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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诗使人聪慧”。如何让儿童在古诗学习中更主

动、更聪慧，不断提升语文核心素养呢？结合四年级

《元日》一诗的教学，谈谈基于语文核心素养的古诗

教学基本策略。

一、以诗心润童心，让儿童“诗性成长”

儿童诗心的出现，需要激活，需要唤醒。让儿童

与古诗相遇，以诗心润童心，在多样的诗词之旅中享

受诗性的成长，升华语文核心素养。

1. 一个美妙的诵读之旅。

“三分诗，七分读”，古诗是最适合儿童诵读的作

品，因为它简短、押韵，句调抑扬顿挫，读来琅琅上口。

在声情并茂的朗读中，儿童更容易读得开心，读得尽

兴，读得神采飞扬，读得兴致盎然，也更容易感悟诗

的意蕴，体味诗的意境，与诗人情感共鸣。

《元日》一诗是王安石初次拜相开始推行新政时

所作，表现出了新春佳节除旧迎新、欢乐祥和的节日

气氛，读来喜气洋洋、暖意融融。教学时，可以引领儿

童经历一个美妙的诵读之旅，抓住点燃爆竹、饮屠苏

酒、迎曈曈日、换新桃符等细节，让儿童联系自己过

节时的生活感受展开想象，在反复诵读中，带领儿童

读出语感，读出情感，读出美感，让诗中的每一个文

字都在诵读中活起来、亮起来，从而拨动他们的心弦，

达到理性与感性的升华。

2. 一个发现语言奥秘的探索之旅。

古诗的语言是诗人独创的高度凝练的个性语言，

是诗人思想感情、内心世界的独白，诗人的喜怒哀乐、

酸甜苦辣无不倾泻在诗行中。《元日》一诗，首句就

热热闹闹，“爆竹声中一岁除”，次句一个“暖”字意

蕴无穷，表达了诗人内心无限的喜悦，第三句“曈曈”

一词的重叠使用，象征无限光明美好的前景，最后一

句与首句紧密呼应，既写当时“换桃符”的民间习俗，

又寓含除旧布新的意思，形象地表现了万象更新的景

象。

古诗教学要“从语言中来，到语言中去”，教学《元

日》时，引导儿童抓住诗中的这些关键字词仔细的品

读，在一来一去间体会古诗的文字旨趣，感悟王安石

含而不露的白描式的表达技巧与语言魅力，使儿童的

诗词欣赏力和语言表达力都得到提高。

3. 一个愉悦的寻美之旅。

正所谓“诗中有画”，《元日》一诗，作者通过放

爆竹、饮屠苏、迎新日、换旧符等春节习俗的描绘，

再现了古人欢度春节时积极向上的心情与热闹、喜庆

的场面。教学时，可以充分挖掘该诗的美学价值，引

导儿童借助语言文字，在想象的世界里去感受古诗的

画面美，在吟诵中体会古诗的音韵美，在深入探究的

基础上领略古诗的意境美以及诗人强国富民、乐观自

信的情怀，让儿童在赏心悦目中感知美、体验美、分

享美，进而获得感官和精神的愉悦，受到美的熏陶。

4. 一个独特的文化之旅。

古人是如何过年的？有哪些节日习俗？这些传统

习俗是如何一步步演变并发展的？对现代社会有什么

影响？对今天的儿童来说，这些知识是陌生的，蕴含

其中的传统文化是遥远的。如何让我国源远流长、博

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古诗就是儿童接触并了

解祖国传统文化的绝好教材。因此，教学古诗，我们

不能满足于儿童会读了会背了，还要带领他们踏上独

特的文化之旅，在潜移默化中获得优秀的传统文化的

涵养，成为生命成长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元日》的教学，课前可以布置孩子们查阅资料，

了解放爆竹、饮屠苏等春节习俗的来历；教学中，可

以交流“年”的故事、“桃符”的故事、王安石的故事，

拓展屠苏酒的诗词，欣赏我国第一副春联“新年纳余

庆，嘉节号长春”中蕴含的知识等，在文化的熏陶和

感染中，儿童可以扩展视野，增长知识，也提升了文

化品位，树立文化自信。

二、启童心悟诗心，让儿童“兴发感动”

基于语文核心素养的
古诗教学基本策略

( 淮安市实验小学，江苏　淮安　223002)

——以《元日》教学为例

◎顾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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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发感动”说是叶嘉莹先生评赏古典诗词的主

