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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词能与年轻人情感共鸣

武亦姝在接受采访时说， 通过
读《放翁词》，她能够感知陆游性情
中可爱有趣的一面， 他的作品有一
种很特殊的温柔和深情， 有时候也
可以很明快、很清新；而苏轼“可以
根据人生境遇调整心态”，读东坡词
让人有好心情，不知不觉中，苏轼豁
达的人生观也让她有勇气笑对各种
人生挑战。

“尽管时空相隔，但古诗文中蕴
含的情感是贴近当下的。 ”复旦五浦
汇实验学校校长、 语文特级教师黄
玉峰说， 诗文是古代文人墨客基于
对心态、社会的理解进行的创作，其
中包含了很多人生的共同体验。 “不
管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 都对美好
的事物有向往之情， 当人们遇到挫
折和烦恼时， 心灵也同样需要一个
宣泄的出口。 ”

李定广说， 中国古诗词韵律齐

整，用语凝练，有音乐性又给人留下
想象空间，是为“天然美”，常读常
背古诗词能够培养孩子良好的语
感和美感。此外中国古诗词还具有
“内涵美”，体现在情感充沛，具有
人格力量。

在《中国诗词大会》近日一场比
赛中， 选手王轶隆身患癌症的母亲
病情出现反复， 王轶隆决心暂别赛
场为母亲尽孝。李定广认为，学习古
诗词不仅是学知识， 更是传承品德
与精神。 “爱国、爱家、爱生活是古诗
词的重要题材， 这些共通的个人情
感和人性思考， 可以在年轻人中间
引起共鸣。 ”

专家还表示，雅与俗此消彼长，

在网络文化流行的今天， 学习古诗
文也能够让年轻人提升审美素养，

提高语言表达层次， 对抵御粗鄙的
网络语言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诗词大会》“00 后”圈粉无数

学习古诗词需加强审美教育

不靠颜值靠才情 年轻学子频获赞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
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

念出《诗经·七月》中这句名句
的，不是学者教授，而是来自上
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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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高一女生武亦姝。 她在

２

月
１

日《中国诗词大会》节目中战胜
北京大学博士生陈更， 成为新
擂主。 诗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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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答题时
气定神闲，还有高颜值，有网友
感叹武亦姝“满足了自己对古
代才女的所有想象。 ”

这位把陆游、苏轼、李白
封为自己“三大偶像” 的“

００

后”说：“喜欢诗词是一件很单
纯的事，古典诗词中蕴含的美
感和情意， 在现代语言中很难
找到。 ”

而在《中国诗词大会》

上，像武亦姝这样的高手还
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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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初一学生叶飞，擅
长用文言文写作， 小小年纪就
有不俗的诗词积累；

上海文来中学学生侯尤
雯，

２

岁开始读诗，曾获上海市

中学生古诗文阅读大赛一等
奖， 为本届诗词大会从百人团
刷入挑战赛的最小年龄选手；

北大博士生陈更， 工科出
身，却满腹文才，是连续多场的
擂主……

此外，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康震、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蒙
曼等学者，也因为在节目中对
古诗词引经据典、信手拈来的
精彩点评，受到网友热捧。 网
民“月亮

ａｂｂｙ

” 说： “看了节
目， 体会到诗词的意境美，和
诗人的胸怀， 原来中国古诗文
这么有趣。 ”

除了擂台上那些“行走的
诗词库”，节目中的“百人团”也
值得尊敬。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中国诗词大会》学术总负责人
李定广说，“百人团” 选手绝大
部分是年轻学生和各行业的普
通人，年龄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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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００

后”

为主，有些是父母比赛子女看，

有些是子女比赛父母看。 “古诗
词在家庭教育中的位置越来越
重要。 ”

第二季《中国诗词大会》于春节期间开播以来受
到社会广泛关注， 节目中多位具有深厚古诗词素养
的年轻学生更是实力“圈粉”，被网友称赞“腹有诗
书气自华”。 学者表示，兼具典雅韵律与人文精神的
古诗词在现代社会仍能引发情感共鸣， 要加强古诗
词的审美教育， 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年轻人中
更好地传承和发展。

陈更（资料图）

武亦姝（资料图）

今天该如何学习古诗词

公众对中华古诗词的日渐关注
和喜爱，让李定广欣慰，但他表示，

目前大部分人学习古诗词还是基于
实用主义， 尽管中小学教材中古诗
词比重较以往有所增加， 但教学仍
以应试为主， 老师要求学生死记硬
背， 学生体会不到诗词的意境和美
感， 留在脑子里的不过是文字符号
而已，且只会让学生觉得“好难”“没
意思”。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申小龙
说，不能像教外语一样，去精确分析
一首诗词每个字、句的意思，或是用
现代汉语把诗词解释得太直白。

“每一首古诗词， 不同人应该有不
同的体验，而不是老师给出的标准

答案。 ”

改变这种状况， 需要加强古诗
词的审美教育。李定广说，教师应更
多阐释诗词的美妙之处， 从艺术和
情感两方面讲明其美在何处、 妙在
何处，引导学生自然地、自发地体会
诗词中的温暖和情意。

专家表示， 公众关注诗词大
会， 其实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亲近。 传统文化教育需进一步
切合时代，精心选择内容，并利用
现代传媒方式进行传播， 也不排
斥健康的娱乐化形式。 从社会角
度而言， 需要学校和家庭共同努
力，相互促进。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