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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古诗词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小

学生较难掌握的一种文体。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古诗词以凝练

古奥的语言、韵致独特的意境美感，丰富真挚的情感内涵，成为小学

语文重要的教学资源。本文以古诗词教学为研究视角，结合具体教学

心得与实践，在广泛学习相关教育学、心理学知识，归纳总结前人研

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策略进行一番深入探索。 

本文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部分，主要从研究

缘起、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综述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阐述。第二部

分从学生维度、教学维度、教师维度三个方面分析了小学语文古诗词

教学现状问题，第三部分从“生本”教育理念缺失、应试教育模式的

束缚、教学模式的僵化等方面梳理古诗词教学现状问题的成因。第四

部分探讨了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策略，这部分从激趣引导，产生学习

欲望；有效互动，引发情感共鸣；理念转变，重视古诗词教学等方面

入手进行讨论。第五部分从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方面进行全方位论

述。 

 

关键词：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生本”理念，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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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imary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ancient Chinese poems, is also a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re difficult to 

master a kind of literary style. As the ess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extensively mapped poems with concise language, unique charm 

of artistic conception beauty, enriching the connotation of the sincere 

affection, becomes an important and primary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resources. Based on the teaching of ancient Chinese poems as the 

research Angle of view, combined with the specific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practice, in the broad learning related knowledge of pedagogy, 

psychology, summarized on the basis of predecessors' research results, 

the primary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strategy to explore the ancient 

Chinese poems. 

This paper mainly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several parts: the first 

chapter is the introduction part, mainly from the origin, research 

significance, research status summary and research method, etc. 

Dimensions, the second chapter, from the dimension of students teaching 

teachers dimension from three aspects,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imary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of ancient Chinese poems, the third 

chapter from the Student-oriented of education idea, the bondage of 

exam-oriented education mode, teaching mode the rigidity of the comb 

poems teaching status quo of the cause of the problem. The fourth chapter 

discusses the elementary school language teaching strategies, those 

ancient this part from addition, guide, produce learning desire; Effective 

interaction, cause emotional resonance; Concept transformation,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teaching of ancient Chinese poems are discussed. 

Chapter 5 cas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aching ancient Chinese 

poems, from the preparation before class, classroom learning, teaching 

reflection and other aspects of thinking. 

 

Key words: primary school language， Teaching of ancient Chinese 

poems，Student-oriented，Teaching strat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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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一、研究缘起 

古诗词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资源，蕴含着丰富的文学知识、人文精神、道

德情操、审美意涵和情感力量，这些都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使得古诗词在小

学语文教学领域占据重要地位。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步伐的加快，民族自信力

的增强，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越来越受到重视。《小学

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针对小学阶段古诗词教学目标是要求背诵优秀的

诗文不少于 160篇。细分下来即第一学段 50篇，第二学段为 50篇，第三学段为

60篇，其后还附有推荐的优秀古诗文为 70篇。由此看出，教育部是非常重视古

诗词在小学语文中的教学的。然而在实际教学中，由于古诗词学习起来较难，加

之目前教学理念与方法策略问题较多，使得古诗词教学效率较低，无法真正适应

语文教学形式发展的趋势。对于小学生的成长来说，古诗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有必要对古诗词教学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发现古诗词教

学规律，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把握科学的教学方法，从而促使小学古诗词教学

健康发展。 

二、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古诗词教学是很深奥的学问，很多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古诗词教学进行了

系统的分析，相关理论研究较为丰富，一些研究者从文学研究、美学价值、德育

资源等角度进行了多种多样的研究。然而，从理论层面上看，进行系统专题性质

的研究还很有限，缺乏教学规律探索的高度，也缺乏与课堂教学相结合的成果，

正基于此，本文希望能够进行一番理论梳理。 

（二）实践意义 

近年来，虽然新课程理念不断被重视并被应用到教育教学之中，可是由于应

试教育的存在，师本理念的束缚，使得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问题较多，很多教师

教学方法单一，教学效果不佳，导致学生学习兴趣低下，无法高效的学习古诗词。

本文的研究对目前存在的教学问题进行梳理，对有效的教学方法进行尝试，从而

为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注入活力。与其他体裁相比，小说虽然语言简单，但是涵

义深刻、感情丰富，其蕴含的人生哲理、豁达的人生态度等都值得小学生认真感

受和学习；通过古诗词，我们还能感受到浓郁的爱国热情。学习古诗词，能够帮

助小学生更好的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承担起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责任。 

三、研究现状综述 

目前，学术界对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领域的研究相对较多，尤其是从教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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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教学问题与教学方式角度出发展开的研究，很多学者都进行了系统的探索。

笔者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搜集和归纳的基础上，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概

述。 

（一）关于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目标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深入，学术界对于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目标的研

究也逐渐增多，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进行探索，主要观点有兴趣培养、传统

文化传承、人文精神的培育和审美趣味的提升等等。 

从兴趣培养角度进行的研究，如李海波在《小学低段古诗教学重在兴趣》①

一文认为，小学低段古诗词教学的目标应该是增强小学生的诵读兴趣，通过一点

点的积累增强语感。古诗词不需要学生读的多么透彻，只是要通过学习古诗词熏

陶学生，养成热爱古诗词的意识。陈晶的《谈如何激发小学高段学生学习古诗词

的兴趣》②一文提出，古诗词教学重在兴趣培养，小学阶段古诗词教学并不是要

学生掌握多么高深的鉴赏技巧，也不是要背诵多么庞大数量的诗词，教学主要是

培养学生赏诗的兴趣，从而能够粗略的感受诗歌的韵味，为今后的古诗词学习奠

定基础。 

从审美发展的角度展开的研究，如曹艳春的《小学语文古诗教学中的审美教

育资源浅析》
③①
一文指出，教学应紧紧围绕古诗词所含的审美教育资源，培养小

学生审美素养，他将古诗词的审美资源理解为语言、画面、音韵、意境与审美等

几个方面，提出教学目标主要是培养学生这些方面的审美能力，促使学生更好的

体味古诗词的美。刘玉丽的《加强审美体验,提高小学古诗词教学质量》④一文提

出，由于新课改的持续深入，古诗词教学的重心应该是审美，也就是通过多种有

效教学方式的运用，促使学生感知诗歌的语言美、情感美和意境美，充分提升小

学生古诗词审美能力。 

从人文精神培育方面进行的研究，如杨冰、李如的《小学语文教学的人文精

神》
⑤
一文认为，我国小学教学人文精神的缺失情况很严重，这是一种教育的弊

端情况，提出语文古诗词教学应注重向学生渗透人文精神，并且要立足课堂教学，

向课外进行有效拓展，更要与生活相结合，注重小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育。孟金波

的《浅谈小学语文教学人文精神的培养》⑥一文认为，小学语文的人文内涵十分

丰富，由于语文传递的是充满正能量的人文精神，古诗词教学应以人文精神培育

为目标，促使小学生懂得真善美的道理，深入了解把握古诗文中的道德情感力量。 

                                                             
①李海波《小学低段古诗教学重在兴趣》，《才智》2015 年第 5 期第 45 页 

②陈晶《谈如何激发小学高段学生学习古诗词的兴趣》，《读与写》2011 年第 11 期第 51 页 

③曹艳春《小学语文古诗教学中的审美教育资源浅析》，《学理论》2010 年第 6 期第 22页 

④刘玉丽《加强审美体验,提高小学古诗词教学质量》，《福建质量管理》2016 年第 1 期第 67 页 

⑤杨冰、李如《小学语文教学的人文精神》，《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11 年第 9 期 39 页 

⑥孟金波《浅谈小学语文教学人文精神的培养》，《学周刊》2012 年第 10 期第 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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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传承角度进行的研究，如范勇的《如何在古诗文的教学中传承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①一文认为，古诗词之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资源，古

诗词教学应以传统文化传承为教学目标，增强小学生的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感。

王扬的《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问题及对策研究——从语文教育之文化承载的视

角》②主要从文化承载的角度，对目前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开展系统的调查研究，

作者认为古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文化传承应该成为古诗词教学的主要目标，

教育者应引导学生从古诗词中体悟深厚的文化意蕴，并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 

（二）关于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问题现状的研究 

国内关于古诗词教学研究的文章诸多，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古诗词教学进

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剖析。例如张桂丹的《中学古典诗词鉴赏教学中的反思》、方

智范的《语文教育和素养》等等，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我们今后的古诗词教学研究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影响教学质量的因素很多，这也导致了目前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问题很多，

一些学者或者从教师主体、或是从学生主体或者从现行教育制度进行分析，总结

出当前古诗词教学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研究成果如下：孙芳芳的《论

小学古诗词教学中存在的几个问题》③一文，认为目前古诗词教学问题可以概括

为两点，一是背诵积累重视较多，但是学生兴趣引导却不足。二是过多的关注诗

词内容的分析，可是诗人的人生经历与时代背景则关注得过少。这些问题的存在，

使得古诗词教学缺乏应有的深度，也与教学发展形势相悖，无法提升古诗词教学

的效果。李静的《诗教结合，以诗育人》一文，主要认为古诗词教学问题有三：

一是功利化较重，应试教育影响十分大，很多老师的古诗词教学仅仅是梳理字词

和默写背诵；二是程式化的教学过程。目前很多教师都使用程式化教学模式，过

于死板，使得教学效果十分低效。三是学生兴趣不足，小学生感受到的古诗词学

习往往是枯燥的，兴趣严重不足，这也阻碍了古诗词学习效果的达成。薛俊林的

《关于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现存问题及策略的相关思考》
④①
一文，主要认为目前

古诗词教学采取的教学方法生搬硬套，严重影响课堂教学的活力与生机，使得学

生无法产生学习热情，也无法生成愉快的学习氛围，教师不重视古诗词教学，这

也严重影响了古诗词教学的开展。 

（三）关于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方法的研究 

关于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方法，学术界的关注度较高，而且很多研究者都从

                                                             
①范勇《在古诗文的教学中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安徽文学(下半月)》2008 年第 11 期第 80 页. 

