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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兴发感动说的概念以及运用意义分析

（一）概念

“兴发感动”说是一种源自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 的理论，

其强调文学作品能够有效调动读者的情感，使他们在阅读过程中

产生情感共鸣 [2]。该理论强调，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能够向读者

传递文学知识和信息，同时还能引发读者的情绪，触动他们的内

心，使他们获得更高层次的阅读体验和情感体验。将“兴发感

动”说运用在高职语文古诗词教学之中，不仅能够有效激发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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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以往的高职语文古诗词教学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说教学模式单一、学生兴趣缺失、教学资源有限等，这些问题的存在，

不仅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能够影响他们对古诗词知识的掌握，同时还影响他们文学素养以及鉴赏能

力的提升 [1]。针对此，教师可以将“兴发感动”说运用在其中，通过创设情境、利用多媒体手段等多种方式，以此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古

诗词的内涵，与作者产生情感共鸣，从而提升课堂教学效果，更为有效地培养学生语文素养和综合能力。

兴趣，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课堂教学效果，同时还

能够引发学生情感共鸣，从而更为有效地培养学生核心素养和审

美能力，为他们未来学习和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意义分析

将“兴发感动”说运用在高职语文古诗词教学之中，对高职

学生未来学习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此，本文就以下几

个方面进行简要分析：

首先，该理论能够帮助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和领悟古诗词的

深层含义，感受到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从而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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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豪感和认同感 [3]。通过运用这种教学模式，学生不仅能够轻

松地理解古诗词的字面含义，同时还能够与古诗词的作者产生情

感共鸣，深刻领悟作者的思想和情感，进而更加全面地把握古诗

词的内涵，从而有效地提升自身的文学素养和审美能力。

其次，通过运用“兴发感动”说教学模式，能够有效激发学

生的情感，触动他们的内心深处，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获得更为

深刻的学习体验，不仅丰富了他们的情感世界，使其更为充盈，

同时还能够有效提升他们的鉴赏能力。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

在深入感受古诗词美的同时，还能够更为真切地感受到诗中的情

感起伏，深入了解古诗词作者的内心，从而在情感层面与诗人产

生深刻共鸣，达到一种情感和精神上的交融。

最后，在高职语文古诗词教学过程中运用“兴发感动”说教

学模式，能够有效培养学生创新思维，提升他们批判能力，使他

们在阅读和鉴赏古诗词的同时，能够进行深入分析和思考，从而

促进他们思维的发展 [4]。在该教学模式下，不仅能够有助于学生

在文学领域形成自己的见解和想法，同时还能够促进他们在实际

生活过程中运用批判思维去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从而促进他

们实现全面发展。

总之，将“兴发感动”说运用在高职语文古诗词教学之中，

在培养学生语文素养和综合能力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能够

帮助他们更为深入地了解和领悟古诗词所表达的情感，提升他们

的文学素养，同时还能够有效促进他们思维发展，使他们成为具

有创新精神和批判思维的时代新青年。

二、高职语文古诗词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与本科学生相比，高职学生的学习基础相对薄弱，他

们学习动力不强，缺乏明确的学习目标。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

断发展和广泛运用，很多学生受到社交媒体丰富内容的吸引，从

而分散了他们对语文古诗词学习的兴趣。这导致很多学生对古诗

词学习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这不仅影响课堂教学效果的提升，

同时也对他们自身语文素养的培养造成一定阻碍 [5]。

其次，在以往的语文古诗词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更加侧重

于知识的传授和应试技巧的培养，而忽视了对古诗词丰富内涵的

挖掘，这导致学生难以真正体会到古诗词的独特魅力和蕴含的丰

富情感，无法更深层次地了解古诗内涵，从而无法与诗人产生情

感共鸣，也无法获得深刻的学习体验 [6]。除此之外，部分高职语

文教师在古诗词教学过程中采用传统、陈旧的教学模式，严重缺

乏创新性和灵活性，学生的兴趣无法被有效激发，从而导致课堂

教学氛围沉闷、压抑，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无法被调动，课堂

参与度无法得到提升，进一步影响课堂教学效果的提升。

最后，高职语文古诗词教学资源也受到严重限制。在以往的

古诗词教学过程中，由于教学资源相对有限，教师无法在教学过

程中向学生们提供多元化的教学活动和教学材料，这导致学生的

兴趣无法被充分激发，同时也限制了学生理解古诗词深度和广

度，从而影响他们语文核心素养的提升。除此之外，教学资源的

相对匮乏还导致教师难以运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无法满足学生

多元化的需求，从而影响古诗词教学效果的提升 [7]。

三、兴发感动说在高职语文古诗词教学中的创新运用

策略

（一）创设教学情境，激发学生兴趣

在“兴发感动”说模式下，为了激发学生兴趣，提升古诗词

教学效果，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以及学生学情，创设多种教学

情境，以此激发学生兴趣，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主动参与

到课堂教学之中，更为深刻地体会到古诗词中蕴含的丰富情感，

从而提升课程教学效果，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8]。

1.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探究兴趣

兴趣是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主要动力，同时也是学生的益友

良师。对此，在“兴发感动”说模式下，为了激发学生兴趣，教

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创设问题情境，以此引发学生的深入思考

和探究，从而提升课堂参与度和教学效果。

以《短歌行》为例，为了帮助学生更为深刻地了解古诗词含

义，深刻领悟作者内心的情感，教师可以设置多个问题，以此激

发学生探究兴趣。比如说“你们了解曹操吗？”“你们心目中的曹

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通过欣赏这首古诗，你感受到了作者什

么情感？”等问题，引导学生们对曹操的生平进行研究和分析，

使他们更为全面、深刻地理解《短歌行》的创作历史背景和曹操

的性格特点。通过这样的方式，学生不仅能够对这首古诗有了更

深层次的认识，提升他们鉴赏能力，同时还能够有效培养他们批

判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

2.创设多媒体情景，增强教学的互动性

当前，多媒体技术已经被运用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并且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此，高职语文教师应紧跟时代发展趋势，

