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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古诗词教学重点是教授学生赏析的能力,知晓体裁特点、文意、情感等等,诗词中所描写的意象往往会承载着诗人独特的情感,增添整

体的意境,丰富诗歌的内涵。高中语文古诗词教学中,意象是重难点之一,因此本文从意象入手,探寻其在教学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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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诗词经过时间的洗礼更加显得弥足珍贵,其中所传达的人文精

神成为中华文化自信的根基。高中阶段的学生对于古诗词已经不再陌生,

但是如何从理解大意的层面上提高到审美鉴赏成为了教学中棘手的问题。

诗词的篇幅都不算长,在一句七言或者是五言的诗句中,想要表达出复杂

的情感,就可以借助某个意象来进行,因此对于意象的准确把握亦是对诗

词的整体把握。 

1 意象概述 

什么是意象？中国古时期就出现了意象一词,随着时间的发展,其含

义得到了不断的充实和发展。早在《周易·系辞》已有“观物取象”、“立

象以尽意”记载。这一观点的提出,对“意象”有了较为初步的定义。我

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出现了以植物为象来表达作者所蕴含的

复杂情感,并且以赋、比、兴的独特手法使意象与情感得到完美的融合。

西汉年间王充在其著作《论衡》《乱龙篇》中第一次使用了“意象”一词,

提出了意与象的合一,形成了意象的整体概念。到了南北朝时期,刘勰在

《文心雕龙》•《神思》篇中写道：“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

首术,谋篇之大端。”将意象一词的应用拓展到文学的写作当中,这对于我

国的诗歌理论和创作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国外“意象”一词早时期的含义与诗歌中所代表的艺术形象并没有挂

钩。1912年,庞德与其他学者一起讨论了意象派诗歌的原则,并于1913年第

6期的《诗刊》上发表了意象派的纲领,关于自己的意象理论庞德自己说道:

“意象是这样一种东西,它表现的是一刹那间理智和情感的复合体。”
[1]

观其中西方关于意象一词的界定,皆有共同的地方。可以得出结论：意象,

是人们大脑对客体物象反映且经过自己主体情感融合创作后的一种艺术

形象。 

2 人教版高中教材中古诗词意象探索 

2.1古诗词意象的重要性 

高中阶段的古诗词教学不仅是重点之一,还是形成学生诗词审美鉴赏

能力的最佳时期。古诗词中常常会出现一些独特的意象,对于这些意象的

理解会影响到整首诗词的展现。意象的创造来自于诗人所选取的客观事物,

其中包含了作者的个人主观情感,由景及情,托物言志。情感的表达是比较

模糊的,简单的话语无法将情感尽诉,难以让他人感同身受并且引起情感

的共鸣。个人化的情感若是通过客观事物表达出来,显得生动形象又简洁

明了,搭建起读者与创作者的沟通桥梁。例如杜甫的《秋兴八首(其一)》

中写道：“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其中的“菊”、“孤舟”

都是带有悲凉色彩的意象,菊花开放的时间证明诗人在异乡不能归的时

间流逝；在茫茫的江面上只有“我”这一叶小舟,心系着故乡；诗人在

久在异地不能归家的思乡之情被选取的意象表达出来,浓烈的情感融化

在物体之中。 

2.2古诗词意象的特色 

第一，意象的含蓄性。意象常常被用来借景抒情、托物言志,是因为

意象所具有的含蓄性,古人常以植物来隐喻自己的品格,梅,通常代表着铮

铮傲骨,不畏严寒；青松,代表着坚韧不拔,毅力非凡；莲花,代表着出淤泥

而不染,洁身自好等等。诗人不必将意象的含义逐一解释,由物及我或者隐

喻他人他物。 

第二，意象的多元性。文人置身于广阔的山河中,随着心境的变化,

总会赋予自然景物自身的情感。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同一个事物会产生多

个看法。挂在天上的那一轮明月,有阴晴圆缺,散发着清幽的光束,这都成

为文人笔下鲜活并带有色彩的意象。李白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写道：“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将自己的忧思之情与明月相

系,表达自己思念家乡之情。王维的《竹里馆》写道：“深林人不知,明月

来相照。”这其中的月亮犹如无人之境的伴侣,表达诗人豁达,超凡脱俗的

心境。柳永《雨霖铃》中的千古名句：“杨柳岸,晓风残月。”这是关于自

然景色的描写,圆缺的月亮都有着不同的含义,圆月往往象征着美满幸福,

词中的残月与圆月形成鲜明的对比,表达着离别的哀思。 

第三，意象的哲理性。古诗词会选取具有独特意义的客观事物作为意

象,表达自己对世界的认识,从经验中总结人生的道理。例如在李白的《将 

整合主体、补充程序、完善形式,是补充激励性法律规范的必由之路。

激励性法律规范是对特定主体所实施的特定行为进行激励的法律规范,通

常意义上来看,一个相对完备的激励性法律规范需要包含主体、内容、程

序、措施、救济、幅度等六个基本要素。依照激励性法规所确定的激励内

容的性质不同,分析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立法可从实体激励和程序激励两方

面入手来充实激励性法律规范的具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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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酒》写道：“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由意象的组合

