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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古诗教学是重点内容。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之下，教师采取的是单篇化的教学

策略，在这样的教学模式之下，学生对古诗的理解是不深刻的。基于此，对小学古诗链接式阅读教学策略进行

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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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瑰宝，是中华文明开

出的绚丽花朵。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古诗教学也是

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它可以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语

感，因此教师必须提高对古诗的重视程度，为学生

做好启蒙教育。但是，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古诗相对

都比较简单，多数只要求学生背诵和记忆就可以

了，对理解其深层涵义没有过多要求。作为教师，为

了让学生更好地学习古诗，有必要对相关知识进行

一定程度的拓展，以全方位帮助学生理解古诗，爱

上古诗。

一、链接相关古诗，促进阅读理解

由于小学生缺乏对各方面知识的积累，因此想

要让他们完全理解古诗比较困难。所以教师要从古

诗词语言的规律入手，通过“旁征博引”，提高学生的

古诗词理解能力。

（一）链接相关诗句，理解关键词语

古诗词是具有独特美感的，朗读起来很有特

色，教师应引导学生认识古诗“越读越有味”的特

性，让学生在反复诵读中体验它的韵律美，提升学

生对学习古诗词的兴趣和主动性，并逐步加深理

解和记忆。例如，一位教师教学《夜宿山寺》这首

诗，读到“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时，首先为学

生解释了“百尺”有多高，“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

觉，并用浅显的语言向学生介绍了古人的世界

观———古代人认为“天”是最高的，因此星星和云

都是“天”上的很高的事物，由此引入其他相似诗

文，如“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来证明古诗中

常用云、星星来代指“天”。因此，“危楼高百尺，手

可摘星辰”虽然用的是夸张手法，但是也表达了建

筑物很高的意思。

（二）链接相关古诗，理解关键诗句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说，诗是“根情苗言”，意思

是诗文只是提供一个感受的基础，每个人对诗文的

理解其实都只能是在阅读古诗后自行体会和感受。

但是因为很多古诗中的情感相对比较晦涩，因此教

师必须进行有针对性的补充介绍，帮助学生利用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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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知识积累来理解古诗中蕴含的情感。

例如，一位教师在教学《秋思》这首诗时，为了让

学生理解诗中所蕴含的情感，为学生引入另外一首

古诗《归信吟》中的相关描写，对比其中“复恐匆匆说

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一句，让学生理解诗人看似

不合逻辑的行为中蕴含的矛盾与惶恐，引导学生进

一步对诗文进行品读和理解，最终理解诗人想要表

达的复杂情感。

当代小学生享受着信息交流的便利，无法理解

古代一封家书对于在外的游子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因此对诗文中的描写也就产生了隔阂，无法设身处

地地联想和理解相关诗文。教师面对这些难点时，要

充分对相关历史情况和信息交流特点进行介绍，帮

助学生认识古时候一封信从写信人传达到收信人的

手中是多么的困难和不易，由此凸显家书的宝贵，并

讲解作者对家乡的复杂情绪，引出对“临发又开封”