将其与语文古诗词教学进行有机融合，通过这样的方式，以此激

发学生兴趣，提升课堂的互动性以及趣味性，从而提升课堂教学

效果。教师可以多媒体的强大功能，为学生创设一个集视频、图

片以及音频等多种元素为一体教学情境，将抽象的知识以更为直

观、具体的方式呈现给学生们，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从而深化

学生认知，帮助他们更为深入的领悟古诗词中的蕴含的情感和思

想，从而促使学生与诗人产生情感共鸣。例以杜甫的《登高》为

例，这首诗是作者晚年所作，当时的杜甫生活窘困，身体状况也

变得非常差，他失去自己的依靠，独自一个人在异乡生活，面对

瑟瑟的秋景，心中百感交集，写下了这首“七律之冠”，通过描

绘秋天景色，表达自己经过多年的漂泊，年老体衰，疾病缠身，

抒发自己忧国伤时、内心痛苦的情感。然而，由于高职学生缺乏

丰富的人生阅历，无法深入体会古诗中所描绘的情境，从而无法

深入领悟作者的内心情感。对此，为了提升教学效果，培养学生

文学素养和鉴赏能力，教师可以将多媒体手段引入课堂教学之

中，通过在网络中收集大量相关教学资料，并将其制作成课件，

通过多媒体向学生们展示，以此帮助学生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古

诗词的独特魅力，使他们感受到“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

登台”的伤感意境，升华他们的情感体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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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利用丰富的网络资源，为学生提供丰

富学习资源的同时，拓展教学形式，以此提升课程教学效果。例

如，教师可以利用虚拟现实技术的强大功能，为学生创设一个虚

拟的教学情境，使他们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深刻感受相关历史

事件的发生或景色的变化。这种沉浸式的教学情境，不仅能够有

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他们空

间感知能力，同时还能够帮助他们更为深刻地领悟作者所抒发的

情感，促使他们与作者产生情感共鸣 [10]。

（二）开展角色扮演活动，加深学生对古诗词情感的领悟

在以往的古诗词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更加关注对学生古诗

词知识的传授和应试技巧的培养，很少对古诗词中蕴含的丰富内

涵进行挖掘，这不仅会导致课堂教学氛围沉闷，压抑，削减学生

学习兴趣，同时也会对他们文学素养的培养造成一定影响。对

此，在“兴发感动”说模式下，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以及学生

学情，组织和开展角色扮演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其中，并扮

演不同的角色，通过这样的方式，以此加深他们对古诗词内涵的

把握和理解，丰富他们的学习体验 [11]。以《琵琶行》为例，这首

诗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所写的长篇叙事诗。通过对琵琶女悲惨遭遇

和自身被贬谪的遭遇，表达作者的同情、愤懑以及对社会不公等

情感。为了帮助学生更加深入的领悟本首古诗的内涵，教师可以

组织学生开展角色扮演活动，分别扮演白居易和琵琶女，并引导

学生积极参与其中，通过模拟对话，使他们在扮演过程中能够更

加深入地体会到诗人的内心情感变化，从而增进他们对这首古诗

的理解 [12]。

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延伸，假设：你穿越

了，碰到了琵琶女，你会对她有什么建议？根据此，教师可以鼓

励学生们发挥自身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一写一篇作文。通过这样

的方式，不仅能够激发他们的兴趣，丰富他们的体验感，提升课

堂教学效果，同时还能够提升他们写作能力，可谓一举多得。

（三）开展实践活动，培养知识运用能力

诸多实践证明，实践活动是提升教学效果，培养学生文学素

养和综合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对此，为了提升语文古诗词教学

效果，更为有效地培养学生语文核心素养和综合能力，教师应积

极组织和开展各种类型的实践活动，以此提升课程教学效果 [13]。

对此，可以：

1.组织和开展古诗词创作比赛

当前，为了激发学生对古诗词的兴趣，提升他们的文学素

养，教师可以组织学生以古诗词为蓝本，充分发挥自身的想象力

和创造力，创作自己的作品 [14]。通过开展这样的活动，不仅能够

帮助学生学习和运用古诗词的韵律和格式，同时还能够提升强化

他们文学创作能力，从而有效地提升他们的语文素养。

2.制作古诗词主题的校园展览和墙报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收集古诗词相关资料，并根据古诗词中所

描绘的情境或意境，开展绘画创作，并将其制作成展板或者墙

报，这样做，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更深入地学习和掌握古诗词的内

涵，加深他们对作者所抒发情感的理解，同时还能够有效培养他

们创造力和想象力，促进他们鉴赏能力的提升。

四、结束语

总之，在新时期，高职语文古诗词教学面临重重困难。对

此，为了提升课堂教学效果，更为有效地激发学生兴趣，使他们

深入领悟古诗词所抒发的情感，教师有必要将“兴发感动”教学

模式引入课程教学之中，通过多种方式和手段，激发学生兴趣，

帮助他们学习古诗词知识的同时，更为深入的领悟和感受古诗词

中所蕴含的情感，从而与作者产生情感共鸣，丰富他们情感体验

的同时，为他们实现全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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