来表达出时间的流逝,警示后人要珍惜时光,不要等到白了头才开始悔恨。 

2.3古诗词中意象与意境的关系 

意象在表达情感的同时,也是整首诗意境的体现。袁行霈先生对意境

与意象二者做出过解释：“境生于象而超乎象。意象是形成意境的材料,

意境是意象组合之后的升华。”
[2]
二者有着紧密的联系,不可孤立任何一方

来看待古诗词。诗词中常常出现多个意象,它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客观事物,

但是从诗的整体来看是相同的感情基调,这就来源于创作者“看山不是山,

看水不是水”的心境进行意象的组合。高中语文教材中选入李清照的《醉

花阴》中,有“薄雾浓云”、“玉枕”、“纱厨”、“西风”、“黄花”、“酒”等

意象组合,在一个与家人团圆的日子里,只有外界充满寒意的西风、床褥上

冰凉的枕头与纱厨、独饮的凉酒以及被风吹拂的黄花,阅读后甚至能感受

到阵阵凉意袭来。正是这些萧索的意象组合,形成了整首词婉转凄凉,孤寂

落寞的意境。 

3 高中古诗词意象教学探究 

3.1寻找意象 

在进行古诗词意象教学的时候,老师应该向学生们解释意象是什么,

而不是简单的说意象在诗词中所表达的意思。简单来说,意象是创作者选

取的客观事物,承载着创作者的主观情感。意象一般来源于大自然、生活

环境中客观存在的事物,多以名词形式出现是诗词中,需要注意的是并不

是所有的名词都是意象,只有该名词具有感情色彩的时候,才能称之为意

象。教学中可以举出实例,让学生能够举一反三并且在课文中寻找出意象。

必修二选入《古诗十九首》中的《涉江采芙蓉》,对于芙蓉的理解至关重

要,芙蓉即莲花,但是作者将自己思妇、思归的情思寄寓其中,使芙蓉充满

了感情色彩。袁行霈先生曾经指出诗人对于意象的选择：“一方面,经过诗

人审美经验的淘洗与筛选,以符合诗人的美学理想和美学趣味；另一方面,

又经过诗人思想感情的化合与点染,渗入诗人的人格和情趣。”
[3]
高中生已

经有了小学、初中的诗词经验积累,经过老师对于意象的引导解释后,应该

可以自主找出诗词中所存在的意象。 

3.2大胆联想,构建画面 

意象的运用就在于具有鲜活的生命力,画面感强烈。教学中要注重激

发学生的想象力,创设意象情境。阅读完一首诗后,每个人从中所感受到的

情感都是不一样的。古诗词教学中亦是一样的道理。人教版必修三中,选

入李商隐的《锦瑟》一诗,该诗的解读历来众说纷纭,有哀悼说,自伤身世

说,爱情之说。当代学者也从历史文献中不断考证,也未能给出统一的答

案。古诗词的创作饱含着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情感,这也要求我们在解读

的时候,适当的对其进行联想,才能真正走进诗歌,欣赏其中的美。其中的

意象：“锦瑟”、“沧海”、“明月”、“泪”、“珠”组合在一起,不禁让人产生

联想：夜晚降临的茫茫海面上,一轮明月高挂上空,清幽的美丽中却带着一

丝凄凉。月光照耀下的珠子犹如泪光在闪烁着。学生在疏通文意的基础上,

可以对其中的意象大胆的联想并且与老师同学交流,老师在指导中注意交

流的措辞,不能马上肯定或否定,延缓评判。还可以布置图画作业,让学生

亲自动手描绘诗词中的意象,更加直观的体会其中的感情。 

3.3意象延伸 

古诗词意象教学后,需要检测学生们的掌握程度,这就需要意象的延

伸。与所学过的相同或相似的意象进行比较与归纳,掌握相同意象在不同

诗歌中的表达。老师可以让学生课后查阅资料,也可以给出相关的诗词,

让学生自主的走进诗词,发现意象在其中的不同之处。中国古代诗词中,

“月亮”、“酒”的意象出现频率很高,许多著名诗人都用过这两个意象,

由于历史的发展环境以及诗人的个人情感不同,含义也就大不相同。意象

的延伸教学更加考验学生在课后的学习能力,在查阅资料与诗词对比中能

够巩固相关意象的知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对诗词的理解,激发出

学生的学习兴趣亦是语文工具性的体现。 

4 结语 

高中古诗词历来都是教学的重点,身在一线的老师们也都在探寻最优

的教学方式,让学生读懂古诗词明了知识点,领略其中的诗情画意,体会作

者的情感以及蕴涵的精神。意象作为掌握古诗词的重点,绝不能在教学中

忽略掉。因此本文选取诗词中的意象作为切入视角,全面理解意象的含义,

分析了意象在诗词中的重要性、特点以及与意境的交叉关系,并且提出了

意象在教学中应用的建议,期望能够通过对意象的探究促进古诗词意象教

学的发展,从中探寻出古诗词所蕴涵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让学生爱上古

诗词,弘扬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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