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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学低年级学生的诗词积累不足,对古诗词的内涵往往难以理解。因此,在古诗词教学中,教师必须结合学生自身的特点创新教学模式,

增强学生对古诗词思想感情的体验和感悟,从而使他们喜欢上古诗词。本文就小学语文低年级古诗词教学进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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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学生的古诗词学习中存在的问题 

处于小学阶段的学生,没有自我学习的意识,而且接受能力和理解能

力都不高,玩心重,学生虽然正处于一个建立学习兴趣以及学习习惯的非

常重要的阶段,但是因为自己年龄阶段的原因和学习经验的匮乏,在语文

古诗词学习中还存在着许多的问题。(1)学生学习的基础较差,所以家长可

能会帮学生购买教材参考书,但是参考书虽然有很多的版本可以选择,但

是许多的参考书的内容都有些部分都有些偏差,有些古诗词的翻译是不正

确的以及重点词句的翻译也存在着问题,有些学生还有可能过度的依赖自

己的参考书,忽视教师的教学内容；(2)学生由于年龄尚小,还不能正确的

理解和表述出作者的思想感情；(3)学生学习时间较短、经验尚浅,文学常

识非常的贫乏,对于古诗词的学习很吃力。 

2 小学语文低年级古诗词教学策略分析 

2.1激发兴趣 

兴趣是探究某种事物或某种活动的心理倾向。教育心理学家认为,兴

趣是学习的催化剂,是学生从事学习活动的内在动力,它能促使学生积

极探索,努力攀登,向着自己认定的目标奋进。前苏联教育家乌申斯基提

出：“没有丝毫兴趣的强制性学习,将会扼杀学生探求真理的欲望。”对

于远离学生生活的古诗教学,教师若能创设良好的学习氛围,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使课堂教学有趣、有序地进行,将对学生学习古诗产生不可

估量的作用。 

比如：在教《小池》时,就可采用“激发兴趣点拨法”。运用多媒体课

件中精美的界面设计,圆圆的一池水,水面上有稀疏的荷叶,还有露出水面

的尖尖荷叶,含苞欲放的荷花,偶尔停着可爱的蜻蜓、古朴典雅的音乐伴着

诗文的朗读,使学生受到画面情境的感染,从而进入了《小池》的诗境。营

造出浓郁的中国古代文化氛围,烘托出良好的教学气氛,这是很好的激趣

方式,这是传统教学无法做到的。 

2.2利用信息技术教学,营造丰富教学情境 

古诗词最重要的特点是讲究意境。现代多媒体技术可以把古诗词描述

的意境直观形象,图文声形并茂的展现在学生面前,它的新颖性、趣味性、

艺术性切合于低年级小学生的好奇心理和形象思维,激发学生的学习探究

兴趣。如《望庐山瀑布》一课视频中香炉峰上云雾弥漫,蒙蒙的雾气透过

太阳光,呈现出一片紫色,好似燃起紫烟缭绕香炉峰,远方瀑布从陡峭山顶

喷泻而下,悬挂在苍翠青山之间,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教师对视频进行精

点解说,引导学生在意境中去感悟、品味古诗词句。如古诗中“香炉、生、

瀑布、飞流、直下、银河”词的用法和所表达的意义,去领悟作者的思想

感情与写作初衷,为课堂讨论埋下伏笔。这样,势必形成“百花齐放”的教

学讨论氛围。教师在讨论、答疑中获取学生对古诗词的理解程度及存在的

问题,为精讲、答疑提供可靠的依据。为此,在古诗词教学中科学地利用多

媒体技术符合小学生的认识事物的规律,它不仅有助于学生对教学内容的

理解,而且有助于学生抽象思维的形成及形象思维地发展。 

2.3明晰诗意 

中国的古诗词都来源于诗人的真实生活,能够体现诗人当时的真实感

情。因此,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将古诗词的教学与实际生活结合

起来。在教学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时,告诉学生这是一篇描写

游子的思乡怀亲之情佳作。诗一开头便紧切题目,写出了异乡异土的孤独

生活凄然,因而时时怀乡思人,遇到佳节良辰,思念倍加。接着诗一跃而写

远在家乡的兄弟,按照重阳节的风俗而登高时,也在怀念自己。进而老师此

刻诵出“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千古名句。接着老师继续点拨孩子回到自己

的生活实际中来,自己的父母或者其他亲人,有没有到外地打工,当到了中

华传统节日时,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节日,少了一个亲人,爷爷奶

奶在饭桌上都在叨念,或者打电话在问好。此时此刻,特别需要在同桌、小

组之间充分议论。这样可以互相启发,激起“头脑风暴”,不仅会大大促进

理解,而且会触发出许多感悟。老师这时引导学生把在生活中观察到、体

验到的东西用古诗文进行表达,从而促进学生对古诗文的理解与感悟。不

仅如此,学习了古诗文,让古诗文运用于习作中,这不仅能提高学生的书面

表达能力,而且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因为学生在习作中用诗时,

会给诗句赋予一种新的表达内容和感受,从而使学生从更新、更广的角度

去理解古诗文,感悟古诗文。 

3 结语 

低年级古诗词教学要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备课要具有深度与

广度,教学设计要适合于学生的接受能力。多媒体课件制作要构思新颖,

对学生产生吸引力；讲授要有艺术性、灵活性,既要突出教学重点、难点,

又要重视课堂讨论中发现的问题。形成人人动脑、动口、动手的讨论式教

学氛围。在讨论中理解诗意,欣赏学习诗人的写作特点,探究诗人的写作初

衷,让学生从古诗词中开发智力之泉,养浩然正气,立志奋发,为后续学习

探究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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