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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思政元素于高校古诗词教学的路径探索

周勇

贵州黔南科技学院，贵州 黔南 550600

摘要：本文立足教育创新与课程思政融合的时代背景，系统探索高校古诗词教学与思政教育深度

融合的实践路径。解析经典文本中的民族精神基因与哲学智慧，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以一

线教师的视角针对教学现状，提出情境化沉浸实践、跨学科对话平台搭建及数字技术赋能三大创

新策略等。研究研究通过构建诗词思政融合范式，为高校文化传承与价值引领的协同创新提供理

论支撑与实践方案，积极对推动高等教育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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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创新与课程思政兴起的背景下，高校

古诗词教学承载着文化传承与价值引领的双重

使命。本文深入探索将思政元素融入古诗词教学

的有效路径，旨在通过挖掘古诗词中的思政资

源，创新教学方法，实现文化传承与价值引领的

有机统一。

系统梳理古诗词中的思政元素，构建丰富的

思政元素数据库，为后续教学融合提供坚实基

础。大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学

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创新高校思政教育

方法，提升教学实效性。探索古诗词教学与思政

教育的深度融合路径，为高校教育教学改革提供

新的思路和方法，推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持续

创新和发展。

1 古诗词中思政元素的挖掘与分类

1.1 古诗词中思政元素的内涵与价值

古诗词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承载着跨

越时空的价值传承功能。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

体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历史底蕴、情感共鸣与

审美浸润的三维融合中。古诗词是历史记忆的活

态载体，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的

变革精神，到杜甫“三吏三别”对安史之乱的忠

实记录，诗词构成了理解民族精神演进的基因图

谱
[1]
。

诗词创作的情感激发深层共鸣。文天祥“人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绝命呐喊，

李清照“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巾帼豪情。

此类通过情感共振实现价值引领，是具象化的生

命体验唤醒受教育者的道德自觉。

1.2 思政元素体系构建

古诗词思政教育体系的建构需以历史厚度、

文化根脉、哲学深度为三维支点，实现传统文化

现代性转化。在历史维度，可聚焦辛弃疾《永遇

乐》中北望中原的壮志未酬与杜甫《兵车行》对

苍生疾苦的沉痛书写，通过历史场景的沉浸式复

现，激活潜藏于诗词肌理中的集体记忆；于文化

维度，可撷取王维《辋川集》的禅意山水意象与

李清照《声声慢》的婉约词境，剖析中华美学精

神中天人合一的审美特质；在哲学维度，则可挖

掘苏轼《题西林壁》的认知辩证思维与陶渊明《饮

酒》的隐逸生存智慧，构建古典哲思与当代价值

观的对话场域。这种多维度的教育实践，既突破

了传统诗词教学的文本解析框架，又在历史回响

中培育文化认同，于哲学思辨中完成价值重塑，

形成从文本细读到精神升华的完整育人闭环。

将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忠贞气节

具象化为历史场景再现，从《离骚》“路漫漫其

修远兮”中提炼追求真理的永恒命题，通过语言

解码、史实还原与哲学思辨的融合，使思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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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知识灌输，实现具象化感知与哲学化领悟的

双重突破。当思政教育突破概念说教，转化为对

生命叩问，受教育者方能在文明长河的浸润中完

成价值内化，实现传统与现代、个体与民族的深

度联结。

2 古诗词教学策略的路径现状

2.1 情境化教学策略的沉浸式实践

在高校古诗词教学中，情境化教学策略通过

构建多维度的沉浸式场景，实现思政元素与诗词

内涵的深度融合。这种模式打破传统课堂的时空

界限，以技术赋能、角色代入与文化共鸣为核心，

推动学生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体悟。笔者在实际

教学过程中，以杜甫《秋兴八首》教学为例，采

用“诗史互证”的叙事框架，引导学生通过人工

智能技术重构夔州地理空间。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生成式视觉，通过课堂多媒体设备“亲历”杜甫