要理论，叶先生认为中国诗歌中最重要的质素，就是

那份兴发感动的力量，这种力量会成为一种创作的动

力，成为作品的基本生命和主要质素，对于读者而言，

阅读古典诗词不仅仅是得到一种学问知识，更重要的

是展开想象和联想，体会到诗歌所传达的兴发感动的

力量，如此才是兴发感动的力量的完成。

1. 创设情境，感发诗兴。

《元日》的教学，可以为儿童营造浓浓的故事情

境：课始，师生一起背诵王安石的《梅花》，了解他的

生平以及他在诗词、散文方面的杰出成就；课中，结

合诗意，讲述这样的故事“王安石是一个很有才华的

人，不仅文章写得好，在政治上也很有抱负。49 岁那

一年，他得到了皇帝的赏识，被任命为宰相，开始大

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推行新政。这时的王安石特别高

兴，他期望通过改革使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

一年一度的春节到了，春风送暖，旭日初升，阵阵轰

鸣的爆竹声中，王安石看到了一幅又一幅美好的节日

画面。他看到了怎样的情景，心里又会怎么想呢？”

鲜活的故事再辅以生动的插图，可以极大地激发儿童

的学习兴趣；课尾，再串以王安石两次变法失败的故

事，拓展他的《泊船瓜洲》，引导儿童透过诗句体会王

安石的情感变化。这样的情境创设，把古诗还原到当

时的时代背景中去，降低学习难度，放缓认知坡度，

促进儿童与诗人心同此情、意同此理。

2. 品味语言，领悟诗境。

古人常“以言造象、立象尽意”，即用语言塑造意

象，再借助意象传达诗情，所以，阅读一首古诗，入境

是根本，而入境的关键是能够用心细品语言的情味，

感悟语言之精妙，洞察语言之精髓，方能在意象中感

悟古诗的内在情感，进入诗词表达的境界中去。

《元日》一诗，一个“暖”字淋漓尽致地表达了王

安石内心无比喜悦之情，可谓是“着一字而境界全

出”。教学时，可以抓住这个诗眼，引导儿童想象画面，

深入挖掘古诗的内涵：（1）感受“暖”：默读全诗，想

一想，这种浓浓的“暖”从何而来？（燃放爆竹、辞

旧迎新、春风送暖、饮屠苏酒、迎曈曈日、新桃换旧

符。）（2）何人“暖”：①诗人“暖”。交流相关资料，

王安石新法推行成功，身暖心更暖；②千门万户“暖”。

新春佳节，普天同庆，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温暖。（3）

诵读“暖”：真是人暖、心暖、天地暖，神州一片暖洋洋，

这就是汉语言的魅力，也是吟诵千年的经典传递过来

的温暖。让我们带着这种喜悦、这种温暖一起来诵读

古诗！配乐诵读中，儿童步入了诗中营造的意境，体

会到了诗人积极向上、乐观自信的情感。

3. 启迪思维，探幽诗法。

古诗大多用形象思维来言志抒情，寓情感、哲理

于形象之中，而古诗的形象则借助生动凝炼的语言来

表现，因此，教师要敏锐地发现诗句中一些很特别、

很精当的语言表达形式，引导儿童深入探究，反复揣

摩，把文字还原为有声有色的表象，进而把握古诗所

表达的深厚意蕴，在学习古诗表达方法、感受古诗艺

术魅力的同时强化思维训练，提升儿童的思维品质。

《元日》的后两句是经典名句，教学时，仍然要从

品词析句入手，引导儿童去体会不同的言语形式所带

来的不同的表达效果，如后两句诗中都有意思相同的

词语在交替使用，“桃”和“符”、“门”和“户”，这样

写有什么效果呢？启迪儿童去发现并体会古诗语句浓

缩、意思跳跃的特点。学习“千门万户曈曈日”时，可

先让孩子们联系生活发挥想象，再互相说一说自己看

到的画面，接着启发儿童思考：“古诗的语言是非常

精练的，可为什么这里却连用了两个‘曈’字呢？”

在小组讨论的基础上，引导儿童回忆学过的含有叠词

的诗句，如“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离离原上草，

一岁一枯荣”“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春眠不觉

晓，处处闻啼鸟”等，通过反复的朗读，儿童体会到

了“曈曈”的重叠使用，不仅增强了语言的韵律感，

更强调了诗人心情的愉悦和欢喜。

4. 知人论世，体会诗情。

古诗常常是诗人人生经历、思想感情的表达。教

学一首古诗，就是走近一位诗人，解读一种生活，了

解一段历史。

《元日》既是写景诗，也是抒情诗。该诗句句写新

年，句句写新法，将“元日”的温暖光明景象的描绘与

对实施新法美好前景的憧憬，两相结合，真是妙不可

言。教学中，为帮助儿童进一步感受诗人写作此诗的

深意，可以抛出一个话题：“此前，王安石已经过了

49 个‘元日’了，为什么偏偏在这一年里写下《元日》

这首诗呢？”引导孩子们交流王安石创作这首诗的背

景资料，理解这首诗的写作目的，继而启发他们思考：

再读这首诗，除了新年的热闹欢快，你还能从诗句中

有新的发现，读出新的理解吗？小组讨论、全班交流

的基础上，帮助儿童联系诗人的生平和生活背景来理

解“总把新桃换旧符”的深层含义，体会诗人革故鼎

新的政治抱负和变法决心。

5. 适当链接，延展诗路。

在儿童有了一定数量的古诗积累后，不必拘泥于

“就句论句”“就诗论诗”地教学，可以根据需要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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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戏剧，是运用戏剧的形式引导学生感悟和发