②王扬《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问题及对策研究--从语文教育之文化承载的视角》，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12 年 

③孙芳芳、安晶.《论小学古诗词教学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 年第 2

期第 70.页 

④薛俊林《关于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现存问题及策略的相关思考》，《课外语文》2015 年第 12 期第 86 页 

万方数据



  4 

不同的角度积极思考有效的教学模式。如诵读法、情境教学法、自主探究等。如

黄吉鸿的《小学古诗词诵读创新策略》①一文，主要从诵读视角入手，对如何开

展古诗词诵读教学进行了探索，认为应该采取教师范读、多媒体配乐、师生共同

诵读等形式进行有效的诵读教学，培养学生的语感,全面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

罗淑梅的《小学语文中的古诗词教学方法研究》②一文认为古诗词教学应该采取

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应充分的借助合作学习、学生自主探究和课外拓展活动，

促使古诗词教学更加高效，也更受学生喜欢。韩例芬的《浅谈小学语文古诗教学

情境创设的策略》③一文，主要提出应通过多种情境创设的方式，促使小学生更

真切的感受古诗词的意境，从而增强古诗词鉴赏阅读的有效性。作者认为应通过

画面秒回、诗人的生活经历与社会时代背景入手，积极的开展情境教学。刘海波

的《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方法浅谈》④①一文认为，小学古诗词教学应该立足于文

本分析，引导学生对字词、意象与意境、诗人的生平、时代背景与情感表达等方

面进行探索，可以通过有效的师生互动、合作学习开展古诗词教学活动，让课堂

更加民主，促使学生表达自己的意愿，这样高效的古诗词教学课堂也就生成了。 

综合以上研究现状，我们不难看出，目前学术界关于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领

域的探索角度较多，研究成果比较丰富，研究深度与广度都很理想，很多研究成

果都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从教学实际出发，积极思考古诗词教学问题与对策。

然而，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系统论述有限，很多研究只是指向性的，提出的具体

解决办法与操作策略不多，能够直接指导古诗词教学实践的研究成果也不足，这

也是本文写作的因由与价值所在。 

四、研究方法 

（一）文献研究法 

检索文献是论文研究的前提，笔者主要通过图书馆和网络查找有关小学语文

古诗词教学的期刊文献、著作、会议论文等资料，形成对研究问题的全方位认知，

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 

（二）案例分析法 

以一些语文教师教学中实施的古诗词教学为案例进行分析，通过查看教案，

观看课堂教学，记录、分析其中的素材信息、总结归纳，根据笔者理解进行探索。 

（三）实践反思法 

 笔者通过对自身教学实践过程的反思，深入把握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问题与

解决对策，并结合教学新理念，充分思考如何优化教学过程，探索更加优质的教

                                                             
①黄吉鸿《小学古诗词诵读创新策略》，《教育科研论坛》2006 年第 S1 期第 48 页 

②罗淑梅《小学语文中的古诗词教学方法研究》，《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下旬)》2012 年第 10 期第 61 页 

③韩例芬《浅谈小学语文古诗教学情境创设的策略》，《基础教育研究》2012 年第 5 期第 90 页 

④刘海波《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方法浅谈》，《中国校外教育》2016 年第 S1 期第 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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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方法，从而为本文写作提供思路。 

第一章  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现状分析 

古诗词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性代表文学，需要传承。而小学阶段的

教育是面向小学生实施教学，可以说，让小学生接受古诗词的熏陶，有利于将传

统文化传承下去。古诗词以精炼的文字、深刻的思想、优美的意境，开拓视野，

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文修养。随着社会的发展，语文教学改革不断深入，古诗

词在语文教学中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小学生的诗歌学习是语文教师的重要教学内

容，在传授语文基础知识的同时，语文教师还承担着传播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使

命。付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给我们留下了十分丰富的古诗词资源，其中蕴含着丰

富的文化素养，对古诗词进行教学，不仅是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也是从小学阶

段引导学生接触传统文学的重要手段。然而，随着时代发展我国小学语文古诗词

教学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学生主体、教学环节和教师主体这三个方

面，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可以从问题出发，找出小学古诗词教学存在问题的根

本原因，以便探求到解决古诗词教学的方法，有利于促进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的

有效推进。 

一、学生主体维度 

（一）学习兴趣不足 

在教学中，如果强制性让学生学习，很自然扼杀他们求知的欲望。兴趣是最

好的老师，对于处于儿童阶段的小学生来说，认知世界的动力主要不是靠理性与

自制力，而是主要由兴趣来推动，有了兴趣，学生自然会关注学习内容，相反，

没有学习的兴趣，那么也就谈不上持久的关注度与学习动力，相应的教学效率自

然无法得到保障。然而，小学生活泼好动，喜欢新鲜的形象的事物，如音乐、美

术等，而语文学习的载体是文字，加之很多时候教师讲授方法又比较呆板，又不

得不要求学生反复朗读进行鉴赏，使得很多小学生一学语文就头疼，语文课上要

么就昏昏欲睡、要么就交头接耳，提不起学习的兴趣。尤其是古诗词方面的教学，

那更是小学生不感兴趣的模块，古诗词鉴赏难度较大，无限的意境（画面感）隐

藏在古奥难懂的语言背后，美妙的音韵需要学生仔细的品读，这都是学生不喜欢

参与的学习过程，致使长期以来小学生古诗词学习兴趣严重不足。关于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建议》一书中提到：“有经验的教师在授

课时，好像只是微微打开一个通往一望无际的科学世界的窗口，而把某些东西有

意地留下来不讲。学生看见了越出必修的大纲教材的可能性，到浩瀚的知识海洋

中去游泳的前景激励着他，——青少年一心想要读那些书，这也就是激发阅读的

兴趣。”① 

                                                             
①苏霍姆林斯基.杜殿坤译.给教师的建议[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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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畏难情绪较重 

在学习压力下,青少年情绪困扰的现象日益凸现。情绪困扰不仅严重影响青

少年的学习和生活,还威胁着他们的身心健康。不合理的想法、不正确的归因、

认知失调等认知因素和学习压力是青少年产生情绪困扰的主要根源。 

一般来说，学生面对的学习难题越多、难度越大，那么所承受的心理压力越

沉重，对学习情绪的掌控能力也会大打折扣。对于心智发育、意志发展、心理调

节能力还处于很低阶段的小学生身上，这种现象表现得尤为明显。与现代汉语相

比，古诗词的语言古奥凝练不好掌握，从认知角度看，古诗词承载的意涵更丰富、

思维跳跃，美的诗歌意象与意境隐藏在语言背后，小学生的想象力不足，语言理

解力不够，这些为小学生阅读理解制造了更多的障碍，从知识储备和人生阅历看，

古诗词创作的时代与诗人的心路历程又是小学生难以把握的。此外，与小说、散

文相比，古诗词基本上又都需要背诵，综合以上种种因素，使得小学生学习古诗

词的难度倍增，学生畏难情绪较重，这种问题的存在也使得古诗词教学步履维艰。 

二、教学环节维度 

（一）教学方法枯燥 

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组织者与引导者，应转变观念，更新知识，研究教材，

从而提高个人教法。有部分教师在古诗词教学中急躁不定，急功近利，采取填鸭

式教学，结果却适得其反，主要表现在老师累得口干舌燥，学生们听得头昏脑胀。

教学是一门学问，是会很大程度影响学生学习效果的学问，如果运用科学有效的

教学方法，那么教学质量自然会大幅度提升，相反，如果运用乏味低效的教学方

法，那么教学效果将会十分堪忧。小学生注意力不容易集中，却很容易分散，如

果不能运用生动新颖的教学方法，那么很难长时间的吸引学生进行思考与探究。

目前，在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中，教师常常采取硬性灌输的方法教学，学生不需

要响应教师，教师也很少顾及学生的感受，只会照本宣科的解读古诗词文本，要

么就是一遍遍没有任何变化的和新意的朗读，要么就是“大家会了吗？”“对不

对？”“是不是这句更好呢？”诸如此类的无效的提问，教学方法枯燥单一，缺

乏应有的新意，这让古诗词教学也陷入到了十分尴尬的境地。针对古诗词中的语

文知识发掘和语文能力培养等一系列问题，目前受到的关注较少，古诗词如何通

过教学实现工具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此外，由于当前的古诗词教学更加侧重于讲解诗词内容和每句话的含义，而

忽视了每首古诗词独有的意境和情感。例如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直接

翻译为现代汉语，学生们只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会儿抬头看看月亮，一会儿

低头想起了自己的家乡”，却无法感同身受，不能深切体会到其中的动人心弦的

意境，使诗词的美感不能传达出来。因此，在古诗词教学中，虽然内容讲解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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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但是对其中情感的把握和意境的感悟更加重要，通过诗词讲解使学生获取

诗词鉴赏的方法和审美体验，这也是古诗词教学的根本目的之一。我国《语文课

程标准》中明确强调了语文素养的培养在语文课程教学中的重要作用，而素养的

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在日积月累的教学中逐渐沉淀出来。 

（二）教学氛围沉闷 

课堂氛围沉闷，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找原因：一是班主任管理班级的方式

有关，班主任管得太严、太多，导致学生产生有较大的压力，内心害怕出错，从

而压抑了学生的积极性；二是与学生的自身的心理素质有关，如果一个人没有了

自信，什么事也不会成功，如果一个人缺少的是胆量，那永远都不会有创新举动。

对于学生而言，自信心的作用极为重要，能够积极有效地实现学生的自我表达，

同时对学生的学习心理和行为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三是与任课教师的教学风格

有关，不同的课程注定了任课教师不同的教学风格，就算相同的课程，每个任课

教师也有自己独特的一面。但面对学生的表现，他们又有相同的想法。每个任课

教师往往担任着几个平行班的相同课程。上课时，会在心理暗暗比较各个平行班

级学生的不同表现。面对沉默是金的学生，教师表现出来更多的是厌烦，课堂上

肯定会忍不住批评几句，或者是在表扬其他班级的同时数落几句，而学生的表现

则更沉默了，这就导致了恶性循环。小学生心灵世界十分敏感和脆弱，他们受外

在环境的影响会更大，如果外在的环境与氛围非常的轻松惬意，那么小学生表现

出来的言行举止也会更自由，往往在这样的状态下，小学生的学习效率更高。对

于一位教师来说，不仅要有科学有效的教学方法，还应懂得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

让学生的思维得到跳跃的空间，让学生拥有想要表达想法的意愿，这是一种非常

高深的教学技能，是教学质量提升的关键。尤其是对于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来说，

教学氛围更加重要。然而，目前古诗词教学氛围很沉闷，教师在讲台上枯燥地讲

课，学生只需要竖起耳朵听就可以了，导致学生缺乏一定的思考，对于那些想要

表达观点想法的学生，教师也很少给予表达的机会，学生与学生之间、教师与学

生之间的沟通少之又少，很多教师为了维持课堂教学秩序，过分管束学生，指令

式的呵斥换来的是鸦雀无声的课堂，可是却导致了教学氛围的异常沉闷，那么古

诗词教学效果自然不好。作为中华文化的传承途径和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交际载

体，语文课程兼具人文性和工具性于一体。正是由于这个特点，语文课程应当是

所有课程中最受学生欢迎和最容易学习的一门课程，然而实际教学中的语文课堂

却并没有达到理想效果。我国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长期以来都在积极探索语文课

堂教学的最佳途径，实现语文课堂的生命力和活力。笔者认为，这个境界，必须

通过利用语文课堂触动学生心灵而实现，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全身心投入到语文

学习中，既能够将课堂中学习到的语文知识和技能融入实践，要能够充分沉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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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学习的人文氛围中，实现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 