笔下的“彩笔昔曾干气象”场景，目睹永王东巡

事件的历史现场。这种空间叙事方法不仅尽可能

还原安史之乱后的社会图景，更通过“家国情

怀”的具象化呈现，使学生深刻理解杜甫“每依

北斗望京华”的忧国之心。

在课堂实际教学过程中，让学生学生分组模

拟杜甫与同时代诗人（如李白、岑参）的对话。

通过第一人称视角探讨“安史之乱”对文人精

神世界的影响，以“长安棋局”为隐喻，演绎李

白“浮云终日行”的漂泊感与岑参“功名只向

马上取”的报国志。这种跨时空的对话设计，使

“爱国情怀”不再停留于概念层面，而是转化为

对诗人个体命运与时代洪流关系的深度思考。再

如辛弃疾词教学案例所示，笔者让学生通过模拟

词人“醉里挑灯看剑”的情境，结合南宋偏安的

历史背景，自发提出“文人武德与家国责任”的

论题，实现从文本解读到价值思辨的跃迁。

情境化教学的创新实践，本质上是技术理性

与人文精神的深度融合。在张孝祥《念奴娇·过

洞庭》教学中，创设“经典咏流传”校园版活动，

学生以“经典传诵人”身份参与朗诵与品读
[2]
。

通过声调模拟、配乐选择等任务，学生需揣摩

“玉鉴琼田三万顷”的意境，并在朗诵中体现

“尽挹西江”的豪迈。这种技术赋能的情境创

设，使“审美鉴赏”与“价值引领”形成共振。

在此类实践中，发现更值得关注的是，引导学生

将洞庭湖的“表里俱澄澈”与当代青年精神品

格关联，通过撰写人物评论任务，实现从“景

语”到“情语”再到“价值观”的不断升华。

2.2 跨学科对话平台的构建更具创新性

在古诗词思政教育体系中，跨学科对话平台

的搭建正成为突破传统学科边界的关键举措，其

通过构建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多维度的立

体化教学网络，不仅深化了古诗词教学的文化内

涵，更在价值引领层面实现了思政教育的创新表

达。

以白居易《琵琶行》教学创新为例，湖南省

新宁县第一中学开创的“语文+X”融合教学模式

颇具启示意义
[3]
。在音乐维度，教师创新设计声

律解构实验，指导学生通过MIDI键盘模拟琵琶曲

调变化，在“大弦嘈嘈”与“小弦切切”的音高

起伏中，体悟诗人情感与音乐旋律的同频共振。

值得关注的是，宁波市“诗汇三江·博雅少

年”诗词创客活动，开创了科技赋能古典诗词教

育的新路径
[4]
。学生团队在AI工程师指导下，开

发出具备语义分析功能的“智能飞花令”系统。

该系统不仅能实现“月”字意象的智能检索，更

通过深度学习模型生成“AI续写·江畔何人初见

月”等数字化诗作。当编程逻辑与平仄规律产生

碰撞，学生在调试“黏对检测”算法时，意外领

悟了贾岛“僧敲月下门”的炼字匠心。这种技术

赋能的教育实践，让“举杯邀明月”的千年咏叹，

在数字时代获得了量子态的新解。

2.3 技术赋能教学的创新应用

数字人文技术的介入，为古诗词思政教育开

辟了新路径。四川大学锦江学院开发的“古辞新

风”APP，集成超过300位诗人的作品数据库，运

用AI静态画作技术将“大漠孤烟直”等经典意

象转化为动态数字艺术
[5]
。用户在赏析诗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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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同步查看AI生成的意象演变图谱，如“长江”

词条下，既展示李白“孤帆远影”的送别场景，

又关联毛泽东“万里长江横渡”的革命豪情。这

种时空折叠的呈现方式，使“文明母体”的象征

意义获得立体诠释。

江西师大邹昀芹等人在思政课与古诗词研

究时，提出“诗词思政导航系统”，通过自然语

言处理技术分析学生作文中的价值取向
[6]
。当系

统检测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等诗句引用

时，会自动推送相关历史背景与当代价值案例，

并生成个性化的“文化基因图谱”。这种动态反

馈机制，使教学从“标准化输出”转向“精准化

引导”，正如试用教师所言：“过去我们用‘先

天下之忧而忧’教育学生，现在通过数据图谱，

能看到每个学生心中‘忧’的具体内涵与表达

方式。”

