背誦默

寫的篇目是原來的幾倍之多，可見語文教育對古詩文的重視日益突出。古詩文教學是普

通中學教學的難點，同樣也是聾校教學中的一個難點。許多聾生對古詩文往往沒有正確

的認識，甚至從沒有接觸過，對他們可謂是“第二外語”。 大部分聾生小的時候沒接

觸過古詩詞，主觀上對古詩詞背誦產生排斥。目前，中國聾校古詩詞的教學現狀並不樂

觀，一些學校學生背誦古詩詞的篇數沒有達到《語文課程標準》的要求。聾生缺少一定

的文學基礎，學起來困難，這就導致老師在教學時詳講細析，但是又不能高屋建瓴。這

種教學方式導致對語文有興趣的同學，對古詩文教學提不起興趣，不感興趣的聾生對古

詩詞教學望而生畏。 

新一輪課程改革提出的許多理念中最引人關注的焦點之一,便是積極提倡學生學習

方式的改變,即要把單一、被動接受的學習方式轉變為“自主、合作、探究”的學習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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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大力提倡探究性和創造性閱讀。同時,聾校語文課程應致力於學生語文素養的形成與

發展,提高學生文化品位和審美情趣。因此聾校初中學生的經典古詩詞的教學研究值得

研究。那麼有哪些策略呢？ 

 

一、朗讀促進古詩詞的學習 

聾生學習古詩文乃為啟蒙，沒有古詩文語感，文字生疏，且無停頓斷句常識，要學

好古詩文，良策之一就是把“讀”字擺在首位。讀法有種種，默讀、吟讀、誦讀、個人

讀、集體讀，不一而足。但我認為，在教學中默讀、朗讀、齊讀是必不可少的。詩歌講

究韻律，樂感極強，平仄交錯，跌宕有致。在誦讀的過程中要充分調動聾生的積極性，

調動他們的興趣，通過朗讀，不僅要讀出音樂美，還要讀出文章的韻味情致，讀出喜怒

哀樂，讀出真情實感。讀詩的過程實際上也是對詩文的再創作的過程。-讀詩既要領略

音樂美，又要領略內在美，通過朗讀與詩中景、詩中情、詩中人相融合。讀多了，要求

背誦就水到渠成，且能理解大意。其所謂“讀書百遍，其義自見”。 

 

二、借助合理想像，品古詩文意境美 

展開想像的翅膀，再現詩歌描繪的藝術畫面，從而品味詩文意境。感知就是詩歌

意象在頭腦中的直接反映，感知能力是想像能力的基礎和前提，是解讀詩篇的突破口。

意象是詩人藉以表達情感的媒介物，是融入了詩人主觀情意的客觀物象。詩人把自己的

審美經驗、人格情趣都融入到意象中去，通過文字表達出來。引導聾生在欣賞詩歌的時

候，運用自己的聯想和想像，把詩中的語言還原為一個個生動的意象，進而體會詩人的

感情。在感知形象的基礎上，讓學生結合自己的生活經驗，展開豐富的想像，把這些意

象進行組合。教師要引導學生于有盡文字處體會無盡之意。 

 

 

三、通過直接的實踐，自主體會文本的價值 

聾生的特點是表現欲望強烈，且具有一定的表演能力，成功的表演能增強聾生的成

功感受。變枯燥乏味的古文課為熱情洋溢的古文課借助實踐活動尤為重要。表演是調動

聾生的積極性，讓聾生以作品中主人公的身份直接參與實踐的一種方法。在教學中還可

以充分運用聾生繪畫的特長，嘗試把詩和畫結合在一起，往往能收到出其制勝的效果。

嘗試變抽象為具體的圖像，可以從視覺上加深學生對文本的理解。同時在教學中，利用

個別學生繪畫特長調動學生學習古詩文的積極性，可以培養學生成功感,達到審美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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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巧用多媒體來説明聾生學好古詩詞 