三、教师主体维度 

（一）教师重视不够 

有部分教师对古诗文认识不足，并且很多教师依然遵循传统的教学环节来组

织教学过程，即检查旧知识，讲述新教材，巩固新课，留作业。在教学过程中只

强调积累语言知识而轻视对认知结构的构建，则会导致课堂以教师为主导而忽视

学生的独立思考和个性思维，无法真正发挥古诗词教学对于学生语文能力和素养

的培养作用。甚至有很多教师直接逐字逐句地对古诗词进行解释和翻译，忽视诗

词的整体性和串讲的重要性，把以意境为重的古诗词翻译成白话文，说出个大概

意思就算是完成了任务。还有很多教师急于求成，教学盲目性和随意性较大，课

堂上不管学生是否听懂，只是一味的灌输知识，教师成了教学的主宰和中心，学

生成为了知识的被动接受者。有部分教师还深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在实际教学过

程中仍然侧重于让学生做大量的习题而忽略学生诗意的感受，仅仅强调学生学习

古诗词机械记忆。这样仅仅让学生理解古诗文的表层意思，而导致学生对古诗文

的枯燥，实在不可取。另外，由于语文课一周只有六节，整个学期的语文课中只

有几节课时间能够用来进行古诗词教学，从生字词的疏通到课文翻译就占用了大

部分课堂时间，学生无法真正参与到诗词的鉴赏中来。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

一般比较喜欢散文和诗歌文学体裁的教学，因为这些内容学生比较好理解，教学

又能够以轻松自在的方式进行，所以对散文与小说的鉴赏比较透彻，学生学习效

果好，也促使教师更重视这些文体，可是古诗词教学却不是这样。由于古诗词承

载的信息量更大，需要教师掌握的内容太多，而且教师一般认为古诗词教学无非

是让学生背诵下来，初步了解诗写了什么，表达了什么情感就万事大吉了，所以

不太重视古诗词教学，这种教学倾向会影响教学过程和教学结果，使得很多教学

目标无法真正达成。 

虽然小学阶段的学生不像初高中有繁重的学业负担和考试压力，但是其学习

心态仍然受到教师教学方式的影响，尤其是当教师的教学成果与奖惩制度挂钩，

就会在教学中过于强调练习的重要性，侧重于培养学生的诗词考试能力和考试技

巧，严格要求学生识记字词注释和背诵诗词，而忽略古诗词中最重要的诗意和美

感的传达，更无法激发学生的兴趣，导致学生陷入枯燥的机械记忆中。这种教学

方式无法培养学生的感性思维和情感认知，十分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即使有

的老师提出朗读要求，但是并不强调对诗词意蕴和情感的讲授，只是将其作为课

堂流程之一进行。 

（二）师本理念束缚 

我们常在现代语文课堂中看到这样的情形：当学生在回答问题时，答案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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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心理的预设不符或与标准答案不同，教师便通过各种方式引导学生说出“正确”

答案。这种行为严重压抑了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使教师成为课堂中心，而学

生并不能成为学习活动的主体，同时也造成了千篇一律的答案。诗词并不是死的，

而正是因为其理解上的多样性而富于魅力，一味教导学生背诵死答案无法使学生

真正理解诗词，并表达自己的想法。 

教师教学理念最大的弊端即是以教师是教学的中心,教师扮演“传道、授业、

解惑”为主的角色,课堂上教师是知识的权威和建构者。在传统教育中，教师是

主体和中心。学生的学习往往局限于课堂、书本，学生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17

世纪，捷克著名教育学家夸美纽斯就提出了这种以教师为中心课堂教学体系，几

百年来这种班级授课制度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国的基础教育，并在理论和实践上不

断发展和完善。到了 19 世纪，德国教育学家赫尔巴特立足于心理学基础，构建

了传统的“三中心”教育理念，即以课堂、教师和教材为中心，进一步强化了教

师在教学活动中的重要性。20 世纪前苏联的凯洛夫改进和完善了赫巴特的教育

理论，此后又出现了巴班斯基的“优化”理论、布鲁纳的“学科结构论”和布鲁

姆的“掌握学习”等一系列教育理论。这些理论虽然发展和创新了传统教育理论，

但始终坚持“以教师为中心”的核心宗旨，强调课堂活动以教师为主导和由教师

控制教学进程的思想。 

长久以来，很多教师只顾自己表现而不顾学生反响，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将课堂当作唯我独尊的地方，将讲台视为自己展示才华的舞台，而学生则是配合

自己完成教学过程的对象。一些教师会忘我的讲课，会自我感觉已经达成教学目

标了，会想当然的规范学生的回答，不允许学生有不同的“声音”，大量的灌输

知识，衡量自己教学效果的尺度是自己的讲授而不是学生的反馈，甚至还有些教

师轻视学生的能力，不善于发现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将自己的位置看得过高，与

学生的关系比较紧张，总是想当然的处理教学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教师以自己为

中心，“师本”教学理念导致的结果，很多教师深受这种错误教学理念的束缚，

导致古诗词教学质量长期处于较低的水平。 

第二章  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中教学现状归因 

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问题产生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生本”教育理

念缺失、应试教育模式的束缚、古诗词教学模式的僵化等，分析这些问题成因，

对于更有效的探索教学策略是非常有利的。 

一、“生本”教育理念缺失 

生本教育，顾名思义，就是以学生为本，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导者，主动积极地

完成学习任务。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广东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郭思乐教

授十多年来专注于生本教育的研究与实践，不断将其进行推广和实验，取得了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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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成果。该课题中的许多学校经历生本教育改革，在教学效果和质量上得到了显

著提高，广大教师也从教学实践中获取到生本教育的教学理念。生本教育主张用

生本代替传统的师本，针对传统的以教师为服务对象的教学设计进行改革，致力

于以学生学习为服务对象，推动学生积极思考和主动参与，制定出真正符合学生

学习规律的教学方案。 

（一）硬性灌输为主，轻视素质教育 

在传统的师本教育中，教师在讲台上口若悬河而学生只能单向接收教师传达

的信息，即使有师生互动和回答问题的机会也往往缺乏积极性，不敢发表自己的

看法和观点。这种情况进一步导致教师不能准确把握学生的学习状态，往往学生

还没听懂上一个知识点，教师就开始讲下一个知识点了。 

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课堂上以教师的硬性灌输为主，学生被迫性接受，从

而忽视了对学生学习兴趣的关注与培养，与素质教育提出的“以尊重人的主体性

和主动精神，以人为的性格为基础，注重开发人的智慧潜能，注重形成人的健全

个性为根本特征的教育”不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固有教育理念的偏差，

使得教学依然大幅度的采取灌输教育，教学是单线的，主要由教师到学生，教师

将知识灌输给学生，不重视学生学习到了什么，是否达成了教学目标和效果，教

师与学生之间一种存在沟通的“障碍”，缺乏有效的互动，在教学课堂上，语文

教师更看重学生背了多少知识，而不是学生的反馈与思考，很多时候，学生的自

主探究会被教师视为一种浪费教学时间的行为，缺乏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整

个教育环境都轻视素质教育，看重高分成绩，看轻素质与能力，这是一种教育理

念的偏差，同时也是从社会风气到学校教育再到家庭教育都崇尚的一种错误的教

育理念，对于学生发展十分不利，对于语文古诗词教学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硬

性灌输教育理念占主导地位，教育者轻视素质教育，那么教学发展就会走向畸形

状态，使得小学语文特别是古诗词教学问题重重。 

（二）知识储备不够，忽视启发教学 

课堂的掌控，和教师的知识储备有很大的关系。作为合格的语文教师，不仅

要在专业知识上有庞大的储备和扎实的功底，还要拥有一定的文学素养和广泛的

文学兴趣，只有真正热爱语文的教师才能教好这门课。正如柯瓦列夫所说：“不

言而喻，教师应当知道的东西，要大大超过他要教给学生的范围，要具有更宽广

的科学视野。否则，他就不能唤起和发展学生对本门学科的兴趣，就不能满足他

的需要。”当代教师只有不断钻研教学方法，提升自身教学能力，才能真正实现

教育的效用，在教学过程中教学相长，在未来教育行业的激烈竞争中获取先机。

南宋哲学家、教育家朱熹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只清

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教师的专业知识储备与一鉴方塘一样，如果没有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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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断流入，就会很快地干涸，天光云影也不会在他心中徘徊了。欲达此目的，

办法只有一条，就是：读书、读书、再读书。”教学相长，这是教育教学的一个

不变定律，教学的发展，不但要靠教师，同时也靠学生，形成教与学的良性互动，

那么学生可以学得更好，教师也必然教的更好。相反，教育教学就会陷入尴尬的

境地。教师不去引导和启发学生，学生的知识能力水平不足，那么也无法促进教

师教学知识储备量的增加，很多教师由于完全可以“胜任”学生，那么就会安于

现状，不去认真备课和反思教学过程，知识更新速度不足，加之古诗词知识又相

对深奥，需要教师掌握语言、文化甚至音乐等领域的知识，所以知识储备严重不

足，那么导致的结果就是忽视古诗词教学，或者干脆用有限的知识组织教学，那

么教学效果也就不会很理想。语文教师自身的知识储备不够、并且在教学中不懂

得促使学生思考问题，主动探究知识，那么教学行为就演变成为教师蹩脚的独角

戏，教学的对象是学生，学生无法被调动起来，教师自身的水平能力又不足，必

然会导致古诗词教学问题较多。作为语文教师，要想打造出内容丰富、文化氛围

浓厚的古诗词课堂，必须有深厚的文化积累和完善的人文教学理念，正如霍姆林

斯基在《给教师的建议》中说：“教师应当知道的东西，要比他在课堂上教给学

生的东西多 10 倍、20 倍。” ①为了能够更好地把握教材内容，引导学生积极思

考，教师要在有限的课堂容量中传递尽可能多的知识内容，然而即使这样也只是

沧海一粟。同时，习近平说过：“一个人必须学习一辈子，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

脚步。如果我们不努力提高各方面的知识素养，不主动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

结构、拓宽眼界和视野，就难以增强本领。”② 

作为教师，知识储备不够，有时在课堂上会引起尴尬。有次我参加乡级科学

公开课听课，老师讲着讲着就顺便问了一个问题：“同学们，你们知道哪些动物

濒临灭绝吗？”学生就开始说了，有的说大熊猫，有的说东北虎，有的说北极熊，

有的说中华鲟，有的说扬子鳄。老师只是顺便提出了这个问题，孩子们却当真来

回答了，但是老师自己都没搞清楚到底什么动物是濒临灭绝，于是只好点头，动

作幅度很小，几乎看不清他是点头还是摇头，不管谁说他都点头，想蒙混过关，

想敷衍过去。但是孩子开始争论起来了，小学生很认真的，这一争论就希望老师

给判断到底谁对谁错。这个老师灵机一动，说：“同学们，你们下课以后到图书

馆去查一查，你们上网去查一查。”想蒙混过关，这是我们有些老师惯用的手法。

哪知道有个孩子就较真了，把皇帝的新装戳穿了，他站起来说：“大概老师你也

不知道吧。刚才只有第一组说大熊猫是正确的，其余都是错的。其他还有西伯利

亚虎、亚洲黑熊、非洲犀牛、亚洲猩猩„„”他一口气说出了十多个物种。这个

老师面部表情非常尴尬，原因在哪？知识储备有问题啊。教师的知识面确实有限，

                                                             
①苏霍姆林斯基.杜殿坤译.给教师的建议[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p218 

②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6，p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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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上这堂课就应该充分做好这堂课的相关知识储备，否则你不要提这个问题。 

