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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低年段古诗词教学有效策略研究
王伟丽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实验小学，江苏 苏州 215228）

摘要：小学语文低年级段古诗词教学是孩子国学启蒙的关键期，但是由于学生识字不足理解力有限，就使很多学生对古诗有了畏难

情绪。尤其是在新课改的大浪潮里，教师若不能及时寻得有效方法帮助低年级学生克服这种畏难情绪，那么低年级段的古诗词教学也很

难突破以往只重知识的瓶颈，甚至对学生以后的国学学习热忱度都会造成影响。对教师而言，深入古诗词教学策略研究，提高学生国学

兴趣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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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教育部印发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 年版）》

中，我们看到一个重点那就是让核心素养落地，为知识运用赋能。

这一课改发布之后，教育者们开始从自己所涉及的教科领域进行

了不同程度的课程教学变革。作为中华民族瑰宝的古诗词教学，

在培养学生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

在低年段的教学中，古诗词教学还面临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例如学生理解困难、兴趣不足等。所以，探讨有效的古诗词教学

策略，提高学生的学习成果，已成为当前教育工作者关注的焦点。

二、小学低年级古诗词教学的重要性

小学低年级是整个国学学习的启蒙阶段，很多孩子或许在学

前了解过一些，但大多都是浅尝辄止，停留在机械背诵阶段。能

否真正爱上古诗词，爱上博大精深的国学中那抹璀璨文化关键还

是看小学低年级段古诗词部分的学习领悟。下面我们以小学部编

语文为例来看下低年级段的古诗词安排。

表 1

从部编语文来看，低年级短短两年的教材涉及到的必背

古诗词有 27 首，而数据统计在整个小学段的必背古诗有 112

首，由此可以看出低年级段的古诗词在整个小学阶段占据了

27%。

低年级的学生，刚实现从学前到学后的跳跃，不管是生理还

是心理都还处于懵懂阶段。这个时期的他们识字量很是有限，所

以对于古诗里那些生涩难懂的字词，他们更是望而却步。这个时候，

教师们一不小心就可能增加学生对于古诗词的厌学情绪，从而影

响后期对整个语文学科的学习。

作为小学低年级段古诗词的教育者，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低

年级段学生的这种脆弱性，重视小学低年级段古诗词的教学，打

好国学的基础，为后来更深层次的学习做好准备。

三、低年段古诗词教学现状

随着新课改如火如荼地进行，在小学低年段古诗词教学的课

堂里出现了很多尝试性的改革，这些改革一定程度上优化了古诗

词教学的课堂，但是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如学生认知水平有限、

教学方式单一以及忽视古诗词文化背景的解读等。

（一）学生认知水平有限

低年段学生的思维还是以形象思维为主，对于现代语言的学

习还处于探索阶段，所以抽象的古诗词对于他们来讲轻易理解还

是较为困难。

（二）教学方式单一

传统的古诗词教学多采用“填鸭式”教学，这种被动式的接受，

缺乏趣味和互动性，很难从真正意义上激发学生学习古诗词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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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

（三）忽视文化背景

在当下低年段古诗词的教学课堂里，很多教师在教学的过程

中，忽略了古诗词文化背景的解读，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让学生对

古诗词的理解只能是停留在层面上。

四、新课改下小学语文低年级段古诗词教学有效策略

新课改要求下，扩大学生知识面全面提高语文素养被提上日

程。对此，越来越多的教师开始将新课改的要求引入自己的课堂，

并围绕新课改这一概念开展一系列相应教学活动。尤其是低年段

古诗词教学的课堂，这一现象尤为显著。因为在小学低年级段，

古诗词教学占据了很大比重，而低年段的孩子理解力有限，且他

们初次接触古文，对这种语言生涩的文字有着很大的畏难情绪。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在古诗词教学的课堂上，能否找到一种

有效的教学策略，对于低年段的孩子来讲会有着重大影响。那么，

该如何找到应对低年段学生古诗词教学的有效策略呢？可从以下

几个方面来探究。

（一）激发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在学生有限的理解力下，教师若要

保证教学质量，在古诗词教学的过程中，必须要遵循孩子的认知

规律，采取一切方式引起学生的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1. 引入趣味元素

数字化背景下，趣味元素因着它独特的吸引力已然作为一种

最日常的方式活跃在了小学的课堂之上。所以，在低年段的课堂

上我们也可以尝试着以此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通过引入与古诗

词相关的趣味元素来提高学生学习的热情和信心。这些趣味元素

主要是讲故事、相关视频动画等音影素材。这些音影素材因为生

动形象且又复合学生这个年纪段的认知特点，所以很容易被学生

接受。以此为契机，把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些与学生生活相差

甚远的古诗词上来。

2. 创新教学方式

在传统的教学课堂上，师生关系多为授受关系，即单纯的教

师输出，学生接收模式，形式单一且呆板。在整个的教学环节里，

教师一直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主动性

和创造性。课堂，应该是创新民主的，是师生双向奔赴的，而不

是专制的独裁的，尤其是在低年段的古诗课堂里，教师应试着寻

找不同的教学方式把学生带入到这些千百年前的绕口文字和语句

里，让千百年后的他们在一种轻松愉悦的环境里尽情享受古人的

文字，撷取古人的智慧。

而能够实现这些的就是要教师放下师者身段，和学生成为朋

友，进入到他们的生活中。在他们的生活里，教师便可采用游戏

化教学、互动式教学等新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

中学习古诗词，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二）加强理解，提升学习效果

在低年段古诗词的教学过程中，我们要注重字词教学。因为，

古诗词中的字词往往具有特定的含义和用法，这是完成文学积累

的一个过程，所以对于古诗不能不求甚解，而是要“通字义通词义”，

做到一首古诗通，百首诗意明。教师要注重讲解字词的含义和用法，

帮助学生理解古诗词的意思。可以把含有相同字词的古诗词放在

一起，比较阅读和理解。例如在《所见》的教学中，“意欲捕鸣

蝉”中的“欲”和《赠汪伦》中的“李白乘舟将欲行”中的“欲”

通过对比阅读理解，发现两个“欲”意思不一样，前者是“想要”

后者是“将要”，这样通过对比加深学生记忆。还可以通过教学

情境的创设，通过模拟诗句中所描绘的场景和情境让学生更好地

理解和感受古诗词的意境和情感。

（三）融入情感，引起共鸣

在古诗的“五步法”中，排在最后的是“悟诗情”环节。检

测学生对一首古诗词是否真正掌握，主要是看他是否准确把握了

这首诗词所表达的诗人的情感。教师尝试让学生感情与诗人感情

发生碰撞。通过“碰撞”达到与诗人“共情”的目的。这一环节

是建立在“五步法”中的“读诗文”基础上的，因为只有在充分

的朗诵前提下，对古诗感情的体会才会更加深刻。所以为了更好

融入情感，引起共鸣，学生可通过不同形式的诵读、表演等形式

表达自己对古诗词的理解，培养自己的审美情感。让学生在各种

实践中，体会作者情感提高自身古诗词运用能力。

五、结语

综上所述，小学语文低年级段古诗词教学的有效策略需要注

重激发学生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加强理解，提升学习

效果、融入情感，引起共鸣等方面。通过采用这些策略，可以帮

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古诗词，提高他们的文学素养和审美能力。

小学语文低年段古诗词教学应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

养学生的语感和文化素养。通过创设情境、注重诵读、借助注释、

挖掘文化、整合教材和鼓励创作等策略的实施，可以有效提高古

诗词教学的效果，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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