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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就目前小学的中国古代诗歌教学而言,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例如教学模式、忽视学生的自主理

解、学习兴趣低等问题。从目前的教育状况来看,古代诗歌在汉语教学中已经越来越重要。针对这些问

题,我将结合我多年的教学经验来详细解释在小学如何进行中国古代诗歌的教学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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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课堂上“以学生为中心”的教

学变得生动起来,但从古诗词教学的实

际来看,它仍然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

的。当面对具有深远意义的古诗词时,

学生们可能对它们的理解不深入,并逐

渐对不够生动的课堂活动失去兴趣。针

对这些情况,在本文中,我主要根据自己

的教学经验谈谈如何进行古诗词教学。 

1 古诗词教学存在的问题 

小学古诗词教学,教师通常只专注

于提高学生的识记。对古诗的解释也仍

然停留在知识点上,学生不得不背诵它

们,不注意学生对古诗的理解。因此,在

课堂教学中,学生常常没有意识到古诗

词的真实含义,导致对古诗词学习的恐

惧,无法安定下来认真学习。在向低年级

讲古诗词时,老师们过于注重背诵和讲

授意思,放弃了优美的诗意。学生们经常

学习新诗词,但是他们对诗词意义的理

解是肤浅的。 

2 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的改进

策略 

小学语文的古诗词是阅读教学的重

要组成部分,针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应

采用适当的教学方法,以弥补不足之处,

完善教学体系。 

2.1欣赏朗诵,了解朗诵 

小学生处于思想发展阶段,这个年

龄的学生也处于 强的记忆阶段。在小

学古诗词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要求学生

加强诵读。让学生在朗诵古诗词诵读过

程中理解作者的写作心态体会作者的感

受。这使学生在学习古诗词并真正了解

古诗词文化的同时,对古诗词有更深刻

的理解。此外,教师还应注意学生的积

累。背诵通常是学生积累古诗词的 佳

方式。因此,对背诵的欣赏和理解可以

使学生在小学学习中国古代诗词时理

解作者的思想和感受。小学时期的古诗

大多是七言绝句和五言绝句。朗读需要

老师的良好指导,老师的示范背诵诵读

对学生理解诗歌非常有帮助,强调背诵

是诗词教学的基础。古诗词节奏严格,

朗朗上口,易于阅读。熟悉阅读还可以

鼓励背诵。 

2.2合理联想,深入理解 

古诗词之所以如此美丽,是因为它

们使用精美的语言来达到生活意图,营

造出当时作家的氛围,并使读者踏入作

家营造的良好氛围。在小学语文教学中,

教师应注意古诗词意境的再现,加深学

生对古诗词的理解。此外,教师可以让学

生在课堂上扮演角色,以激发他们的想

象力。例如,对叶绍翁的《游园不值》进

行解释,那是一首描述春天风景的著名

诗。作者从侧面描述了春季景观。“小扣

柴扉久不开”给学生以想象的空间。你

为什么不能敲门？教师可以要求学生想

象为什么诗人不能用力敲门。学生们积

极探索这一原因：朋友出去了吗？在花

园里工作时没有听到敲门声吗？这将激

发学生的想象力。句子“一支红杏出墙

来”,为什么只看到红杏？院子里还有什

么？学生们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经验,

一个个地想象着院子里的风景：郁郁葱

葱的蔬菜,开满鲜花的果树,成群的蜜蜂

在整个春季从花朵,蜻蜓和蝴蝶中采集

花蜜。这是由“杏红色的树枝从墙上伸

出来”触发的,从点到面,从杏花到院子

里看不见的春天风景。在这种想象过程

中,一方面可以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另一

方面可以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在交流

过程中,学生表达自我的能力也得到了

提高,这是学生写作的基础。 

2.3联系生活,运用诗词 

