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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感受诗歌的韵律

诗歌讲究字词的搭配、音调的和谐，特

别是格律诗，平仄、对偶和押韵运用得好，

可以增强诗歌的音乐感，呈现韵律美。

如崔颢的《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

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

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

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

人愁。”这是一首七言律诗，从押韵来说，其

韵脚字是“楼”“悠”“洲”“愁”。上一联的对

句与下一联的出句相粘，环环相扣，表现出

诗歌在音韵上的整体性。诗歌从黄鹤楼辐

射开去，既有对历史的回顾，又有对乡关的

思念。诗歌所表现的是“云水悠悠，情思悠

悠”，因而押的是“尤”韵。“尤”韵吟诵起来

表现出舒缓而又悠长的特色，恰恰与诗人

对过去漫长历史的回顾，对家乡和亲人的

不尽思念之情相融合。因此，读者从音韵

上就能感受到诗歌的韵律和情感特色。

2.把握诗歌的意象

意象，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

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

具有象征性，能够将不容易或不便于直接

说出的思想情感委婉、曲折、含蓄地表达出

来，化“抽象”为“具体”，使思想更加形象、

可感，极大地增强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和感

染力。把握一首诗的意象，可以从哪些是

意象、意象的特点是什么、它的内涵和作用

是什么这几方面进行分析。

如李白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

寄》，诗人在首联运用杨花、子规这两个意

象，既点明了南国的暮春景象，烘托出一种

哀伤愁恻的气氛，又暗示了王昌龄被贬之

地的遥远，表达了诗人的思念之情。“一切

景语皆情语”，诗人寓情于景，以杨花漂泊

不定、子规悲哀啼鸣，表达飘零之感、离别

之恨，不着悲痛之语，而悲痛之意自见。

考生在回答这类题目时，要重点关注

意象的特点、含义及作用。此外，在中考命

题中很少单独考查一首古诗词，而是将具

有关联性意象的古诗词或现代诗进行比较

阅读（包括古今关联、文体关联、情感关

联）。如 2021 年北京卷中考题，就把崔颢

《黄鹤楼》中的“日暮”和鲁迅《藤野先生》中

的“日暮里”联系在一起进行考查。

《藤野先生》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就

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

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

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有人推测鲁

迅“还记得这名目”与本诗《黄鹤楼》尾联抒

发的情感有关，你认为这种推测合理吗？

请说明你的理由。

这道题就考查同一意象的情感关联。

《黄鹤楼》中“日暮”时分万物思归，表达了

诗人漂泊在外的思乡之情；而鲁迅远赴日

本求学，见到供人住宿的驿站名为“日暮

里”，很有可能联想到“日暮乡关何处是”，

生发出对家国的思念，因此，“到现在还记

得这名目”。所以这种推测是合理的。

3.理解诗歌的情感

情感是诗歌的生命和灵魂。诗人的情

感，或喜悦，或忧伤，或愤怒，或悲哀，无不

渗透在诗的字里行间，只有准确体会诗人

在诗中的情感，才能理解诗歌的主旨。

（1）抓住诗歌中直接抒情的句子。

直接抒情也叫直抒胸臆，是诗人直接

对有关人、事、物发表看法，表明态度的抒

情手法。如李白《行路难》中的“长风破浪

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诗人在全诗的

结尾直抒胸臆：尽管前路障碍重重，但相信

有一天，一定能乘长风破万里浪，挂上云

帆，横渡沧海，到达理想的彼岸，实现自己

的远大抱负。突出了诗人积极乐观的人生

态度。对远大理想的执着追求和实现愿望

的坚定信念。

（2）抓住重要意象，分析诗歌的情感。

意象寄托了诗人的情感或思想，要理

解诗歌情感，就要分析诗歌中的重要意

象。如洪源的现代诗《瀑布》：“要下山！要

出谷！一声呐喊，从云崖上扑下，哪怕它粉

身碎骨！向往着滔滔江河、茫茫大海，思念

着展翼的风帆、击浪的桡橹。呵，全凭一腔

燃烧的信念，脚下，才开辟出一条奔腾的生

命之路。”诗中“瀑布”这一意象，象征了那

些有追求，有理想，用“燃烧的信念”为自己

开辟出“一条奔腾的生命之路”的勇士，看

似写景，实则写人，表达了诗人对像瀑布一

样的勇士的赞美之情。

（3）由用典的句子理解诗歌情感。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用典”是“据

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即以古比今，以古

证今，借古抒怀。因此，诗文中的典故通常

能够婉转表达诗人的心声，传递诗人的情

感。如李白《行路难》中的“闲来垂钓碧溪

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诗人引用了姜太公

在渭水河边垂钓，遇周文王，最后得到重用

的典故和伊尹梦见自己乘船绕日月而过，

不久受到国君重用的典故，表明自己虽遭

权贵的排挤，但仍对从政有所期待，希望有

一天会被朝廷重用，为国家干一番事业的

雄心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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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韵律 把握意象 理解情感
——学习诗歌鉴赏技巧

诗歌是一种用高度凝练的语言生动形象地表达诗人丰富情感，集中反映社会生活，并具有一定节奏和韵律的文
学体裁。诗歌的韵律、意象，以及表达的情感，是诗歌鉴赏考试考查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