作为教师，尤其是语文教师，所需要的知识储备量远远高于专业领域范畴和

课堂知识，拥有足够知识积累和文化内涵的教师，在教学中往往不需要刻意准备

就能够有效带领学生挖掘古诗词的深厚蕴意，实现对学生的情感启发。关注教学

策略的选择，老师怎么做，老师做得怎么样。关于教学方式、教学策略现在都在

谈什么启发式，所谓的启发式，我们有很多老师就把它理解成为问答式，老师提

问题学生回答，老师不断的提问题，学生不的回答，这就是启发式。姑且承认这

个启发式，我们还是发现这里头有毛病。 

二、应试教育模式的束缚 

应试教育的主要教育目标是考试，将原本内容丰富的范畴缩小为狭隘的教学

模式，体现了对教育理念的无知。随着近年来这种教育模式在我国的极端发展，

我国教育逐渐走到一个改革困境之中。虽然这种教育模式的缺点是众所周知的，

但是无论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都仍然无法摆脱其困扰，给学生造成过度学习的

同时，由于教学大纲的内容有限，也导致了传递给学生的知识面十分狭隘，考到

高分的同时并不能提升学生的能力。随着应试教育的深入发展，教育研究也逐渐

成为一种以考试为导向的研究，越来越多学校和教师将分数作为评估教学质量的

唯一标准，素质教育却逐渐趋于表面化。 

（一）重视分数成绩，忽视鉴赏能力 

要欣赏古诗词的前提是读懂，只有准确把握其内容含义的基础上才能够进一

步触及主题和情感取向。当然，古诗词鉴赏应该从诗词的字词句开始，努力钻研

并一遍又一遍地咀嚼文本，同时结合标题、作者背景和注释等启发性内容进行思

考。古诗词的标题往往能够反应诗词内容中的时间、地点、人物、思想内容、情

感倾向以及诗歌类型等信息，对于学生理解诗歌主题十分有帮助；古诗词的作者

信息往往可以揭示诗歌的创作背景和情感倾向；诗歌注释则能够简单解释诗歌创

作的时代背景，这些都能够为学生带来启发。 

近年来，新课程改革成果显著，教育理念不断更新，素质教育备受关注，教

学风气的转向更加明显，注重教学实际效果的教育形势逐渐生成。可是，由于传

统应试教育影响，整个社会、学校、家长甚至学生都只看重成绩分数，而不重视

能力素质的培养。分数成为衡量教学水平、学生学习效率的唯一标准，学生的课

堂表现、思维能力、情感态度情况被严重忽视，用分数说话、只看成绩好坏评判

学生，已经成为教育风气。在古诗词教学中，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很多教师并

不真正的进行鉴赏分析，而是根据考试的需要进行机械的训练，不重视鉴赏方式、

文本细读和朗读品位，仅仅看重成绩高低，那么在这样的影视教育模式束缚下，

古诗词教学质量自然无法保障。无论是对学生而言，还是对老师来说，古诗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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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说是为最难以掌握的。教师找不到好的教学方法，学生找不到好的学习方

法，所以学生和老师面对古诗鉴赏时都有一种排斥、畏惧的心理。就拿学生来说，

本身教师在讲课时有关诗词的鉴赏方法都是在反复强调的，学生在同教师共同赏

析诗词的时候，也可以较好的运用这些方法，但当学生独自面对诗词鉴赏题的时

候，即使是一些意思浅显的诗词，学生也不知要从何入手。这主要就是因为学生

已经在心理上把诗词鉴赏当作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就是对其产生了畏惧心

理。本来古诗鉴赏就不是很好掌握，再加上这种畏惧的心理，那么鉴赏古诗对于

老师尤其是学生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欣赏古诗最重要的是对意境的把握，意境是指诗人的主观情感与诗中所描绘

的画面融合而形成的艺术境界，学生的想象力在诗歌的意境品味过程中至关重

要。欣赏诗歌应该把握其中的具体意象，充分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进行合理的联

想和想象，对诗歌中没有直接表达出来的空白意境进行补充和拓展和丰富诗歌的

意境。相比其他文学作品，古诗词篇幅短小精练，在不了解古代诗歌语言意义的

情况下，学生往往难以通过只言片语把握作者的情感。品读诗词语言通常有以下

几个步骤：首先是对古诗词中的关键词进行品读，尤其是对于理解诗词意义比较

重要的动词、修饰语、重叠词和表颜色的词，往往正是学生看懂整首诗的关键所

在，还有一些词在特定语境中改变了原有意义和词性，也是学生应当重点关注的

对象；其次是对句式变化进行分析，由于古诗词受到严格的格式字数限制，往往

在表情达意的过程中留下来大量空白，同时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艺术想象空间，

针对为了满足诗词整体含义而进行的句式改变、顺序颠倒和字词省略，学生要尤

为关注，在欣赏诗句时要将改变的句式还原以准确理解句意；第三是对古诗词修

辞技巧的品味，通过准确理解诗歌的修辞手法和特定形象，把握其表现力，有助

于正确把握诗歌的深刻内涵，古诗词惯用充满艺术性和曲折的表达手法以提升表

达效果，在欣赏时也应注重整体性，围绕诗词的主题和思想对其表达技巧和效果

进行鉴赏。 

（二）倡导死记硬背，追求题海战术 

古人提倡对诗词死记硬背，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大学问家，因此许多教师从中

找到依据，从原文到译文都要求学生背诵，不仅加重了学生的学业负担，更无法

起到融会贯通的效果。虽然背诵和回归的方式的确有一定的效果，能够让学生应

付考试的同时积累一定的文化知识，但是如果片面强调背诵记忆的重要性，实质

上本末倒置，只有基于理解上的背诵才是真正有效的背诵。 

对古诗词教学，大部分教师不够重视，觉得一首古诗词就这么几十个字，信

息量太少，不屑一教；也许，古诗词真的很难教，这样的课堂太难“出彩”了，

大家都不想吃力不讨好。于是乎，在古诗词教学上，大家几乎都怀着一种“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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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的无奈。那么就按惯例：首先简要介绍诗人

和诗歌的背景，然后逐字解释意义，最后对诗人表达了什么样的情感进行标签化

总结并要求学生熟记。以这样的方式完成古诗词教学任务，一方面将诗人借诗表

达的复杂情感的广阔想象空间缩小到机械化的词语上，另一方面也抑制了学生的

思维潜能，取代学生的自我思维实践，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发展。从长远来看，这

种方式不仅会抹去古代诗歌所包含的美感，也会深深影响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

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之所以问题较多，是与教师教学理念密切相关的，语文教学

是需要熏陶的感悟的，需要师生共同走进文本，进行细致的赏析的，并且实现道

德升华与情感的共鸣，古诗词教学所要达成的目标，并不仅仅是背诵下来，考试

得高分成绩，那不是教学的方向，教学是要提升学生古诗词知识与鉴赏能力，从

而形成自我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增强人文素养和拓展文化品格境界，这才是古诗

词教学要达成的目标。可是由于很对语文教师只会要求学生死记硬背古诗词，片

面的为追求分数而搞题海战术，课堂教学成了题海战术的培训阵地，那么学生学

习古诗词的能力又从何而来呢，正是因为死记硬背和题海战术钳制了孩子们的思

想，使得古诗词既不受教师重视也让学生兴趣全无。 

相比于其他语文课文的学习，古诗词的教学和学习过程中更加注重对语言材

料的把握而轻视人文价值。然而，在实际教学中，古诗词语言材料的教学效果并

不佳，学生往往在识记了大量孤立的字词含义后还是无法独立阅读比较简单易懂

的文言文，而教师却花了大量课堂时间在字词注释的梳理上，这就导致古诗词的

教学效率十分低下。与此同时，由于对人文价值的轻视，古诗词教学中往往无法

真正深入诗词情感层面，无法实现对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和陶冶。此外，

素质教育虽然大大降低了语文考试中的古诗词难度，对背诵篇目进行了规定，但

是也正是这一点导致教师片面强调背诵的重要性，而不肯深解教材。 

三、古诗词教学模式的僵化 

（一）忽视学生诉求，教学评价单一 

在当下的小学语文古诗词课堂教学评价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忽视学生这样的

一个问题。所谓忽视学生主要是指在整个教学实施过程中，很多的课堂评价都是

侧重于对教师的教学表现加以评价或者是对整个课堂实施情况加以评价，而对学

生这一绝对的参与主体的评价却很少。很多教师在整个教学实施过程中往往单一

化地依照教学目标和课程标准来实施教学，而对学生这一主体的诉求关注过少。

从目前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中我们不难发现，很多语文教师无视学生的诉求，不

去思考学生的认知与审美能力，不去分析学生在课堂上哪些地方还没懂，而是只

看自己教学表现如何，只是看自己将所有要讲的知识点都讲过了没有，这种教学

模式是低效僵化的，忽视了学生的感受，不顾学生诉求，不懂得去分析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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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模式才是学生喜欢的，什么样的教学手段更吸引学生注意，是不是的学生沟

通与表达过程中达成了教学目标，是不是真正走入学生的心灵世界，去感受他们

的想法，去尊重学生的意愿，去迎合学生的需要，那么任何教学模式也不能实现

既定教学目标。此外，目前教学评价单一，也是导致古诗词教学问题较多的重要

原因，由于教学评价主要采取教师为主体、学生接受教师评价的方式进行，所以

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无法得到调动，也就导致了教学过程不重视学生的情况发生。  

（二）缺乏和谐氛围，师生互动缺失 

在目前的古诗词教学实践中“字字落实，句句清楚”的“八字真经”仍被许

多教师奉为至宝，认为学好古诗词就是“讲透”课本中的诗句意思以及所表达作

者的情感，同时让学生读熟背透，就算是完成了古诗词课程内容的教学任务，实

现了古诗词教学的课程目标。这种“以讲代学”的教法，其实是一个极大的古诗

词教学误区。这种教学的方式机械、刻板，缺少创新，缺少师生互动，严重束缚

着学生的思维。学生不懂得自己为什么要学这些诗句，好象不学也可以，所以学

生对古诗词就不会感兴趣，自然也不会对古诗词加以足够的重视，更谈不上课程

教学任务的完成。教育的实现需要一定有效的氛围，这种氛围能够促使学生积极

主动参与到学习中来，使得教师与学生的交流更彻底，让学生可以无拘无束的思

考与表达，从而更高效的达成教学目标。然而，由于和谐教学氛围的缺失，使得

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长期处于低效的状态，因为教学氛围不良，使得学生对教师

心生畏惧，教师无法打动学生，更无法走进学生的心灵世界，那么学生自然会受

到心理的拘束，不愿意表达自己的意见，同时也不会因为喜欢老师而热爱上古诗

词教学。由于师生互动的缺失，教师讲授的知识不能够顺利的被学生认知，很多

学生会选择默不做声的上课，会单一的听教师讲课而不会有思考，看似课堂纪律

很好，但是学生却是在被动接受，不进行主动学习，而是依靠教师的灌输，这样

势必会造成教学效果的不理想。由于课堂教学缺乏和谐氛围，师生之间的互动行

为的缺失，使得学生学习古诗词的兴趣低下，无法高效的解决学习中的重难点知

识。 

第三章  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策略的运用 

在古诗词教学中，能否调动学生的情感，使其真正体味到古诗词的意境美，

与作者同悲欢，共爱恨，是古诗词教学成败的关键。许多语文教师在教学中，都

会意识到古诗词教学的重要性，但在具体实施教学的方法上却欠佳。如采取囫囵

吞枣似的翻译或暴风雨似的背诵，这只能实现了语义上的疏通和诗句上的积累，

却忽略了让学生体会古诗词中所蕴含的美。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中，教师应秉持

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通过多种有效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古诗词的兴趣