古诗词源于诗人的真实生活,可以

反映当时诗人的真实感受。因此,在小学

语文教学中,教师应将课堂与现实生活

结合起来,使学生有学习古诗词的愿望。

这是一首诗,描述了诗人贺知章的回到

家乡时的情景,所以命名《回乡偶书》。

可以联系生活中的具体例子,以了解诗

歌写作的良好环境。 “少小离家老大回”,

什么是少小,什么是老大？学生可以根

据自己的生活经历来理解这首诗。当自

己还是孩子时,为什么要离开家乡？为

什么老了才回来,回来的时候在做什

么？在今天的孩子眼中,这些年来孩子

的形象是什么？村里的孩子们怎样问候

诗人？那说明什么？当地的口音显示什

么？这激励学生回顾他们的生活经历。

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可以重拾自己生活

的美好片段,并更好地理解诗歌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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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小学是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关键阶

段,小学语文教学可以提高学生的文学

能力,尤其是古诗词教学。采用多样化

的教学方法可以直接提高学生学习古

诗词的热情,提高他们在小学阶段的语

文能力。 

3 改 变 功 利 意 识 ,渗 透 传 统

文化 

现阶段的小学还存在很严重的靠成

绩择校的问题,。在这种功利主义意识的

驱使下,古诗词的教学也出现了本末倒

置的情况,背离了古诗词教学的初衷。尽

管古诗词距离学生生活时代久远,但它

们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人与世界

之间的理解”策略,对提高学生的文化素

养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教师在组织古

诗词教学活动时,应根据古诗词教学的

特点,改变传统功利主义观念,审视其中

蕴含的传统文化因素,以多种方式向学

生展示。这使学生能够受到传统和优秀

文化的影响。以古诗《望天门山》为例,

可以根据现代诗歌教学的背景,在课堂

运用现代信息教学技术,为学生创造了

直观的景象,向学生展示静态场景,例如

绿色的山脉、清澈的水、遥远的山脉和

红色的阳光,然后通过湍急的水和漂浮

在水面上的扁平船为学生创建动态场

景……动和的结合似乎学生就是画中的

李白生,在文字和图像的结合下,学生深

刻感受到李白写诗时的思想情绪,体会

到李白诗歌所歌颂的情感。 

4 突出学段特点,打破模式化

教学 

“新课程标准”对各学段学生提出

了不同的要求,以便在小学语文课堂的

不同阶段学习古诗词。根据这一内容,

教师在组织古诗词课堂教学活动时,还

必须根据不同阶段学生的语言学习特点

和语言认知能力,采用多种方法指导学

生学习古诗词。以这首诗《静夜思》为

例,因为是低年级学生学习这首诗,在组

织课堂活动时,就不能详细解释该诗的

含义,只是通过多种方式反复诵读这首

诗,体验节奏的美妙,想象的奇特,激发

学生学习古诗词的兴趣。以《清平乐  村

居》为例,高段的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古

诗词理解能力,所以组织这首词的教学

时,重点引导学生欣赏作者的语言描述,

语言中所创造出的情境。在图片中出示

“稻草、溪流、绿草”,想象能组合成一

种怎样的画面？受此问题的驱使,学生

将独立调动他们现有的知识,经验和生

活经验,想象这张图片,然后体会这张图

片代表的宁静。由于所教课程中的学生

具有不同的认知技能,因此认知技能较

弱的学生很难独立地形象化图像。在这

方面,在指导学生独立思考之后,再直观

地呈现这些图像,以便所有学生都能沉

浸在这种平静的氛围中,以加深他们对

课文内容的理解,为作者的情绪打下坚

实的基础,并确保每个学生都可以从参

加课堂活动中受益。 

5 结束语 

简而言之,在小学语文古诗词的教

学活动中,教师必须突破传统教学方法

的界限,运用问题,渗入传统文化,以激

发学生学习古诗词的兴趣,使他们能够

独立地探索和掌握它。充分发挥的学生

的主体性,学生不仅可以受到传统文化

的有益影响,同时更能促进了其人文素

养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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