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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诗教”与“教诗”，先讲一件我亲身经

历的小事。一个冬天的夜晚，我给两岁多的儿子讲

了《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儿子听完后沉默了

很久，猛地抬头说：“妈妈，长大了，我想找到一个

大棚子，让天下没有家的孩子都住进去。”后来我跟

叶嘉莹先生偶然谈起这件事，叶先生说：“你应该给

儿子讲讲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我说：“孩

子那么小，《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对他来讲是不是太

长了？他能听得懂吗？”叶先生说：“重点是要让孩

子明白，他的这份理想，中国古代有一位伟大的诗

人也有过，而且写成了诗，大家都在读。”叶嘉莹先

生一生致力于中华诗教的传承与弘扬，是真正的教

育家。诗教，正如叶先生自己诗里所写的那样“化

雨春常在，诗心一脉通”。只要能把握住诗歌千古不

变的核心要义，自然能在三言两语中将“教诗”与

“诗教”结合得如春风化雨般浑化无迹、大道无痕。

但对于我们语文教师日常的古典诗词教学来讲，有

没有更明确的路径或抓手呢？

一、“诗教”何为

“诗教”是什么？《礼记·经解》引孔子的话：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

也。”孔子作为哲学家和教育家，具有丰富的教学经

验和教育理念。有学者曾经指出，作为儒家“诗教”

的创始人，孔子“诗教”之真正目的是个体精神和

永恒本性的形成，“诗教”之真正目标是培养“为

摘要：自孔子提出“诗教”，中华诗教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只有厘清了“诗教”

何为，才能真正解答今天我们如何“教诗”的问题。音声之美的带入、意境之美的熏

陶、品格之美的塑造是教诗的三个主要层次，而随着教学实践的不断深入，还有更多

层次的教学内容可供发掘。语文教师应始终牢记：“诗教”绝非“说教”，而应更注重

“兴发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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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以德”的君子。［1］其实，温柔敦厚的诗教，就是

通过诗歌特有的感发人心的功能，潜移默化地端正

人的思想、净化人的心灵，从而陶铸儒家理想的高

尚淳厚的人格。《论语》里说“诗可以兴，可以观，

可以群，可以怨”，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

乐”。朱熹把“兴”解释为“感发志意”：“兴，起

也。《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

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入。故学者之初，

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于此而

得之。”就是说，我们在吟咏诵读好诗的过程中，在

声音的抑扬顿挫、回环往复间，容易兴起好善恶恶

之心而不能自已。为什么读好诗可以起到这样的作

用呢？

“诗可以兴”的这个“兴”有两个读音，动词读

为平声，名词为仄声。孔子认为诗可以带给读者一

种兴发感动，可以引起读者丰富的感发和联想。而

这样的感发，反过来也让诗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我们不妨来看《论语》里的两个例子。《论语·学