爱好，促使学生顺利掌握古诗词学习的方法，从而显著提升古诗词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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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激趣引导，产生学习欲望 

（一）设置导语，铺垫情感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①教学古诗时的导语设置艺术可谓是激发学

生学习古诗兴趣的一把利刃。导语对于古诗词的学习十分重要，通过精心设计与

古诗词内容相匹配的导语，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学生对古诗词的学习

兴趣。一方面，在开始学习古诗词之前，通过导语可以介绍古诗词背景或设置能

够激发学生兴趣的问题，这样能够大大提高学生进一步学习古诗词的欲望；另一

方面，导语的设计对于情景创设有着重要作用，通过描述性导语能够为学生创设

一个与古诗词内容紧密联系的情景和氛围，从而使学习过程中学生能够对古诗词

产生共鸣，同时更好地理解诗词传递的情感，大大提高课堂效果和课堂氛围。 

尤其是面对一些情感复杂深沉的诗词，学生往往不能真切体会到诗词传达的

情感思想，从而无法进入诗词的情境中去理解其含义。这时候教师就可以充分利

用具有煽动情感作用的导语帮助学生融入诗词情境。以《游子吟》为例，在导语

部分，教师可以介绍诗词创作的背景：古代一个叫孟郊的人即将离开家远行，临

行前的深夜里，他看到年迈的母亲为自己缝制远行的衣裳而深深触动，于是写下

了《游子吟》这首诗，用以赞美和感叹母亲和母爱的伟大。通过这样的导语，能

够让学生心中产生对母爱的感动之情，从而产生强烈的朗读欲望，同时也能够为

整个课堂烘托出浓郁的情感氛围，使诗词中的情感能够传达到学生心中。 

本人进行教学实践的过程中，目睹了一位骨干教师针对《清平乐·村居》进

行了这样的导语设计：告别了城市的高楼大厦、繁华与喧嚣，今天就让我们一同

去感受别有一番风味的乡间生活。通过多媒体展示这句简单的导语的同时，该教

师又紧接着通过展示一副与课文内容和诗词描述的场景相符合的乡村风景图，从

而使学生仿佛真正置身于途中闲适的乡村田园生活。这位教师的导语设计的成功

经验说明，精妙设计的教学导语，能够凭借其浓烈的情感色彩和无声的情感语言

使学生进入诗词氛围，从而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一般来说，课堂教学的初始阶

段是新课导入环节，需要教师用语言创设一种教学情境，营造一种情感氛围，以

此来带动学生兴趣盎然的投入学习过程，并且会充满探究欲望的与教师实现互

动。这是一种带动力，会让学生主动探究知识，有了兴趣和思考的意愿，那么就

会水到渠成，古诗词教学也就会更高效。古典诗词之中蕴含着思乡怀人、羁旅漂

泊、赞美山水、心系百姓、积极进取、精忠报国等等浓烈的思想感情，以意象、

意境营造、直抒胸臆或者借景抒情的方式，传递出无限的意涵，而传递这些信息

的途径是语言，语文教学是对语言的赏析，同时又通过语言交流实现教学目标。

在新课导入环节中，设计巧妙的导语，可以引起学生情感的共鸣，促使学生用心

                                                             
① 杨伯俊.论语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6，p184 

万方数据



  17 

去跟随着教师去探索知识。如在讲授《枫桥夜泊》时，如果这样设计导语：“在

一个秋高气爽的傍晚，诗人张继乘船路过苏州寒山寺畔，因为天色已晚,便泊舟

城外。江南水乡秋夜幽美的景色，吸引着漂泊异乡的诗人，于是写下了《枫桥夜

泊》这首优美的小诗。”如此的导语引入，那么势必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除此之外，根据小学生在这一年龄段喜欢听歌的习惯，导入还可以根据课文

内容，通过与课文内容相符合的音乐进行导入。一方面能够发挥音乐旋律起伏和

节奏变化带来的情景创设作用，使学生全身心投入的课文内容相关的情境中，能

够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课文内容；另一方面，通过音乐导入能够大大提升课堂效

果，增强学生的朗读兴趣和注意力，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二）创设情境，引人入胜 

情境对于语文课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语文教学中，教师通过生动亲切的

语言对某个人物、事件或场景进行形象贴切的描绘，从而引导学生进行想象，让

学生能够进入特定场景，与场景中的人物感同身受，进一步迸发出思维的火花，

对场景中的人物、事物产生强烈共鸣，真切体会到其中蕴含的情感。 

《语文课程标准》对小学阶段学生的诵读能力进行了明确，强调学生通过诵

读展开想象，感受到汉语的独特魅力的同时，能够从中获得情感体验。王国维在

《人间词话》中说：“文章之妙，言之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
①
诗歌是语

言的艺术，语言是营造意境的媒介，在小学古诗词教学中，由于小学生想象力、

感悟力不足，加之古诗词语言又很古奥，所以小学生很难进入到特定的情境之中，

去感受诗歌的意境之美、情感之真。然而，小学生活动好动，喜欢形象感较强的

事物，并且钟情于进入一定的情境之中玩耍和学习，在学习古诗词过程中，教师

应为孩子们创设生动真实的情境，促使学生感受诗歌氛围，进入到诗人所构建的

诗歌世界，去感受诗人的心灵世界。如果没有良好的情境创设，便很难打动学生，

更别提带着孩子们一起细致的鉴赏古诗词了。 

一般来说，教师可以利用音乐、画面等方式创设情境，学生会依循进入作者

的感情世界。如在讲授《赠汪伦》的时候，可以先播放《送别》这首歌曲，那么

学生便会从音乐的旋律和歌词中感受送别的场景与无限的深情，然后制造一种送

别的情境，在音乐的充分渲染之下，教师再引入《赠汪伦》的鉴赏，那么学生们

便会始终以“送别”的心态来鉴赏诗歌，这样必然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又如，在讲授《早发白帝城》的时候，教师也可尝试运用音乐创设情境，可选用

古筝曲子配乐，促使学生一边聆听明快的曲子，一边充满感情的诵读，然后闭着

眼睛去联想与想象。那么诗歌就与音乐建立了联系，实现了完美的融合，山水的

美感、猿猴清脆的叫声，小舟顺流直下的场景，就会呈现在小学生的脑海之中，

                                                             
①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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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学生有身临其境之感，学生便会轻松的感受到诗人的创作心境，达到情感共鸣

的状态。 

诗与画有想通之处，诗中有画，画中也有诗，在古诗词教学中，教师可利用

多媒体呈现画面，创设逼真的教学情境，增强诗歌的形象性，在图片面前，学生

能够真切的感受到颜色、形状和光度，这样可以让小学生立体化的感知古诗词。

如在讲授《江雪》的时候，教师可借助图片创设一种逼真情境，一幅寒江垂钓图

映入学生眼帘，冰天雪地，空无行人，飞鸟飞去，江边孤舟中那依然钓鱼的老翁，

不用教师如何的描绘，诗歌的意境之美已呈现在画面之中。通过创设教学情境，

带动学生更好的品读古诗词，是古诗词教学的重要方式。 

二、有效互动，引发情感共鸣 

（一）小组讨论，群学探究 

古诗词学习的主体是学生，教师起着引导与辅助的作用，不应硬性灌输学生

知识，而应注重启发教学模式，让学生一点点的探究知识。一个人的能力有限，

可是众人的力量却是强大的，每一名小学生的智慧的有限的，可是如果促使小学

生开展群学探究，那么学习的力量便是无限强大的。在古诗词教学中，教师应注

重运用群策群力机制，促使学生以小组合作讨论、成果分享的方式学习古诗词，

这样便能够激发出学生无限智慧，从而解决古诗词教学重难点问题。促使班级学

生主动思考，以小组为单位形成共学局面，那么学生的学习兴趣便会浓厚起来，

学生之间的交流与沟通的机会增多了，智慧火花的碰撞必然发出耀眼的光彩。 

小组合作讨论的学习形式，增强古诗词鉴赏的参与性与开放性，每一名学生

知识储备、思维角度、审美领悟、分析理解等方面能力都有差异性，“一千个读

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而集合所有“小读者”的智慧，加之教师从旁进行引

导、点拨、启发和鼓励，使得小组合作过程更加流畅，营造更加自由、开放的探

究课堂氛围，那么古诗词学习效果也会更好。当然，教师的指导应落实到位，不

能完全将课堂交给各个小组，不能放任不管充当旁观者，而需要参与到学生小组

讨论的整个过程，对于那些态度消极、吵闹玩耍的行为，应及时的制止，避免课

堂时间的浪费，教师还应对古诗词教学内容进行仔细分析，提出有价值、有讨论

必要的问题，促使小组围绕中心问题进行思考和表达，指导学生有效讨论，那么

才能使古诗词教学具有高效性。 

（二）诵读教学，品味诗意 

诵读是一种由教师指导、学生积极参与的教学过程，也是古诗词教学的核心

环节，对于整首诗词的学习走着关键作用。在学习过程中，学生既能够通过诵读

熟悉古诗词韵律，了解诗词内容，又能够利用充满节奏和情感的诵读感受诗词中

的情感氛围，能够大大提高学生的诗词水平和语文素养。与此同时，诵读也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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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行之有效的阅读手段，学生诵读诗词的同时也会感到轻松自在。诵读的一种综