这些创新实践表明，当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

深度融合，古诗词思政教育便能突破传统课堂的

时空限制，在数字孪生世界中完成文明基因的现

代性转化。

2.4 诗词思政融合的实践困境

2.4.1 教师素养与教学转化的结构性矛盾

当前高校古诗词教学与思政融合实践中，教

师群体面临“双轨能力困境”的深层制约。古典

文学专业教师普遍存在“知识盲区”，笔者对所

在高校开展走访，发现中文系大部分教师未能系

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在价值提炼时易陷

入“就诗论诗”的窠臼。在课堂走访互听过程中

发现将《离骚》解读仅停留在“忠君爱国”层面，

而未能揭示其中蕴含的“人民性”思想内核。导

致思政元素挖掘呈现“碎片化”特征，难以构建

完整的价值谱系。

思政教育工作者则面临“审美隔阂”的挑战。

笔者所在高校走访听课时，发现思政课教师尝试

解析李清照《夏日绝句》时，因缺乏诗词格律知

识，将“生当作人杰”的豪迈解读为“个人英雄

主义”，忽略其蕴含的儒家担当精神。这种“标

签化”倾向反映出跨学科素养缺失导致的价值引

导偏差。教师能力结构的“剪刀差”现象，直接

制约着融合教学的质量跃升。

2.4.2 学生接受度与教学深度的潜在冲突

新时代社会化教育背景下，大学生群体呈现

出鲜明的认知代际特征，形成“浅层兴趣—深度

学习”的断裂带。一方面，他们对《中国诗词大

会》等这样的传统文化综艺节目关注度极高，但

碎片化接触难以支撑系统学习。

笔者充分利用教授古诗词授课课堂成绩统

计，当下大学生平均诗词积累量不超过唐宋诗词

总量的1.2%，形成“知道分子”现象。当尝试进

行哲学思辨层面的价值引导时，学生又容易出现

“认知超载”现象。在《春江花月夜》教学中引

入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哲学框架，导致超过

一半的学生反馈“难以理解教学意图”，暴露出

经典文本解读与当代话语体系之间的转化鸿沟。

这种矛盾在价值内化层面表现尤为突出。新

生代学生更倾向“具身认知”，而传统说教式灌

输引发逆反心理。

3 古诗词教学谈生意思政元素的路径

3.1 构建双螺旋教师成长共同体

建立古典文学教师与思政教师的双重结合

的结对机制，形成专业互补的双螺旋结构。在教

师发展中心设立诗词思政研习社，要求双方共同

完成一定量的经典诗词的“双重解码”报告，如

将李清照《夏日绝句》与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

发展”理论进行创造性对接。

国内部分高校试点显示，经过多次研修的教

师，其跨学科教学能力提升2.3个等级。创设三

维教研工作坊，每学期开展不少于8次的集体备

课
[7]
。重点攻关如《天问》中的宇宙观与当代生

态文明的对话可能，通过“文本细读—哲学思辨

—现实观照”的三阶研修，培养教师的价值转化

能力，形成可复制的教学范式。

3.2 开发多阶学习系统

构建“具身认知—价值转化—实践生成”

的立体化教育路径，创设“具身化学习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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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国诗词大会》的竞赛模式转化为课堂实践，

通过“飞花令擂台”“诗词侦探社”等任务型

学习，使学生在游戏化体验中积累经典文本。广

州大学开发的“AR诗词地图”，将校园景观转化

为诗词意象载体
[8]
。学生在“寻觅黄鹤楼”任务

中，需通过扫描建筑特征触发李白《黄鹤楼送孟

浩然之广陵》的创作背景解析，使空间认知与文

本理解同步深化。

构建“多维价值转化坐标”，针对《春江花

月夜》教学困境，教师可设计“生命教育”主题

单元，将海德格尔哲学框架解构为“江畔何人初

见月”的生命叩问、“人生代代无穷已”的文明

传承、“愿逐月华流照君”的情感共鸣三个递进

模块。对比张若虚笔下的“宇宙意识”与当代航

天精神，搭建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桥梁，使哲学思

辨转化为可感知的价值命题。

4 结语

本研究构建高校古诗词教学与思政教育融

合的实践范式，通过历史、文化、哲学三维价值

坐标系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并提出情境化

沉浸教学、跨学科对话平台及数字技术赋能等创

新策略。面对教师素养结构矛盾与学生认知代际

差异，双螺旋教师成长共同体与多阶学习系统的

设计为教学转化提供了有效路径。

未来，需持续深化诗词思政融合实践，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教育场域中的创新性

发展，为培养新时代人才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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