展的一种教育途径。台湾学者张晓华认为：教育戏剧

是把戏剧与剧场的技巧运用于学校课堂教学中的一

种方法，它一般以创作型戏剧、即兴演出、角色扮演、

模仿、游戏等方式进行。目的是让参与者在活动过程

中，发挥想象，发散思维，在实践探索中获得学习与

美感的体验，增进学习与生活技能培养。换而言之，

“教育戏剧，是一种教学上的应用戏剧，不是训练，

不是表演娱人，而是教与学之间的新关系”。

从教育戏剧的定义看语文课堂：腰挺直、手放平、

眼平视地就座于课堂的学习，让许多学生难以适应，

特别是男生。许多专家认为：传统的课堂学习模式是

男生落后于女生的重要原因。由于男生生理、心理上

发展慢于女生，而且大多数男生思考时还要配以一些

动作，如玩笔、摇身、抖脚，甚至还要打闹。很显然端

坐聆听、接受问题的学习方式，让这些学生难以适应。

也难怪现实中，女生学习成绩普遍优于男生。

教育戏剧与语文教学的整合课堂，改变了学生端

坐聆听的教学形式。把静态的课堂变成动态的课堂，

人人都是课堂里的“活”角色，思考中有各种肢体语

言的介入，男生的好动天性得到引导，创造性思维得

到唤醒，种种奇思妙想有了展示的舞台，智力上的优

势也获得了最大的体现。课堂过程显得多姿多彩。以

《穷人》一课教学为例，比较一下两种课堂的学生主

体参与度。

穷而“富有”

——语文课堂的教学指向

教师教学《穷人》时，认为课文紧紧围绕着课题

突出了穷人的“穷”，物质非常穷，但精神却很富有。

他们家庭温暖，充满了爱，对邻居也关爱有加，所以

穷人物质虽穷，可是却不穷爱心，所以穷人在精神上

又是富翁。课堂就围绕着这一条主线展开教学。

一、自读课文，理解文意。穷人（物质上的贫穷）

1. 穷人是什么意思？（物质上的贫穷）课文中写

教育戏剧让语文课堂教出了新意

（北京师范大学厦门海沧附属学校，福建　厦门　361026）

——以《穷人》一课教学为例

◎黄瑞夷

当丰富教学内容，对古诗进行有机的链接和必要的延

展，给予儿童更广阔、更开放的学习空间，这不仅体

现了“大语文”的教学思想，也顺应了儿童成长的需

求，帮助他们拓展诵读面，扩大储存量，更全面地发

展语文核心素养。

《元日》的拓展链接，可以根据教学目标，选择以

下几个角度进行：

——从诗人着手链接：以王安石两次变法为线

索，由点而面，拓展他的《泊船瓜洲》和《梅花》两首诗，

给儿童展现一个丰满而多元的历史图景，引导儿童进

一步走近诗人，了解诗人，不断丰富对诗人的形象认

识，帮助儿童对诗句的理解由表及里、由浅至深。

——从诗眼着手链接：抓诗眼学古诗，将使学习

更有效。《元日》的诗眼是“暖”，《泊船瓜洲》的诗眼

又是什么？引导儿童学习抓诗眼的方法来提纲挈领地

捕捉最佳信息，更好地领悟诗的丰富含义，感受诗的

无穷魅力。

——从写法着手链接：《元日》一诗表面上是在

写“元日”的景象，实际上抒发了诗人除旧布新、富

国强民的志向。像这样“诗言志”的古诗，你还知道

哪些？链接《江雪》《竹石》等诗，指导儿童结构化地

掌握学习方法，培养儿童良好的学习品质和习惯。

——从题材着手链接：古代诗人喜欢以节日作为

赋诗的题材，《元日》写的是春节的动人场景，你还

知道哪些描写节日的古诗？引导儿童交流、梳理、积

累、诵读其他描写节日的古诗，如《清明》《九月九日

忆山东兄弟》等，丰富儿童的见识，扩展儿童的思维，

为儿童提供一个表现自我、张扬个性的舞台。

【本文为江苏省中小学教学研究第十二期课题

“促进有效学习的小学语文童心课堂建设”课题研究

成果之一，课题号为：2017JK12-L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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