而》中记载：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

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

“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

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如切如磋”两句本是对加工玉石骨器的描述，

子贡由此联想到人的品德修养，认为人具有“贫而

无谄，富而无骄”的品德还不够，还应该做到“贫

而乐，富而好礼”。从修身的道德“贫而无谄，富而

无骄”，想到诗歌的句子，正是一种创造性的背离。

《论语·八佾》中记载：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

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

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巧笑”三句本是《诗经》中描写庄姜夫人自然

天成美貌的句子，子夏却因此了解了一个做人的道

理——本色是重要的，礼貌外表的形式是后加的。

孔子跟子贡、子夏的谈话，都是脱离了诗歌原

意的丰富联想。孔子赞美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

矣” “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不难看

出，孔子十分重视举一反三地理解诗意，强调阅读

中读者的想象与联想的作用。《文心雕龙·知音》有

言：“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马

一浮先生在他的《复性书院讲录》里也写道：“所谓

‘感而遂通’……须是如迷忽觉，如梦忽醒，如仆者

之起，如病者之苏，方是兴也。兴便有仁的意思，

是天理发动处，其机不容已。《诗》教从此流出，即

仁心从此显现。”［2］这些话看起来比较玄妙，对此

讲得比较通俗易懂的如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王夫

之的《俟解》，其中对“兴”这样阐发：

能兴即谓之豪杰。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拖

沓委顺当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终日劳而不能

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以挫其志

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

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圣人

以诗教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

期之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3］

就是说我们多数人往往容易在红尘俗世中浑浑

噩噩、忙忙碌碌地度过一生——“终日劳而不能度

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很容易就被身边的俗务裹

挟损耗，先前的理想志意慢慢地褪色，活成了当年

自己不屑的模样。而诗呢？它可以荡涤我们的浊心，

可以唤醒当年对自己的那份期许。叶朗在《中国美

学史大纲》中就指出，所谓‘兴’，就是诗歌对人的

灵魂起一种净化的作用，也就是对人的精神从总体

上起一种感发、激励、升华的作用，使人摆脱昏庸

猥琐的境地，变为一个有志气、有见识、有作为的

朝气蓬勃的人，从而上升到豪杰、圣贤的境界。［4］

古诗教学摭谈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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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为平声的“兴”，其实就是探讨诗在人类生活中的

作用和它如何起作用的问题。

二、怎样“教诗”

中国的古典诗词中蕴含着浩然长存的民族正

气、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爱国爱民的爱国主义、

天下为公的道德胸襟、悲天悯人的博爱情怀、万古

长新的艺术魅力，体现着中华民族在修齐治平、尊

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形

成的“自强厚德”的民族精神。它们已经融入我们

民族的基因血脉，成为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家园。

随着中国古典诗词越来越受到大众喜爱，学校对传

承古典诗词的基础性作用也日益凸显，越来越受到

重视。近年来，中小学语文教材收录的古典诗词数

量明显增加。2018年教育部、国家语委联合印发

了《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实施方案》，鼓励以多种方

式提炼、展示、阐发中华诗词经典所蕴含的精神内

核和思想精髓。

沈德潜在《重订唐诗别裁集序》中说：“至于

诗教之尊，可以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感神明，

以及作诗之先审宗指，继论体裁，继论音节，继论

神韵，而一归于中正和平。”［5］在言明了诗教的重

要性之后，沈德潜提出了作诗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几

个阶段：宗旨—体裁—音节—神韵，而这几个方面

都强调要“中正和平”。那么，具体到古典诗词的教

学实践，是不是也有层次、重点呢？

一般而言，读诗、讲诗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

次是直觉的、感性的，比如当我们看到一首诗，我

们可能不懂这首诗到底说了些什么，但是一读，感

觉声音和韵律特别美，这是我们对一首诗的直觉和

感官上的感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音声之美的带入。

第二个层次是知性的、理性的，当了解到一首诗的

历史背景、诗人的生活状态和思想活动等，会身临

其境、感同身受。如当我们读到“春水满四泽，夏

云多奇峰。秋月扬明晖，冬岭秀孤松”，也会生发自

己走过四季河山时的感受和感悟，这就是诗词的意

境之美，是一种审美观念的熏染。第三个层次升华

为品格之美，即孔子所说的诗可以兴，滋养读者的

品格和精神，塑造品格之美。我们在古诗词教学中，

要从诗歌的音声之美、意境之美和品格之美三个层

次入手，带领学生由浅入深地学习诗词，引发他们

对诗词的热爱。

节奏的抑扬顿挫、音声的循环往复是诗歌极其

重要的特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尚书》里就讲

到“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

以和”。到了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姚鼐也曾指出：

“诗、古文，各要从声音证入；不知声音，总为门

外汉耳。”［6］黑格尔在其《美学》中说：“至于诗则

绝对要有音节或韵，因为音节和韵是诗的原始的唯

一的愉悦感官的芬芳气息，甚至比所谓富于意象的

富丽辞藻还重要。”［7］古代诗人不仅边吟咏边作诗，

也靠吟咏对作出来的诗进行修改，所以古人才会

有“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吟安一个

字，捻断数茎须”的感慨。古诗词的声音和韵律包

含了作者当时的心态和情绪，因而诗教和教诗绝不

能离“乐”而谈。优美的声音和韵律是最为直观和

感性的，比文字更容易使人尤其是儿童接受，也更

容易打动人。正如宋濂所说：“古之人教子，多发为

声诗。何哉？盖诗缘性情，优柔讽咏，而入人也最

深。”［8］高声朗读和吟诵是学习古典诗词的一种重

要方式，朗读和吟诵既有旋律、节奏、长短等韵律

上的变化，又有声音的高低、强弱、清浊之分。学

生在高声朗读和吟诵时，能更好地体会古人的心态

和情绪，也是最接近古人的时候，所以教师在古诗

词教学过程中需要格外重视高声诵读的重要性，让

学生在吟咏的过程中自己去体会和鉴赏。

古诗教学摭谈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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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日常古诗词的教学实践中，还需要深入