合度较高的阅读行为，是眼、耳、心、口齐心协力鉴赏诗歌的方式，是对诗词表

层意思到深层情感全面的感知过程，同时也是古诗词学习的不二法门。 

在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中，教师应加强对学生的诵读指导。如重视教师范读

的价值，小学生模仿力较强，好的范读不但可为学生提供模仿的依据，而且在课

堂中还可以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从而调动学生古诗词学习积极性。在教学中，

教师应指导学生掌握诵读的技巧，让学生更好的进行诵读。 

一要读准确性。对于小学生来说，古诗词中的生字较多，字词发音很难判断，

如“曛”（千里黄云白日曛），“萁”（煮豆燃豆萁）等，这些字词比较生僻，

需要教师耐心的指导学生读准字音，字音不差、不添漏字的进行诵读，从而解决

古诗词中的字词障碍，尤其针对一词多义的现象进行疏通。 

二要读明诗意。通过诵读，学生能够基本了解诗词的内容，从而更好的理解

诗词含义，尤其是针对古诗词中的特殊句式和用法，如果读错停顿,就不能正确

理解句意,甚至会曲解文意。与其他文体相比，古诗词古奥难懂，在字词意涵方

面为学生制造了不少障碍，如“坐”（停车坐爱枫林晚），“元”（死去元知万

事空）、“衰”（乡音未改鬓毛衰）等。对此，教师应适时讲解字词句，或是引

导学生查阅相关资料、共同讨论等方法识记字词意涵，明确古诗词大体内容。 

三要读出韵律。诵读不仅要读准字音和疏通语句，更要让学生从中获取情感

和审美体验，对作者寄予在诗词中的喜怒哀乐进行品鉴，并通过朗读的形式进行

外化，使无声的情感转化为抑扬顿挫的诵读声音。教师在对学生的诵读技巧进行

指导时，必须重点关注重音的运用，只有合理利用重音和停顿，才能准确地表达

情感。响亮的高音能够表达喜悦、兴奋的情绪;而低音显得幽沉,表示肃穆、悲哀

的感情。易闻晓在《中国古代诗法纲要》一书中道：“夫诗资吟咏，韵协口耳，

故讲求用韵，是为必然。以韵有等次，于其险易宽窄，乃当慎其简择，必且审乎

拈韵。”
①
古诗词的韵律感较强，每一句都是跃动的音符，或是轻松愉悦、或是

悠远舒缓，或是低回婉转，这些都是跌宕起伏情感的表达，教师应引导学生读出

古诗词节奏和韵律。如声调、押韵等，平声要读得长而轻，仄声要读得短而重等，

使学生掌握古诗词的美感。注意节奏快慢。诵读中的节奏须着眼于全篇。感情欢

快的,可用快节奏,感情忧郁的,可用慢节奏。 

四读，读出诗情。诵读的最髙境界就是读情，诵读者应与诗歌情感融合为一，

实现精神层面的共鸣境界。为此，教师应在不断诵读之中，适当介绍给学生作者

的人生经历和社会状况等，以此进入特定的古诗词意境，体会诗人所想要表达的

情感，实现情和声的统一。如诵读贺知章创作的《咏柳》时，教师可在诵读的过

                                                             
① 易闻晓.中国古代诗法纲要[M] .济南：齐鲁书社，2005，p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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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促使小学生对“美妙的春天”进行想象，感受诗人“愉快的心情”，在诵读

中融入这种愉悦的情绪，那么才可以感悟真切的诗词情感。 

古诗词诵读教学应强调背诵，提升古诗词教学效果，促使小学生更好的鉴赏

诗歌，教师应重视诵读的作用，但诵读教学如果处理不好很可能演变成死记硬背，

让学生感到枯燥无聊，对此教师应尝试多种手段，如多重诵读、多媒体配乐诵读、

诗歌诵读比赛等方式，都是小学生比较喜欢的方式，切忌机械式地背诵，那样小

学生会厌倦古诗词学习，而且诵读教学效果也会不理想，所以说，古诗词诵读教

学应以学生为本，注重多样诵读方式的运用，这样才能保障古诗词教学的高效性。 

与此同时，通过反复诵读，学生在脑海里构建起对诗词的想象和诗词情景的

创设，从而进一步对其产生强烈的学习兴趣。教师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发挥较好的

引导作用，充分调动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引导学生主动将凝练的诗词句子转

化为无穷的想象，并在想象中走进诗人的内心世界，了解其想要传达的思想情感，

在学习诗词的同时也能够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 

（三）比较阅读，拓展延伸 

对于小学生古诗词学习来说，比较阅读是一种有效的方式，通过比较分析，

学生便会更深刻的感受古诗词的艺术特征与情感表达内容。在教学中，教师不应

只是带领学生进行封闭式的赏析，而应该注意教学的开放性，通过比较阅读，进

行合理的拓展延伸，激发学生探索的欲望，更高效的掌握古诗词特征。古诗词比

较阅读，主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一是比较同主题诗词。小学阶段学生所接触的古诗词难度有限，表达的主题

情感也并不非常丰富，很多诗歌虽然创作背景、修辞手法等方面存在差异，可是

所表达的情感内涵却相同。如爱国主题是古诗词主要表现的情感内容，同时也是

小学语文古诗词学习的重要主题思想，陆游的《示儿》通过坚定的诗句，表达自

己就算是死了，也要儿子祭拜时不忘告诉自己“王师北定”的消息。对于这首诗

歌，教师与王绩《凉州词》和李清照的《夏日绝句》进行比较阅读。《夏日绝句》

表现了诗人对赞叹英雄、矢志不移拥护祖国的情感，而《凉州词》也是勾勒了醉

卧沙场的将士形象，传递出诗人为国家安定而愿意誓死效命、甘愿牺牲自我的崇

高品质。教师可引导学生比较这几首诗歌的表现内容，总结归纳传达的思想感情，

并鼓励学生根据个人喜好，选择其中一首进行细致化的赏析，那么学生在拓展阅

读中，不但拓展延伸了诗歌情感表达方面的学习内容，而且也提升了鉴赏古诗词

的能力。 

二是比较相同诗人诗词。每一位诗人的创作都是与众不同的，都有自己的独

到之处，而诗歌特点可以通过诗人这个突破口进行分析，如在赏析一位诗人的一

首诗歌时，教师可以展开横向拓展，提升小学生古诗词储备量，更系统深刻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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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同一诗人的诗歌魅力。如在讲授《峨眉山月歌》时，就可以拓展阅读李白其他

诗歌，比较《静夜思》或是《夜宿山寺》，分析这些诗歌是如何描写意象“月”

的。《峨眉山月歌》中的“月”是为了营造静谧的环境氛围，描写月色之中独步

的人。而《静夜思》中的“月”主要的意涵是思乡，将“月”物化为家乡亲人的

思念。到了《夜宿山寺》这里，月光的描写主要传递时间很晚的信息。通过比较

阅读，可以更好的引导学生自主思考“月”不同的表达内容。在阅读比较的基础

上，学生的思维得到极大的拓展，使得学生更有条理性和策略化的赏析古诗词。 

三、理念转变，重视古诗词教学 

（一）赏识为主，多元评价 

教学的对象是学生，教学的主体是教师，语文教学实际上是师生互动实现教

学目标的过程。作为教学的重要环节——评价的作用是重大的，有效的评价可以

帮助教师反思教学行为，改进教学策略，从而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学习中

来。针对小学语文古诗词的教学，教师应结合小学生的心理感受与认知能力，采

取赏识评价手段，运用多元的评价方式，促使古诗词教学获得更好的效果。小学

生心理素质较弱，心思比较敏感，学习信心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重要。对此，教师

应善于运用赏识评价，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点，多一些鼓励，少一些批评，这样学

生便会乐于参与古诗词学习，也会因此而比较喜欢语文教师，于是就会产生一种

学习动力，促使他们在老师的建议下改进自己的学习方法，调整自己的学习习惯，

通过自主探究、合作探索，提升古诗词学习能力。从评价方式角度看，古诗词教

学评价不应只是由教师一个人完成，而应以学生为中心，积极发动学生采取学生

自评、互评，师生共评等方式来评价一节课哪里成功、哪里存在不足，以及如何

改正。这样小学生就会很愿意说出自己的想法，表达自己对古诗词学习的真正看

法，那么高效的古诗词教学局面就会得以生成。 

（二）提升素养，生本教学 

教师的责任是“传道受业解惑”，教师的专业素质关系到教学质量的好坏，

一节成功的课绝对离不开一名素质较高的教师。面对古诗词教学，语文教师应该

不断丰富自己的文化水平、古诗词鉴赏能力，那么才能够顺利的开展古诗词教学。

如何提升专业素养，可以通过教师自身古诗词理论学习、相关专业培训、文学讲

座等方式加强古诗词钻研能力，从而使古诗词教学游刃有余。在教学中，教师一

定不能以自我为中心，应重视学生，树立“生本”教学理念，将学生的实际情况

作为教学开展的基点，善于观察学生在学习古诗词过程中的表现，对于那些学困

生要给予格外的关照，不歧视学生，不嘲讽与打击那些性格内向、不主动发言的

学生，那么学生的兴趣就会逐渐的培养起来，教师也会看到自身的不足，努力的

去改正，这样学生和教师就会出现教学相长的局面，良好的教学状态也就必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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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 

第四章  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总结 

小学语文古诗词的内容是来自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髓部分，中华五千年的文

化中，古诗词是其中的璀璨明珠，具有极高的文化成就。古诗词采用简洁凝练的

字词表达了悠远旷达的意境，展现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也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博

大精深。学习古诗词是小学语文学习中的重要内容。笔者通过以上古诗词教学策

略的应用，深刻地意识到古诗词教学对于小学语文教育的深远影响，对于国家未

来继承人的深刻影响。笔者认为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策略的应用，可以有效提升

小学语文古诗教学的教学效率，能够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同时，也是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一、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 

古诗词讲究词语、意境、韵律的相互结合，体现了独特的古典美。学生通过

股古诗词教学中可以感到到其中的情感、意境，得到一定的熏陶。古诗词的创作

者是根据自己当时的心境运用简短的词语创设出的某一种意境，富有音乐的韵律

美。例如《枫桥夜泊》中的诗句“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教师的

导语是：“在一个秋高气爽的傍晚，诗人张继乘船路过苏州寒山寺畔，因为天色

已晚,便泊舟城外。江南水乡秋夜幽美的景色，吸引着漂泊异乡的诗人，于是写

下了《枫桥夜泊》这首优美的小诗。”便让学生可以迅速进入到作者的诗句意境

中，感受到作者当时的情感思想。张继的诗句中描绘了一幅清幽、静雅的图卷，

给人一种美感。小学生由于生理特点，心智并未完全成熟，缺乏整体的审美体系，

难以区分什么才是真正的美或丑，只能从一些表面现象来区分。而古诗教学中所

展现给学生的一些美丽的意境和情感，能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审美价值观。在

古诗中有着诗人真挚的情感内涵，作者的情感也融入在各种画面意象中。教师的

情境设置，引导学生进入作者创设的情境之中，让学生感诗人之感，与诗人一起

伤怀。便可以引导学生认识到真正的美，久而久之，学生的审美情趣便能够有效

提高，从而形成正确的审美观念。 

古诗词教学策略中提到创设情境、引人入胜，可以结合音乐和画面来展现作

者的思想内涵，让学生更好地融入到诗词的意境之中，去感受作者的思想情感。

一般可以被古诗词纳入的音乐，都带有一定的欣赏性。中国古代诗歌与音乐也是

有着深深的渊源。《诗经》中的许多古诗在古代社会是用来作曲的，韵律和节奏

感是古诗词的特点，也是与音乐的特点是不谋而和的。古代诗词追求音乐性是具

有千年文化的，古诗词情感真实在加上音乐的特性，词句具有极致的音乐华。小

学语文教学中运用音乐导入，引领学习进入情境之中，欣赏音乐的美和诗歌意境

美相互结合，学生容易受到诗人心境的启发，获得一种情感上的共鸣。与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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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效提升了学生审美情趣，多了一些高雅的兴趣爱好。对于学生的未来发展有

