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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古诗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社会,古诗也占

据着重要地位。梁启超先生曾言“人生百年立于幼学”可见学前时期学习古诗将会对幼儿一生的发展

产生深远影响,学习古诗将会在幼儿的心灵深处埋下热爱传统文化的种子。但是在幼儿园中古诗教学往

往存在很多误区,本文针对古诗教学的误区阐述了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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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幼儿学习古诗的意义 

1.1激发幼儿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增

强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在当今社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被高度重视,而古诗正是优秀传统文

化的一部分。在众多场合,经典诗歌被不

断引用,如引用“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

下看山河”的诗句表达了对中国年青一

代的激励,可见古诗深受国人喜爱。短短

几句便可以表达对事物的情感。读诗书

使人灵秀,通过读古诗我们可以增强文

化自信、文化自强,增强民族认同感。孔

子曾言：“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

立”可见古诗在古代社会中也占有非常

重要的地位。梁启超先生曾言:“人生百

年,立于幼学。”可见学前时期在人的一

生中占有重要地位,幼儿阶段幼儿的三

观尚未形成。我们应该对处于这个阶段

的儿童进行古诗的教育,在他们幼小的

心灵中埋下热爱传统文化的种子,增强

文化自信。从古诗“生当做人杰,死亦为

鬼雄”中感受项羽的气概；从古诗“人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中感受

文天祥的英勇。 

1.2提高幼儿的语言能力和记忆能力 

《纲要》指出:“语言是交流和思维

的工具。幼儿期是语言发展,特别是口语

发展的重要时期。幼儿语言的发展贯穿

于各个领域,也对其它领域的学习与发

展有着重要影响”,古诗具有其独特的韵

味和韵律,我们中华古诗讲求意美以感

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例如《静

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

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在汉语中就是

五言古诗,对仄工整,非常押韵。幼儿在

学习的时候不仅可以找到语感而且还可

以在说话的时候产生韵律感,把握重点

懂得节奏的快慢,这是学习语言所必须

具备的能力。通过对古诗的学习在耳儒

目染中就可以提高幼儿的语言能力。学

习古诗还可以提高幼儿的记忆力,记忆

力是在不断的练习当中提高的,维果斯

基曾经提出了“关键期”这一概念：是

指对特定技能或行为模式的发展 敏

感的时期或者做准备的时期。幼儿语言

发展的关键期是在2—4岁,在这个时期

对幼儿进行适当的古诗教育不仅可以

提高幼儿的语言能力还可以提高幼儿

的记忆力。 

1.3提高幼儿的审美水平和诵读

能力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

也明确指出：“引导幼儿感受文学作品的

美,为幼儿提供童谣、故事、诗歌等不同

体裁的儿童文学作品,有意识地引导幼

儿欣赏或模仿文学作品的语言节奏和韵

律。”学习古诗可以提高幼儿的审美能力,

古诗对仄工整,讲求意美以感心、音美以

感耳、形美以感目。例如《春晓》：“春

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

落知多少。”这首诗是一首五言绝句脍炙

人口,形美、意美、音美。 

2 古诗教学存在的误区 

2.1教学方式单一 

幼儿教师教给幼儿古诗的时候更多

是将知识灌输给幼儿,就是教师读几遍

孩子去读几遍。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会

限制幼儿的想象力而且还会扼杀他们对

于古诗的兴趣。对于幼儿来说我们在古

诗教学这一方面更多的不是让他们会背

诵更多的东西,而是激发他们对于传统

诗歌的兴趣,很多幼儿园为了满足家长

的需求,就会让孩子去学小学化的东西。

例如：拼音、数学等等。所谓的不让孩

子输在起跑线上,不过是增加孩子的负

担,各种兴趣班辅导班接踵而至。却是扼

杀了他们的童年,古诗的教学也恰恰是

符合这种大的潮流,在家长的心中孩子

背的越多越是聪明,可是他们却忽略了

这个阶段的儿童更重要的激发他们的兴

趣,我们要体现“寓教于乐”的教学原则。

在幼儿园中教师的教学方式不能单一可

以通过吟唱、绘画、讲故事、游戏等方

式把古诗教给幼儿。幼儿语言的发展可

以通过整合教育的方式教给幼儿,整合

教育就是教育内容、教育目标、教育方

式相互整合,幼儿教育应是“整合的, 而

不是孤立的、无联系的”,可以把各个古

诗和五大领域相融合使得教育方式不再

单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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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选材大龄化 