文本、忠于文本，准确解读诗歌的内容和含义，让

学生体味诗歌用词上的精准。比如，统编小学语

文教科书六年级上册孟浩然的《宿建德江》：“移

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

人。”“野”“旷”两个字都是仄声，“旷”本来是修

饰“野”的，“野”是名词，“旷”是形容词。“清”

是修饰“江”的，“清”是形容词，“江”是名词，

“江清”都是平声。如果改成“旷野天低树，清江月

近人”，也不会影响这首诗的平仄。但为什么诗人

会写“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呢？这就需要我

们引领学生用“活泼之心”接近这首诗。“旷”和

“清”放在每句第二个字的位置，实为强调，也就是

说“野旷天低树”突出的是“旷”，“江清月近人”

强调的是“清”，因为“旷”，我们才能看到“天低

树”，因为“清”我们才会觉得“月近人”。文字的

位置一颠倒，虽然平仄不发生变化，但感觉就变了。

音声之美，增强感悟的能力；意境之美，培养

审美的观念；品格之美，提高道德的境界。读诗读

到最后是读人，自然会引发读者去思考自己要成

为什么样的人。就如顾随先生所言：中国说“诗

教”，不是教作诗，是使做好人。［9］所以古诗词的

教学活动，不仅是上一节语文课，它跟美育、德育

的关系都很紧密。

三、“诗教”非“说教”

诗歌的价值在于精神滋养和文化熏陶，诗教不

能等同于说教。顾随先生说：“文学虽不若道德，而

文学之意义极与道德相近。唯文学中谈道德不是教

训，是感动。”［10］朱小蔓教授也曾指出，只有在人

有内在的感受、属于自己的感受时，道德才能在人

的心灵中扩展。这种靠内在起变化的质性特征，是

道德教育的根本性特征。［11］

古典诗词凝聚着中华文化的理念、志趣、气度、

神韵。中国古代诗人往往是用生命谱写诗篇，用生

活实践诗篇。在古诗词教学过程中，除了体会和欣

赏音声之美和意境之美，道德教育更是要隐含其中。

在阅读鉴赏的过程中，要激发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

浓厚兴趣，使他们的道德品格和文化精神得到潜移

默化的熏陶和滋养，如水中著盐，有味无痕。

想起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诗教”故事。小时

候，有一次我把没有啃干净的苹果核儿丢掉了，母

亲看到后说：“你知道这个苹果能够来到你面前，中

间有多少人付出了心血吗？你没吃干净就扔掉了，

那别人的付出就白白浪费了。你会背李绅的《悯农》

吗？里面讲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你做

到了吗？”那一刻，我特别羞愧。后来读研究生时，

有一天，我正在寝室里吃苹果，斜对门的一个同学

进来看了看我，吃惊地说：“你为什么跟苹果这么较

劲儿，非得啃得一点儿都不剩呢？”我就跟她讲了

自己小时候吃苹果的故事。毕业多年后，我到南京

出差，她带着上小学的儿子到火车站接我，寒暄后，

她第一句话就说：“我们家这个小朋友吃苹果也吃得

很干净呢！他小时候我就让他背了《悯农》，还给他

讲了你吃苹果的故事，从那以后，他吃水果总是吃

得特别干净。”这是一个最最普通的生活中的诗教故

事，但由此我们可以去思考诗教究竟是什么。可能

就像周汝昌先生所讲的那样，是陶冶，是积渐，是

潜默──这是一种“感染”的方式与力量，不同于

“填鸭”“强制”“训斥”……有人说，教育的本质意

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

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中华诗教正具有这样强

大的魅力。

40多年前，四川大学历史系的缪钺教授曾送

给叶嘉莹先生一首名为《相逢行》的长诗，里面有

“书生报国果何从，诗教绵绵传嗣响”两句。作为一

古诗教学摭谈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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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书生，可以通过弘扬诗教来报效祖国，那么我们