着一定的促进作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内容 

通过前面章节所提出的古诗词教学策略，可以提高语文古诗词的教学效率，

让学生能够熟练掌握古诗词的朗读节奏，背诵古诗词，理解古诗词的深意。同时，

最重要的则是能够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古诗词是中华民族璀璨文化中的一颗明

珠，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精华内容。所有能够被选用为小学语文教材的古诗词都

是历经了几千年的洗涤，被后世称为佳作的内容。小学生属于人生的起步阶段，

属于一张白纸阶段。对于学习古诗词内容，可以很好地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国

古诗词文化在世界也是非常著名的，是中国的一张名片。小学生是祖国未来的接

班人，提高古诗词教学策略，让他们更为熟练地掌握古诗词文化。古诗词中有着

许多的爱国题材的内容，学习这些古诗词可以培养学生的爱国热情，体会到古代

文人对于自己国家的忠诚，激励学生学会爱自己的国家，培养民族自尊心。例如，

《示儿》中的“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过零丁洋》“人生自古

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王昌龄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李清照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等等，都是一些铿锵有力的爱国诗句，通

过教学策略让学生掌握好这些内容，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从小培养学生的爱国

情怀具有深远的意义。 

优秀的传统文化蕴藏在古诗词中，学生品味其中的情感内涵，可以得到一定

的启发。现代社会中小学生不仅是祖国的花朵，也是家里的珍宝。他们在家中的

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个孩子都成为了家里的“小皇帝”“小公主”，做什

么事情不需要太多的个人努力就可以得到，也不太懂得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际，

不懂得感恩，不懂得孝敬父母。古诗词中有着许多的内容都是讲中华传统文化的，

孝道、与人和谐相处等基本内容。学习这类的古诗词，通过教师的情境教学、比

较拓展，可以有效帮助学生感知到古代社会中的人们的生活习惯，理解他们的孝

道孝心。同时，加上教师的正确引导，学生可以在学习古诗情感思想同时，过度

到自己的真实生活中，懂得如何去孝敬自己的父母，如何做到内心的感恩，逐渐

培养健全的人格品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内容。真正成为一个对于社会、家庭有

所帮助的人，能够有效避免成为啃老族、依赖他人生活的寄生虫、好吃懒做的人

等等，成为一个拥有正能力的社会人。 

三、有效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小学生阶段孩子们的心理仍然处于不成熟的阶段，心理对于外界也是充满了

好奇，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那么美妙又好奇。小学生学习古诗词可以通过

对于诗中的各色景色、人物状态以及生活情境进行一定的欣赏。作者的那种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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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品味和思想情感都可以感染学生，学生会被作者的高雅情趣所吸引。通过

教师的恰当引导，学生可以联系想象去感知作者的所思所感，理解作者的思想情

感。简短的语句能够营造富有意境的画面，展现生活的美好的一面。这些内容都

可以深深吸引小学生的好奇心，启发他们自己对于生活的一些思考，同时培养他

们高雅的兴趣爱好，也可以透过简单的词句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古诗词的艺术

熏陶，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念，让他们的生活

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大众媒体的迅速崛起，许多的信息内容都可以通过

互联网获得。小学生也是可以利用这些途径获得信息，也有一些信息会自动递送

到小学生面前。纷繁复杂的互联网信息没有经过一些过滤，难免会有许多不良信

息传递到孩子的手上，给小学生造成不良的影响。教师在古诗词教学课堂上，创

设情境、引人入胜可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自主地学习古诗词。小学生

有了兴趣的引导，对于一些不良信息能够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回到更为高雅的

兴趣爱好上。古诗词中的情感内涵都是健康的，能够引发学生进入清幽的意境之

中。小学生通过有效互动。引发情感共鸣的教学策略可以积极投入到古诗词的学

习之中，在古诗词的学习中与同学一起小组讨论，探究古诗词中诗人的情感思想，

了解古诗词作者的当时境遇、创作背景。在这些内容的学习中可以不断提升学生

的人文素养，潜移默化地改变学生的思想认识。学生的人文素养的提高能够有效

避免社会中不良信息、不良行为的侵蚀，逐渐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四、提高学生的记忆能力 

古诗词在古代社会是可以用来进行音乐演唱的，因此，古诗词的韵脚押韵，

具有一定的韵律美，朗读起来朗朗上口。例如，《悯农》中的诗句“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押韵的是“wu”；《咏柳》中的“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

绦”押韵的是“ao”；《回乡偶书》中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

押韵的是“ui”等等，这些押韵的诗句朗读起来是郎朗上口的。在第三章中提到，

对于学生的朗读要求“诵读不仅要读准字音和疏通语句，更要让学生从中获取情

感和审美体验，对作者寄予在诗词中的喜怒哀乐进行品鉴，并通过朗读的形式进

行外化，使无声的情感转化为抑扬顿挫的诵读声音。”正确的朗读诗句可以培养

学生的语感，同时提升学生的记忆能力。此外，第三章节中还提到“古诗词诵读

教学应强调背诵，提升古诗词教学效果，促使小学生更好的鉴赏诗歌，教师应重

视诵读的作用，但诵读教学如果处理不好很可能演变成死记硬背，让学生感到枯

燥无聊，对此教师应尝试多种手段，如多重诵读、多媒体配乐诵读、诗歌诵读比

赛等方式，都是小学生比较喜欢的方式。”教师运用多种让学生喜欢的方式帮助

学生诵读古诗文。学生诵读古诗词达到熟练的阶段，便能轻易地背诵出来，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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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体验到学习的乐趣，感受成功的优质体验。古诗词一般都是要求学生可以背诵，

学生在掌握古诗词的背诵过程中，认识了古诗词的押韵，对于记忆能力有着很大

的帮助。学生可以迅速地背诵古诗词，大大锻炼了学生的记忆能力，为学生的日

后学习有着非常重要的帮助。 

背诵一首古诗词对于小学生而言是具有一定难度的事情。本文所提到的教学

策略“引导学生诵读诗词，品味诗意”，需要学生眼、耳、心、口齐心协力鉴赏

诗歌的方式，也是一种综合能力要求较高的阅读方式。通过引导学生多加诵读古

诗词，去掌握古诗词的内在含义。在不断地诵读中，熟悉古诗词，对诗词表层意

思到深层情感的全面感知。调动了学生的多方感官能力，需要种身体器官的相互

配合，才能完成学生的记忆能力。在学习古诗词中，可以有效锻炼这些感官的性

能，帮助提升学生的识记能力。背诵古诗词是全面的感知过程，同时也是古诗词

学习的不二法门。教学策略中的比较阅读、拓展延伸，也是对于学生记忆能力的

一种有效检测。只有学生掌握好了课本内容，学会了更多的古诗词，才能从众多

的古诗词内中选出与教师所教内容进行比较阅读，进一步拓展学生的记忆能力和

学习能力。描写景色的诗句、表达爱国情怀的诗句、表达亲情感受的诗句，都是

可以锻炼学生识记能力的一种教学策略。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可以将自己所熟

知的类似古诗词拿出来再温习一遍，加深印象，进一步成为具有长效记忆的记忆

内容。一些古诗词经过教师的正确引导，即使过去了很多年，学生依然可以记得

古诗词是在小学阶段所熟知的，这就是背诵古诗词教学方法的重要作用，对于学

生的未来人生发展也具有积极意义。 

五、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 

创造性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小学阶段让学生熟读古诗词，领会古诗词

的情感内容，可以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古诗词中的意境美需要发挥学生

的想象能力，依靠自己的思维想象去体会诗人的情感内容，能够进行艺术的再创

造，具有极大的思维发展空间。古代诗词中的意境是作者所描绘的各种图景，学

生想要深入了解诗人的情感思想必须借助大脑中的认识和记忆将诗中描写的事

物进行自我思想加工，形成自己的思想认识，在脑海中形成古诗词的意境画面。

学生在这样的思想引导下，能够提升自己对于古诗词的理解与领悟，也可以锻炼

学生的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古诗词的情感意境的理解，可以促进学生的治理发

展，其效果也是非常显著的。 

同时，对于小学生的古诗词能力也会适当延伸至学生的古诗词创作能力。在

小学古诗词教学中，可以引导学生模仿古人的创作方式，创作出古诗词。教师鼓

励学生模仿古诗创作方式，注意古诗的格式和韵脚、押韵等，可以让学生产生浓

厚的学习兴趣，同时也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创作能力。学生在模仿古诗的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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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脚等内容时，需要借助自己的思维能力，将自己的生活感受融入到诗作中。例

如，一位小学四年级学生的古诗《黄盖诈降》：“身在曹营心在吴，飘蓬江海漫

嗟吁。他时若逐凌云志，敢笑周瑜不丈夫。”在学生创作的这首诗中，学生懂得

了运用韵脚“u”，句式也是工整一致的。表达的思想情感也是非常充沛的，简

短的语句写出了深意，具有一定的内容。这些表示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中的具体

效果，可以帮助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具有积极作用。 

小学古诗词教学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作为语文教师需要认真学习相关的语文

知识，将自己的知识库做的更为扎实和丰富。同时，也需要在现代社会中不断学

习先进的教学理论和教学策略，运用科学正确的方法提高小学语文教学的教学效

率，让古诗词的文化内涵伴随学生的一辈子，让他们真正感受到小学语文古诗词

中的精华内容。透过小学阶段的古诗词学习掌握古代诗词学习方式，对于他们日

后的学业也是有着深远的影响，帮助他们构建积极向上的人生价值观，为他们的

未来发展道路指引方向。 

小学古诗词教学策略的研究是一个任重道远的事情，不仅需要教师的不断学

习发展，同时，也需要社会、学校和家庭重视对于小学生古诗词的学习，培养他

们认真诵读古诗词，正确发音，理解作者在古诗词隐含的内在情感。古诗词是中

华文明的瑰宝，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学习古诗词可以给予小学生更多的文学艺

术熏陶，培养他们的艺术鉴赏能力，为他们的未来人生发展起到基础作用。对于

国家的未来发展也具有深远意义，小学生学习古诗词内容，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

感受到中华文化内容的博大精深，然后再将中国的古诗词艺术发扬，让其一直闪

耀在人类世界中，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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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本文以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为研究视角，结合笔者教学心得与实践，在学习

相关教育学、心理学知识，归纳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小学语文古诗词

教学策略进行一番深入探索。本文立足于“生本”教育理念，从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入手，让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从而提升古诗词教学的质量。本文主要阐

述了研究缘起、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综述和研究方法，并从学生、教学和教师这

三个维度分析了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现状问题，从“生本”教育理念缺失、应试

教育模式的束缚、教学模式的僵化等方面归纳了古诗词教学现状问题的成因，认

为应通过激趣引导，产生学习欲望；有效互动，引发情感共鸣；理念转变，重视

古诗词教学，积极探索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策略，最后理论联系实践，通过古诗

词实施教学案例分析，从课前预习、课堂学习、教学反思等方面展开的思考。由

于笔者学养不足、能力有限，加之古诗词教学研究工作又比较复杂，使得本文研

究存在很多不足，希望在今后的学习与工作之中，逐渐弥补不足，以期更好的指

导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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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小学中高阶段古诗词实施教学案例 