选材要适合幼儿的年龄特征,既要有

意思又要直观化。幼儿的思维处于前运算

阶段,需要图式与具体的动作相联系。我

们选材的时候可以选一些生活化的东西,

建构主义强调学生不是空着脑袋走进教

室的,而是在原有经验的基础上去进行建

构。难度适中对于幼儿的发展来说是必要

的, 近发展区理论强调教学要走在发展

的前端,教学要有适当的难度。选材要有

适宜性,在小班以“咏物”诗为主,在这个

阶段的儿童是直观形象思维。例如在这个

阶段可以学习《咏鹅》生动形象的表现了

大白鹅的优雅姿态。在中班以田园山水诗

为主这个阶段的儿童是具体形象思维,例

如这个阶段可以学习《鸟鸣涧》诗与景融

合为一体,中班幼儿已经可以理解山与

水、情与景之间的具体联系,寓情于景、

借景抒情。在大班以叙事诗为主在这个阶

段抽象逻辑思维开始初步萌芽,在小班、

中班学习了“物”、“景”在构成事件,一

步步递进加深。例如在这个阶段可以学习

《寻隐者不遇》以故事的形式讲解,使得

幼儿更好的理解古诗内容。 

2.3注重知识化讲解,轻视文化体验 

在讲解古诗时教师往往注重知识的

讲解,比如教师在给幼儿讲解《夏日绝

句》时过分解读古诗中字词的意思,只是

单纯的讲解古诗本身的意思。但是却忽

略了这首古诗在传授的是项羽的爱国之

情,教师尤其是在面向幼儿这个特殊群

体去讲解古诗时更加注重的不是逐字翻

译,而是让幼儿理解古诗的意境和情感

体验。一些难以理解的古诗例如《江城

子》：“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

妨！”教师可以不用大搞文字战争,可以

从当时的背景、诗中典故去入手更重要

的是幼儿体会到苏轼的豪情,机械理解

和背诵只会在短期的时间内有显著的成

果。著名教育家奥苏贝尔曾经提出有意

义学习和机械学习,我们更应该是引导

幼儿进行有意义学习。 

3 幼儿园古诗教学的对策 

3.1古诗教学与故事的融合 

(1)讲述故事法：例如《寻隐者不

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

山中,云深不知处”在教这首古诗的时候

我们可以编成一个小故事,古诗只不过

是古人语言的凝练是他们表达的一种方

式,我们可以直接把他们的语言翻译过

来编成一个个小故事有利于幼儿去理解

古诗。 

(2)角色扮演法：教师在讲述故事的

同时可以让幼儿分角色扮演,例如《寻隐

者不遇》可以有童子、有师傅、有问路

人等等,角色扮演可以加深幼儿对于古

诗的理解,在理解的过程中激发他们对

于古诗的热爱。 

3.2古诗与艺术的融合 

(1)与舞蹈的融合：例如《咏鹅》：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

掌拨清波”在这一首古诗中教师可以学

习大白鹅的动作特征,与幼儿一起创编

动作一群大白鹅弯曲着脖子在歌唱,洁

白的羽毛,红红的脚掌,浮在碧绿的水面,

拨动着清水。把这些动作让幼儿去表现

出来,教师可以配上合适的动作表现出

来这个大白鹅的特征。 

(2)与乐曲欣赏的融合：例如《小池》

可以与古筝曲《出水莲》相结合,教师在

这个环节可以选取几首纯音乐,让幼儿

根据自己的理解去选取一首与古诗去搭

配,加深幼儿对于古诗的理解。 

(3)吟唱法：例如《春晓》古诗也可

以用唱的方法去表现出来。 

3.3古诗教学与美术的融合 

与图画的融合：例如《山村咏怀》：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

八九十枝花”这首古诗比较适合以画图

的方法去教给他们,亭台、村庄、鲜花等

一系列景象排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田园

风光。 

3.4古诗与游戏的结合 

在学习古诗的同时我们可以把古诗

与游戏相结合,“寓教于乐”在教育中寄

予乐趣,这是通过艺术和美的形式来进

行的一种教育方式。在古代大教育家王

守仁曾说过：“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

惮拘检。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

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意思就是说

儿童喜欢嬉闹和游戏,教师在古诗教学

时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在游戏的同时去增

加幼儿对于古诗的热爱,教师可以通过

古诗接龙、古诗拼图、开展一些列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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