语文教育工作者，不也可以通过古典诗词教学来赓

续诗教精神，从而实现自己的报国之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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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曹  晛）

犜犺犲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狅犳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犆犻狏犻犾犆狅犱犲犻狀犜犲狓狋犫狅狅犽狊犳狅狉犘狉犻犿犪狉狔犪狀犱犛犲犮狅狀犱犪狉狔犛犮犺狅狅犾狊

ＣｈｅｎｇＤｉｎｇｍａｏ
１，２，ＬｉＪｕｎ１

（１．犛犮犺狅狅犾狅犳犔犪狑，犡犻狀犼犻犪狀犵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犝狉狌犿狇犻犡犻狀犼犻犪狀犵８３００４６，犆犺犻狀犪；

２．犛犮犺狅狅犾狅犳犔犪狑，犃狀狇犻狀犵犖狅狉犿犪犾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犃狀狇犻狀犵犃狀犺狌犻２４６１３３，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Ｃｏｄｅｈａｓ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ｅｒｅ

ｉｓａｎｉｎｈ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ａｗｒｅｌａｔｅ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ｒｉｍａｒｙａｎｄ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ｓｃｈｏｏｌｓ．Ｔｈｅｒｉｃ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Ｃｏｄｅ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ｐｒｉｍａｒｙ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ｓｃｈｏｏｌ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ｔｈ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ｅｍｅｓ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ｓｍ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ｉｎｏｒ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ｐａｔｈｓ，ｔｈ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Ｃｏｄｅ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ｐｒｉｍａｒｙａｎｄ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ｓｃｈｏｏｌ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ｙｓｔｅｍ

ｂｙ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ｔｈ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ｅｍ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Ｃｏｄｅｉｎｔｈｅ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Ｃｏｄｅｉｎ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Ｃｏｄｅｉｎｏｔｈｅｒ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ａｎ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ｇｔｈｅ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ｅｗｆｏｒｍｓｏｆ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Ｃｏｄｅ；ｌａｗｒｅｌａｔｅ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ｆｏｒ

ｐｒｉｍａｒｙａｎｄ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ｓｃｈｏｏｌｓ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殏

殏殏

殏

人教期刊参考文献格式规范

一、普通图书、论文集、会议录、报告等

［序号］主要责任者．题名：其他题名信息 ［文献类型标

志］．其他责任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引文页码 （当

整体引用时不注）．

［１］罗杰斯．西方文明史：问题与源头 ［Ｍ］．潘惠霞，

魏婧，杨艳，等译．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５１６．

二、学位论文

［序号］主要责任者．题名 ［文献类型标志］．学位授予单

位所在地：学位授予单位，学位授予年：页码 （当整体引用

时不注）．

［２］张玉峰．高中物理概念学习进阶及其教学应用研究

［Ｄ］．北京：北京师范大学，２０１６：１５．

三、专著中析出的文献

［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其他题名

信息 ［文献类型标志］／／专著主要责任者．专著题名：其他

题名信息．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析出文献页码．

［３］马克思．对和平的激进看法 ［Ｍ］／／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５．

四、期刊中析出的文献

［序号］主要责任者．题名：其他题名信息 ［文献类型标

志］．刊名，年 （期）：页码 （阅读型参考文献的页码，著录文

章的起讫页；引文型参考文献的页码，著录引用信息所在页）．

３［４］于涵，任子朝，陈昂，等．新高考数学科考核目

标与考查要求研究 ［Ｊ］．课程·教材·教法，２０１８（６）：２１．

五、报纸中析出的文献

［序号］主要责任者．题名 ［文献类型标志］．报纸名，出

版日期 （版数）．

［５］郭戈．编好教材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 ［Ｎ］．中国教

育报，２０１８１２２６（９）．

六、网络资源

［序号］主要责任者．题名 ［文献类型标志／文献载体标

志］．（更新或修改日期）［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路径．

［６］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意见 ［ＥＢ／ＯＬ］．（２０１４０３３０） ［２０１５０４１５］．ｈｔｔｐ：／／

ｏｌｄ．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ｌｅ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ｔｍｌｆｉｌｅｓ／ｍｏｅ／ｓ７０５４／

２０１４０４／１６７２２６．ｈｔｍｌ．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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