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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有效应用情境教学法提升小学语文古诗教学时效性 
◆柏浩天 

（贵州省荔波县丙楼小学  558401）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及教学水平也在不

断的进步和提高，越来越多人们开始关注小学教育。小学语文教育在新

时代的背景下也更加注重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而小学课本中的古诗
文都是我国教育部门在经过层层筛选后选出的，最适合我国小学生全面

发展的优秀传统文化。因此，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就要突破古诗文教学的

难点，让小学生在学习古诗文时不会觉得古诗文枯燥、难懂，从而导致
小学生的学习兴趣差，学习效率低。情景教学法就是根据小学生的学习

特点制定的，它能给学生创造学习情景，给学生强烈的作品代入感，从

而让学生产生强烈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直观的理解古诗知识，极大的
提升小学语文古诗文教学的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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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小学语文教
学中的重难点。又由于小学生自身的年龄较小，对生活缺乏理解
和精力，因此小学生对古诗词中凝练的语句就极难理解，也不能
体会古诗中作者的思想情感。因此，如果在小学语文的教学课堂
中引入情景教学法，就能直观的让学生全面的融入到古诗的情景
中，全面的理解古诗的情感，提升课堂教学时效性。 

一、运用情景提升学生学习古诗的兴趣 
古诗区别于其他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意境美。诗人

从自身的真情实感出发结合周围的景物，创作出的古诗能表现出
诗人丰富的内心情感。这样诗人创作出的古诗既能彰显意境之
美，又包含着诗人的真挚情感[1]。想要让小学生更好的学习和理
解这些诗词，老师就要把握住诗词的“诗眼”，老师引导学生找
出诗词中的“诗眼”，并让学生通过自己的想象，丰富与理解诗
词的“诗眼”。在学生们自己进行想象创造之后，老师结合学生
们的想象构筑出一个情景，这样就能让学生通过自身的想象步入
到古诗的意境里，让学生更好的理解古诗的意境。比如，老师在
《登鹳雀楼》的教学中就可以为学生构建出这样一个奇妙的情
景：这首古诗中的太阳倚靠着远方的高山，将要在天边的尽头沉
没，却在这短暂的过程中在天地间洒下无尽的光辉，而高山下的
黄河滚滚流淌奔涌不休，连接着远方的天地看不到尽头。日出日
落和黄河奔涌这两个平时常见的情景却在世人的笔下显得如此
壮丽而多彩。在构筑出这样的情景下，老师把握住这首诗中的“欲
穷”“千里”“更上”“一层”这几个诗眼引导学生进行想象，学
生就会很容易的被带入到诗词的情景当中，进而理解诗词的意境
和作者的思想感情[2]。这样的课堂教学既增加了课堂的趣味性和
对学生的吸引力，又能够使学生的思维受到较好的启发与教育，
培养了孩子的创造力增加了孩子学习的主动性，使教学的时效性

性得到极大提高。 
二、借助古诗的意境深入学习古诗。 
古诗中的意境是诗人借助自身的情感与外部的景物共同构

筑出的情景，诗人的情感和景物互相融合往往使得古诗中的意境
栩栩如生、美轮美奂。老师在进行古诗的教学实践当中，可以引
导学生对古诗的意境展开合理地想象，让学生自己构建古诗词中
的情景，从而锻炼学生自己用联想的手段来体会古诗词内涵和思
想感情的能力，提升课堂教学的时效性。 

三、从不同视角出发，体现出情景教学的作用 
现代小学的古诗词教学应该顺应时代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教

学方法，保持教学的方法多样性，才能持续的保持课堂的吸引力
[3]。从不同的视角深入感知和发掘诗词的内涵就是一个不错的方
法，能充分的体现出古诗教学的时效性。老师一方面可以通过让
学生不断的朗诵把握和体会诗词的语言意境美，另一方面还可以
运用多媒体的形式播放各种视频和图片给小学生，让学生通过观
看多媒体课件充分领会古诗的美。例如：在古诗《小池》的教学
中，老师可以在上课时用多媒体课件给学生播放一望无际的荷塘
景色，让学生沉浸在荷塘美景之中，再引导学生畅所欲言的表达
自己的思想情感，让学生们互相交流一下都在欣赏到了哪些美
景。学生们自己交流之后，老师再和学生们一起多次朗读古诗，
学生们自己就能领会到他们自己看到的景色和诗人描写的有什
么不同，这样学生们就能很快的把握住这首诗中“泉眼无声惜细
流，树阴照水爱晴柔”这两句诗词到底好在哪里，老师抓住时机
对同学们的思维进行启发后，学生们就会明白，这两句诗不但表
达了作者对眼前美景的赞美，也体现出了作者对人生的感悟，学
生们学习的效率和课堂时效性也就得到了提高。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得出情景教学法是顺应时代发展产生的

产物，是对传统教学方法的完善和发展。因此，小学语文老师在
教学实践中要及时转变教学观念顺应教学改革的步伐，积极的将
情景教学模式运用到小学语文古诗的课堂教学中去，提升学生学
习古诗的兴趣，让学生能够自主全面的体会到小学古诗中的思想
和情感，进而有效提升小学语文古诗课堂教学的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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