笔者从工作至今一直从事小学语文教学，在古诗词教学尝试过程中，也进行

了一些探索。如笔者设计并展开的《出塞》古诗词教学，便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

果。《出塞》是人教版小学六年级下册第十课的一首古诗，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

作品。该课分为课前预习、课堂教学及课后教学反思三个部分。 

一、课前预习设计 

课前预习是教学的必要准备，同时也是学生学习的重要准备，通过课前自主

学习，可以大略了解诗歌相关信息，为课堂教学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 

预习学案： 

1.走进诗人（文字介绍） 

2.了解诗歌创作背景（文字介绍） 

3.读准字音，梳理字词意思。 

二、课堂学习设计 

【教学目标】 

（1）了解诗意，感情充沛的朗读。 

（2）体验诗中诗人所表达的情感。 

（3）搜集边塞军旅生活的古诗。 

【教学重难点】 

诵读古诗，合作探究，体会诗的感情。 

【课型及课时安排】 

课型：新授课 

课时：1课时 

【教学过程】 

（一）新课导入，渲染氛围 

1、导语：“自古以来，保家卫国的战争不断，不少诗人都曾写过描述边塞

军队生活的边塞诗，这些诗歌抒发战士为国效力、视死如归的豪迈之情，其中具

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古诗——王昌龄的《出塞》。”出示幻灯片

1（板书课题） 

2、介绍诗人王昌龄（预习资料呈现在幻灯片上） 

3、借助注释，梳理读音，理解诗句，读出感觉。 

（二）创设情境，赏析词句  

（多媒体呈现）一段描写北方战争的雄壮场面，由视频引入诗句鉴赏。 

1、解题：边塞指什么？出塞又是什么意思？（由学生给出答案） 

2、朗读：（自由读——范读——齐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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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读前两句，你脑海里会浮现出怎样一幅画面？（出示幻灯片（图片）) 

    4、字词赏析：秦，汉，但使，不教 

5、诗句梳理：（幻灯片呈现诗句，由学生进行释义。） 

（三）小组讨论，合作探究 

小组合作：诗人在《出塞》中表达的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呢？ 

    小组任务： 

组 1探究：诗人为什么要提到明月与边关？ 

组 2探究：站在冷清月色下，望着黄沙满地，耳听风声呼啸，戍守边关的将

士心中会涌起何种心情？ 

组 3探究：将士们戍守边关有什么样的愿望？ 

组 4探究：为什么特别希望有李广在这里呢？ 

（四）比较阅读，拓展延伸 

（幻灯片）让我们一起看看王昌龄的另一首《出塞》诗。 

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 

城头铁鼓声犹震，匣里金刀血未干。 

1、齐读 

2、掌握全诗大意，小组交流。 

3、比较两首诗，再写景抒情方面有什么不同？ 

4、你更喜欢那首诗，说明理由。 

   （五）总结 

（六）板书设计： 

出塞 

（王昌龄） 

明月，关，人 （同情将士） 

但使，不教（渴望国家安定） 

三、教学反思 

教育理论应与教学实践相结合，这样才能焕发出无限的教学生机。在本次课

的教学过程中，笔者主要基于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通过设计课前学案，让学

生大体掌握《出塞》这首诗歌的内容，培养学生预习的习惯，促使很多课堂探究

的问题更高效的开展。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笔者充分把握古诗词鉴赏的方法，激

发学生参与热情，运用多种手段创设逼真的教学情境，注重古诗词文本赏析、意

境、情感方面内容的梳理，促使学生展开小组合作学习，分配探究任务，引导学

生合作交流，促使学生集思广益，生成了群学共进的学习局面。 

王昌龄的《出塞》诗句内容比较浅显易懂，但是诗歌情感内容又比较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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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深入挖掘，笔者以比较阅读的方式带领学生拓展延伸知识，通过鉴赏王昌龄

的另一首《出塞》，从而促使学生更全面的把握出塞诗的风格，领会诗人浓烈的

思想感情。总的来说，课堂教学目标得以顺利达成，课堂教学效果比较理想。但

是，在教学设计与教学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引

导略显不足，教学时间把握的不是很好，小组合作学习过程中，给予学生讨论时

间不够，使得很多问题的思考很仓促，在拓展阅读环节，由于笔者没有让学生对

王昌龄的另一首《出塞》诗进行课前预习，加之这首诗歌比课文中的《出塞》要

更难掌握，所以使得比较阅读的教学效果不太理想，导致整节课时间安排太过紧

密，那么就相对削弱了学生自主探究的能力，这也是笔者今后开展古诗词教学时

应该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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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调查问卷（学生版） 

亲爱的同学： 

    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在繁忙的学习生活中抽出时间参与我们的调查，

本次调查的目的是对大家古诗词学习情况进行简单的了解，请大家尽量填写自己

的真实想法和做法，以确保本次调查的有效性和真实性，便于我们针对古诗词教

学进行改进。谢谢大家！ 

请你将最符合自己真实情况的选项字母填写在括号里。 

   年级 ：          性别 ： 

1.你喜欢上古诗词课吗？(      ) 

A.不喜欢        B.喜欢         C.一般 

2.你喜欢诵读古诗词吗？(      ) 

A.不喜欢        B.喜欢         C.一般 

3.平时你是否主动背诵古诗词？(      ) 

A.自觉背诵                B.老师要求后才去背诵       

C.应付背诵，过后就忘      D.不情愿背诵 

4.你是否愿意参加学校组织的古诗词诵读活动？(      )  

A．非常愿意     B．愿意        C．不愿意 

5.平时你有没有诵读一些课本之外的古诗词？(      ) 

A.经常  B.偶尔   C.根本没有 

6.在说话或写作时,你能经常运用古诗词吗？(      ) 

A.经常运用 B.偶尔运用  C.根本不会用  D.用不着 

7.你是否经常在课上大胆地按自己的方式吟诵古诗词?(      )  

A.经常   B.有时   C.很少   D.从不 

8.你经常把自己对诗词的感悟主动说出来吗?(      ) 

A.经常   B.有时 C.很少 D.从未 

9.对于古诗词课的角色扮演活动，你的态度是怎样的?(      ) 

A.积极参与   B.有时参与   C.很少参与   D.从不参与 

10.古诗词课堂上，你经常不由自主地产生想象或联想吗?(      ) 

A.经常产生        B.很少产生 

C.自己读时常产生，老师讲时很少产生     D.老师讲时常产生 

11.古诗词课堂，你经常在吟诵中进入诗境吗?(      ) 

A.经常   B.有时    C.很少    D.从未 

12.你喜欢什么样的古诗词教学方式？(      ) 

A.集声音、画面于一体的多媒体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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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老师带领下的，在古典音乐伴奏下诵读 

C.一般的教学方式就行 

13.语文老师经常引导你在生活情境中学习古诗词吗？(      ) 

A.从不   B.很少  C.有时  D.经常 

14.在老师营造的教学氛围中，你能体会得到文章所蕴含的情感吗？(      ) 

A.能强烈体会到      B.能体会到一点 

C.基本体会不到      D.完全体会不到 

15.古诗词的赏析对你的情感产生过影响吗?(      ) 

A.经常  B.有时  C.很少  D.从未 

16.你认为古诗词课堂气氛经常是以下哪种情况?(      ) 

A.高涨，充满活力和激情        B.紧张严肃 

C.平淡安静                  D.沉闷，只有老师的分析讲授 

17.你认为古诗词学习能调节你的情绪吗?(      ) 

A.经常    B.有时    C.很少     D.从未 

18.你喜欢运用多种手段进行的古诗词教学吗?(      ) 

A.非常喜欢  B.喜欢  C.一般   D.不太喜欢   E.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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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小学语文古诗词教法调查问卷（教师版） 

尊敬的各位同仁： 

你们好!感谢你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填写这份小学古诗词教法调查问卷，此次

调查主要是要了解你在教学古诗词过程中的一些具体做法，作为亲临第一线的语

文教师，你对小学古诗词教学最有发言权，请认真阅读以下内容，将你的真实想

法和做发填写在问卷上。本调查不记名，不计分，再次感谢你的参与及合作！ 

1.在古诗词教学方法上,您是否做过研究? (      ) 

A.做过       B.没有 

2.您了解《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对各学段古诗词教学的要求吗? (      ) 

A.很了解    B.不太了解    C.不了解 

3.您认为诵读古诗词对提高学生的文学及道德修养有用吗? (      ) 

A.作用很大   B.没有作用    C.不一定有用 

4.您经常用哪种教学方式教古诗词?(      ) 

A.教师讲学生听      B.教师问学生答 

C.自主学习          D.合作交流      D.其它 

5.您经常用多媒体等辅助教学手段来教古诗词吗? (      ) 

A.经常     B.偶尔        C.觉得没有必要 

6.除课堂学习外,您开展过有关古诗词学习的活动吗? (      ) 

A.经常开展    B.偶尔开展    C.从没开展 

7.您在古诗词课堂教学中给学生进行拓展延伸了吗? (      ) 

A.经常      B.偶尔      C.没有 

8.您开展的古诗词学习活动主要是：(      )【多选题】 

A.背诵比赛      B.诗配画 

C.讲故事        D.诵读表演      E.其他 

9.在学习和生活中,您班的孩子会不会用学会的古诗词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      ) 

A.经常会        B.有时会      C.从来没有 

10.在古诗词教学中,您认为您的教学效果：(      ) 

A.很好          B.有待提高 

11.您认为开展的古诗词学习活动最有效果的是：(      ) 

A.背诵比赛     B.诗配画     

C.讲故事       D.诵读表演      E.其它 

12.对情境教学的了解来源于哪里？(      )(多项选择) 【多选题】 

A.教育教学书籍        B.同事间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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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实践中自己的摸索    D.大学时老师课堂传授 

13.您在课堂教学中，经常创设情境吗？(      ) 

A.一定会      B.经常会     C.偶尔会     D.基本不会 

14.您为什么要在教学中创设的情境(      ) 

A、达成教学目标      B.活跃课堂气氛 

C.赢得学生的好感     D.其他  

15.您在教学中使用情境教学有效果吗？(      ) 

A.一定有       B.经常有     C.偶尔有     D.基本没有 

16.您觉得设计一个好的教学情境与常规教学相比(      ) 

A.难度大得多      B.难度大一点 

C.难度更小        D.难度相当 

17.您认为在情境教学中，老师和学生的关系？(      ) 

A.老师是主体            B.学生是主体 

C.老师和学生完全平等    D.老师是平等中的首席 

18.您认为影响情境教学生成的首要因素是(      ) 

A.老师驾驭课堂的能力    B.学生的参与程度 

C.文本内容的便利        D.教学环境的布置 

19.您在情境课堂教学设计和实施中对学生个性差异(      ) 

A.比较重视       B.非常重视 

C.基本不重视     D.完全不重视 

20.您认为在语文教学中，情境的创设在何处比较恰当？(      ) 

A.处处皆可创设         B.课堂开头结尾处 

C.文本的重点难点部分   D.文本容易创设情境处 

21.您认为情境创设对您的教学有哪些帮助？(      ) 

A.活跃课堂           B.加强教学效果 

C.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D.提高考试成绩 

22.您认为在农村实施情境教学，最大的障碍是(      )【多选题】 

A.教师个人水平有限      B.学生思维不活跃，眼界不宽阔 

C.教育设施贫乏          D.学校不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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