教育部在《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中提出：“大力推進資訊技術在教學過

程中的普遍應用，促進資訊技術與學科課程的整合，逐步實現教學內容的呈現方式、學

生的學習方式、教師的教學方式和師生互動方式的變革，充分發揮資訊技術的優勢，為

學生的學習和發展提供豐富多彩的教育環境和有力的學習工具。”對於一線的老師，筆

者在教學中不斷探索，經常利用多媒體，給古詩詞教學的課堂添加聲色，積極調動學生

的情緒，形成自己有獨特魅力的教學方式，現在淺談一下 

（一）巧用多媒體讓古詩詞中抽象的東西具體化，以直觀可感的形象展現給學生，

或者將教學內容以視屏等形式演繹出來，方便學生感受，讓學生容易接受，幫助學生理

解掌握知識，提高教學品質和效率，實現教學目標。同時由於多媒體比較直觀,具有形

象性、娛樂性，在古詩詞的教學中，更能吸引學生的注意力，讓學生得到視覺和聽覺的

刺激，受到很多學生的歡迎。譬如，學習《杜甫詩三首》，筆者通過借助畫面為仲介樣

式的多媒體展示古詩詞的全文，讓學生反復誦讀，讓學生感受古詩詞的“韻律美”，達

到熟讀的效果，為深入理解課文鋪平道路。又如：多媒體還能夠把描寫的景物轉化成簡

潔明瞭的視頻山水畫，説明學生把握古詩詞的內容。還有背誦古詩詞，對學生來說是一

件很頭疼的事情。借助多媒體的提示，指導學生試著背誦，直到熟讀成誦，讓學生掌握

了課文內容。同時多媒體的多次呈現，讓學生學得和記得的知識更加牢固。特別是重點

難點，也力求通過視頻資源反復播放來解決。 

（二）巧用多媒體，把古詩詞的內容做成圖文並茂、形象逼真的課件呈現給學生，

提高學生的學習古詩詞的興趣，調動學生的情緒，優化教學。 

1、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多媒體讓學生在學習上更有興趣，從內心深處產生對學習

的積極性、主動性,從而對學習古詩詞的能力的提高有幫助。譬如，在《雨霖鈴》的教

學中，筆者引導學生借助多媒體，參考注釋，自主用現代口語複述課文，筆者根據學生

複述的狀況進行即時疏通點撥。讀是感悟的基礎，讀得有情有趣，感悟才有可能深入。

播放了課件，是動畫的形式，學生很感興趣。如果沒有多媒體的支撐，教學內容枯燥，

學生可能不愛學。 

2、多媒體讓語文課堂形式多樣化,而且還可以消除學生閱讀課文的畏難情緒。在學

習《念奴嬌.赤壁懷古》的時候，在教學中，筆者採用視頻導入，學生在圖像的演示下，

瞭解了古詩詞的內容，消除了學習古詩詞的畏難情緒。學生通過視頻，對古詩詞的內容

有了初步的瞭解，對於學生深入學習課文有很大的幫助。再通過字詞的理解、語句的翻

譯、內容的分析與概括後，學生就能夠扎扎實實地學好課文內容，當學生在做閱讀題的

時候，就覺得比較容易看得懂，答題也比較準確。還有在學習古詩詞的文學常識的時候，

特別是對於作者的介紹，對於地理位置的介紹，對於相關故事的講解，有多媒體的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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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直接帶學生到任何地點，能夠讓學生有直觀的認識，更能夠引起學生的興趣和注

意，從而學好古詩詞。 

3、學生在多媒體的帶動下，有了視覺的享受,就會快樂地學習，樂於接受課文中的

相關知識。 譬如，筆者在教《漁家傲.秋思》的時候，我力求讓學生借助文章感受邊塞

的風光。在導入時，我利用多媒體演示了邊塞的景象，創設情境，充分調動學生的感官，

讓學生對於邊塞有所瞭解、有所嚮往，積極投入對這首古詩詞的學習。同時多媒體還能

夠創設詩境, 賞意境之美。誇美紐斯說: “ 美的事物總是具體的, 形象的, 可感的教

師依據教學目標和學生的心裡特徵, 自覺地運用。審美因素, 創設多元的審美情境, 是

審美化教育得以優化和成功的保證教師動情的導語穿插, 必定能引起學生情感的共

鳴, 把學生帶入美的意境。古詩詞言簡意豐, 卻與學生的實際生活相隔甚遠。教師在教

學時特別需要創設與古詩詞相和諧的情境, 帶領學生穿越時空, 如臨其境深入感受。 

（三）巧用多媒體，啟動古詩詞教學的課堂， 加大課堂資訊的容量，促進師生的

雙邊活動。隨著多媒體的發展，資源的共用，教師可以將教學內容多角度、全方位展示

出來，易於學生理解，給學生提供了展示自我的舞臺，盡情發揮了自己的特長，還能成

為學生課後學習利用的資源，達到良好的後續效果。多媒體的巧妙運用，筆者更好地採

用“自主、探究、合作”的教學方式。在上課前，教師佈置預習作業，讓學生先自主查

找古詩詞中的相關資料，譬如作者、背景資料等，這些資料很大部分是讓學生上網查找，

以佔有資料，準備好資料，然後再在課堂上準備。課堂中，學生在有準備的情況下，在

老師的引導下，開啟思路，相互交流，共同探究，探究的過程有時也可以用 PPT呈現，

或者為了讓師生更明瞭，還可以投影一些自己思索出來的文字。這樣的古詩詞教學師生

有非常好的互動效果，老師教得輕鬆，學生也學得快樂。 

（四）巧用多媒體，我們在古詩詞的教學中，要用之有道，取之有度。筆者認為多

媒體在課堂中只是一種輔助的手段，或者說是一種工具。有時候只需要短短的幾分鐘，

就可以幫助我們的教學，而不是為了用多媒體而把課件貫穿於整堂課。用不用課件關鍵

還是看能否激發學生的學習主體性，其次還要看上課的教學內容和學習目標，以及可用

的素材、材料是否匹配等等。如果不引導學生認真學習古詩詞的知識，細心感受生活，

而只是從網頁上下載一些素材性的資料，進行資料的羅列。這些做法都是不恰當的。同

時我們知道古詩詞能給人想像的空間，以動畫視頻的形式直觀地展現古詩詞的內容，反

而因給了學生固定的畫面圖像，不利於培養學生的想像力、創造力。如果動畫視頻做得

粗糙，畫面與課文表達到內容相差很遠，就甚至會有誤導之嫌。因此我們巧用多媒體是

要給學生提供自主探索、多重交互、合作學習、 資源分享等的學習環境, 把學生的主

動性、 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 使學生的創新思維與實踐能力在學習古詩詞的過程中得

到有效的鍛煉。 

總之，在古詩詞教學中，有很多好的教學策略，我們要運用好這些策略，把學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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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引進古詩詞的經典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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