这个行为的解释。教师在进行背景铺垫后，可要求学

生对全诗进行通读，从而更好地理解诗中表达的思

乡之情。

二、链接生活原型，把握古诗意义

（一）链接生活场景，理解古诗意义

教师可以套用现实生活中的例子，将现实链接

到古诗学习之中，让学生领悟古诗的内涵。

例如，一位教师在教学《饮湖上初晴后雨》时，根

据诗中“水光潋滟晴方好”一句，先让学生自己想象

出一个波光粼粼的湖水场景，同时，教师向学生展示

了一个西湖的视频，让学生沉浸在古诗所营造的波

光潋滟的场景之中。之后，教师引导说：“同学们，你

们现在就在西湖边惬意地散着步，今天阳光很好，湖

面上波光粼粼，在这样的风景中，你们最先想起的诗

是哪句？”学生根据前边的铺垫，都能够第一时间想

起“水光潋滟晴方好”这句。接着教师继续引导：“同

学们，我们生活的地方也有一个湖，湖水在阳光下同

样也泛着金色的光芒，我也第一时间想起了‘水光潋

滟晴方好’这句诗。”就这样，教师通过将现实场景链

接进古诗之中，促使学生利用已有生活经验理解了

诗句。

（二）链接生活经验，理解古诗意义

古诗的创作都是来源于生活的，很多诗文在生

活中可以找到原型，所以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根据自

己的生活经验对古诗文进行理解和记忆。

例如，一位教师教学《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当讲

到“白日放歌须纵酒”这一句时，为了帮助学生理解

诗人当时狂喜的心情，引导说：“同学们，如果你的爷

爷、外公有一天突然非常激动，大声唱歌，大口喝酒，

你会怎么想？”学生都表示“会有些害怕，因为这样

的行为不太正常”。教师在这个时候可向学生介绍诗

人杜甫创作这首诗时的时代背景，让学生理解他听

到捷报时的狂喜，并向学生说明，杜甫此时已近老

年，他能不顾自己的形象，白日放歌纵酒，正说明了

他内心的喜悦超出了一般的程度。此时，学生联系自

己爷爷或者外公的形象，再次品读诗歌，就会理解这

首诗中蕴含的非同一般的快意。由此可见，教师将生

活经验引入诗歌教学，有助于学生理解古诗文中蕴

含的情感。

三、链接文化因子，触摸古诗意象

（一）链接文化因子，把握意境本原

诗词中凝练的文字仿佛一个个闪着光芒的点，

在历史长河中不断闪耀。教师应当相信，古诗对学生

的影响力是同步的，自己只需做好对古诗的介绍并

帮助学生感受古诗的魅力即可。

例如，一位教师在教学《诗经·采薇》时，因为诗

经本身的语言风格，学生的背诵难度较低，但理解难

度极高。对此，教师可以直接引导：“同学们，古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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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发生战争，战争就代表会有很多人因此失去生命，

而很多家庭也会因此失去丈夫、父亲、儿子，所以作

为士兵的家人，在士兵出征之后，必然会表达出挽留

与思念的情绪，就像在这首诗中，诗人通过描写柳树

等景色，表达了自己想要挽留亲人的情绪，用柳树寓

意留下，这是一种很典型的修辞手法，最早就见于我

们今天所学习的《诗经·采薇》之中，到了后世柳树就

与离别相关联了，甚至在唐朝之后，人们送别时都会

折柳相赠，而柳树这一意象也就成了代表离别和愁

绪的意象，同学们一定要记忆和理解。”经过这样一

番讲解后，教师可再次引导学生通读全诗，重新理解

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

（二）突显文化内涵，把握意境本原

流传至今的古诗都是名篇，通常都具有极高的

文学和哲学价值，并且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教师在

教学时一定要引导学生领会诗中的内涵，但是在具

体学习过程中，因为古诗表达情感的手段不一，有的

比较直白，有的则非常含蓄，这就需要教师把诗中的

文化内涵突显出来，以便于学生理解。

例如，在教学《枫桥夜泊》时，教师可引入《宿

枫桥》《泊枫桥》《夜雨题寒山寺》等诗来拓展，这些

诗都是宋、明、清文人对《枫桥夜泊》这首诗进行的

“致敬”。教师甚至可以拓展到流行歌曲《涛声依

旧》，因为这首歌词也引用了古诗中的诗句，教师

可以通过这几首诗和歌词，引导学生对《枫桥夜

泊》中的“钟声”意象进行联想。此外，对古诗中出

现的“明月”意象，教师可以引入李白的《静夜思》、

王安石的《泊船瓜洲》、李煜的《相见欢》中的相关

诗句进行知识延展，帮助学生理解月光所表达的

离别意象和内涵。

四、链接背景介绍，理解古诗诗情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先从古诗词的背景切

入，甚至可以讲故事的方式为学生讲述古诗创作背

后的故事。这些故事可以是诗人的生平，也可以是诗

人创作诗歌时的相关经历。这样一来，就可以将学生

带入古诗的创作环境中进行思考，使其对诗情产生

更深刻的理解。

例如，一位教师在教学《江雪》时，先向学生重点

讲述了柳宗元坎坷的一生和他写这首诗时的一些小

故事。学生在对柳宗元的生平有了了解之后，教师就

可以引导学生联想，为何诗人要在大雪纷飞时坐在

水边独钓？让学生透过这一独钓寒江的形象，直接联

想到诗人悲苦的一生以及其顽强的斗争精神。通过

这样的教学，就能让学生们在学习古诗的过程中看

到更多诗句背后的图景。

因此，教师在进行古诗教学时，适时为学生介绍

诗词的创作背景和作者生平是很有必要的，教师可

以引导学生站在作者的立场感受诗文中表达的意

象，从而更多元地理解诗歌内涵。

综上所述，小学语文教师在进行古诗教学时，应

当多“授人以渔”，即注重对知识的串联，成体系地介

绍古诗的写作手法和创作规律，帮助学生初步建立

学习古诗的知识体系，而不是简单地讲一首分析一

首。但是也要注意，不能操之过急，而必须遵从小学

生记忆和理解的规律，循循善诱，帮助学生慢慢建立

自己的理解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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