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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教育的发展和教育水平的不断更新,学生的古诗文化背景和鉴赏能力越来越受到重视。与此同时,许多学校也开始重视小学

古诗词教育的培养。在小学学习中国古诗词的过程中,教师的引导作用尤为重要。教师的课堂教学模式直接影响学生对小学古诗词的学习效果。

事实上,这也是小学语文教师创新和改革教学模式的重要时期。因此,对于小学语文教师来说,有必要加强对古诗词教学策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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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词教学方法与措施在各学段的教学目标不同,各学段的教学方法

与措施也有所区别。小学低年级古诗词教学在语文教学中占有相当的分量,

因此为全面完成古诗词教学目标,需要合理运用教学方法与措施。 

1 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的重要意义 

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提高小学生鉴赏能力,

创新小学生思维,培养小学生的爱国情怀和思想品德。古诗词中较好的体

现我国古代文人对当时社会以及生活的思想认识,是我国古代文化的历史

积淀。在小学中加强对古诗词的教学,一方面可以弘扬我国传统的民族文

化,传承我国经典；另一方面还能够使学生产生爱国情怀,提升道德品质。 

2 常用的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方法 

2.1讲述故事法 

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可以把一些小学生难以理解的古诗词内容改编成

通俗易懂的小故事,有感情地向孩子们讲述,那么孩子们会轻松愉快地从

故事中理解古诗词所表述的内容。同样还可以从古诗词作者小时候的故事

入手,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比如学习初唐诗人骆宾王的《咏鹅》时,可

以给孩子们讲骆宾王七岁时因作《咏鹅》诗而有“神通之誉”的故事。 

2.2图文结合法 

图文结合法是将所要学的古诗的图片、图示、文字先后出示在孩子们

面前,给孩子们以直观的视觉效果,这种方法小学低年级孩子理解接受起

来比较容易,教学效果很好。 

2.3诵吟表演法 

古诗词教学要注重情景意象,但是要达到让孩子们进入诗词的意境,

与作者心灵相通需要一个过程。“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可

见诵读在古诗教学中十分有必要。要使孩子们对古诗词作品有深刻的理解,

进入诗情画意的境界,必须加强诵读。由读正确,读通顺到读流利,由读得

有节奏、有韵味到读得情意浓浓。不同内容的古诗词都配有不同旋律的音

乐,如古诗《咏鹅》它的旋律是活泼轻快,节奏鲜明。古诗《游子吟》、《梅

花》它的旋律是缓慢、抒情、节奏流畅,听起来很优美。同时可以让孩子

们进行配乐诗朗诵,以激发孩子们学习古诗词的热情。 

3 加强小学语文低年级古诗词教学的措施 

3.1注重诵读 

诵读古诗词的方法有很多种,分为自读、对读、群读,还可以分为默读、

声读等。教师可以指导学生把握古诗词的节奏和韵律。例如,在低年级的

古诗词课堂教学中,教师始终以学生读书为本。在初读古诗时,教师可以让

学生自己对照拼音圈出生字,让学生读准字音,流利完整地读出整首诗,既

不少字,也不添字。这样能够复习汉语拼音知识,也能够克服依赖思想,提

高朗读能力。完成自读以后,教师就可以让个别学生进行大声朗读,让其他

同学进行评议,指出朗读中出现的问题。接着,教师就可以声情并茂地进行

范读,再绘声绘色地领读,让学生能够正确地掌握诗歌的节奏与停顿,感受

到诗歌当中的语言美、节奏美、韵律美等。此外,还可以指导学生进行个

别读、男女读、小组读、轻声读等,通过扎实的朗读训练,培养了学生正确

地读诗习惯,也体现了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 

3.2借助插图与注释 

低年级的学生知识面相对比较窄,小学语文教材中的诗词部分许多都

配有精彩的插图,也有详细的注释,教师要注意利用这些工具促进学生对

诗词的理解。但是课本中的插图是静态的,表现力有限。教师可以借助多

媒体制作课件,帮助学生分析古诗词。例如,在学习《小池》这一首古诗时,

这首诗是描绘初夏的场景,意象有湖水、蜻蜓、荷叶等,插图是几只蜻蜓在

荷叶上徘徊,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惬意地享受自己的时光,图片中反映的

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这样一来,就可以让学生更好地

理解诗中的意思。同时结合课文中的注释,可以很好地理解“尖尖角”这

个词的意思。 

3.3合理创造古诗词意境 

在学习古诗词时,教师根据古诗词的内容,为学生创设古诗词意境,并

引导学生进入意境,充分感受作者的情感。例如在学习《夜宿山寺》这首

古诗时,教师利用多媒体为学生动画播放诗人站在山顶寺院高楼上眺望的

场景,并进行了配音,这样就使得学生很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有的学生会感

到有些害怕,有的学生可以看到一些景物,这样可以有效使低年级学生感

受到作者的情感。 

4 结束语 

身为小学语文教师的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低年级的识字古诗词教学,

并且积极探究符合低年级学生年龄特点和认知结构的古诗词教学策略,优

化古诗词的教学过程,大力提高低年级古诗词的教学质量。当然,古诗词教

学策略多种多样,小学语文教师一定要对其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分析,确保

其符合低年级学生的兴趣爱好,且真正能取得理想的古诗词教学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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