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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古诗词教学过程中的问题和应对策略
李玉洁

（重庆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重庆 401331）

摘要：当前，最新的部编版小学语文教材中古诗词的篇目增加，体现了古诗词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重要性。本文旨在通过对部编版

小学语文古诗词的选题丰、美感足和资源多的内容特点以及现下存在的古诗词教学问题，来有针对性地探讨焕发古诗词教学新生的应对

策略。以期为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提供更多的创新思路，帮助小学生在古诗中感悟美，培养对中国传统古诗词的热爱之情，让小学生们

爱上古诗词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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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是能够串联起古今的丝线，

更是浸润和滋养小学阶段学生的启蒙教材。古诗词是小学语文教

材中重要的部分，如何有效地进行古诗词的教学，借助古诗培养

学生的核心素养也常常成为众多教师的困扰。要想对症下药，就

必须理清小学古诗词的特点，从特点出发，分析可能在古诗词教

学中遇到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一、小学语文古诗词特点

（一）选题丰：不同题材符合学生学习特点

基于 2011 年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以下简称为“课标”），

部编版小学语文教材共选取古诗词篇目 129 篇，其中要求背诵的

推荐篇目共 75 篇，包括我们熟知的骆宾王的《咏鹅》、李白的《静

夜思》、杜甫的《绝句》等诗词。囊括的古诗词题材有爱国诗、

咏物诗、边塞诗、送别诗、记行诗、咏怀诗、爱情诗、讽喻诗和

哲理诗。另外在古诗词的各类体裁中，七言绝句最多，占到所有

诗篇的 53.33% ，五言绝句占 26.67% ，这两者占据了所有诗歌体

裁的四分之三。在课标关于阅读评价的建议中提到，“评价学生

阅读古代诗词，要重点考查学生的记诵积累”，五绝和七绝内容

短小精悍，易于背诵，符合小学生的学习特点。另外古诗选题还

选入了词、古风等体裁，较为完备。因此小学语文古诗丰富的篇目、

广泛的题材、完备的体裁都是有助于小学生接受更多古诗词的学

习，开阔学生视野，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培养学生对古诗的多

元化理解，也激发了学生的学习欲望。

（二）美感足：多重美感培育学生审美能力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美育是不可或缺的，课标中也明确指出要

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情趣，而古诗词所独具的美学韵味，恰恰能

够帮助学生针对性地进行审美能力的培养。在古诗词中引导学生

用美的眼光去看待世界万物，古诗词中所展现的美感具体为如下

几点：（1）韵律美。古诗词的韵律“如乐之和，无所不谐 ”，

这是由于古人作诗十分讲究用韵。即作诗要用韵，韵的作用不仅

在于能使曲调和谐 ，还能够配乐器演奏。如部编本教材中杜甫的

《绝句》 压的便是仄起仄收的韵，迟日 / 江山丽，春风 / 花草香。 

泥融 / 飞燕子，沙暖 / 睡鸳鸯。 通过教授学生进行诵读的规律，

适时停顿，让学生在反复诵读中去感受古诗词的韵律美。（2）意

象美。诗歌大多借助“意象”表达情思，“意象”往往是诗人创

作古诗词的情感载体。比如在部编版教材选取的古诗词中“舟”

的意象，它是叶绍翁《舟夜书所见》的思想之舟，是李白《赠汪伦》

的友谊之舟，是范仲淹《江上渔者》的忧国忧民之舟，是柳宗元《江

雪》的清高超然之舟，也是李白《望天门山》中的爱国之舟。诸

如此类的意象在小学语文古诗词中还有许多，这些意象之美不仅

能给学生带来丰富的情感体验，更能为学生提供珍贵的精神财富。

（3）情感美。部编版小学语文教材古诗中蕴含的情感各不相同，

有对大自然的赞美（如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杜牧的《山行》等），

有对祖国壮丽河山的热爱（如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有心怀

家乡的思念（如纳兰性德的《长相思》），有对传统节日的喜爱（如

王安石的《元日》），有对朋友的思念（如苏轼的 《赠刘景文》），

也有对自身品性的宣扬（如于谦的《石灰吟》、王冕的《墨梅》等）。

总的来说，小学阶段的古诗词情感是以赞美自然为主，这也是鼓

励小学生多去观察大自然美景，感受诗人笔下的中国魅力的自然

风景，同时也有利于学生更快地理解古诗词含义。

（三）资源多：助学系统丰富学生想象力

在小学语文古诗词的课文中，不论是在课文中或学习园地中

出现的古诗词都是进行了配图，这些切合诗意的图像系统能够让

学生更加直观地对诗词有一个初步的理解，这也是符合小学阶段

学生思维以形象思维为主的特点，让他们自己去绘画古诗，提升

学生的想象力。比如在三年级下册第九课《古诗三首》中课文选

取了三首描写传统节日的古诗：王安石的《元日》、杜牧的《清明》

和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本课的图像系统只为《清明》

这首诗进行了配图，描绘了诗中的情境和杏花村这个意象，所以

教师就可以借助此图让学生画一画其余两首诗的景象，让他们打

开想象空间，用自己的笔尖感受不一样的节日氛围。当然除了图

像系统之外，在课文背后还有作业系统，设计不同单元的语文要素。

这些丰富的助学系统都能够帮助学生拓宽思维空间，兼具学习的

深度和广度。

二、古诗教学中遇到的问题

（一）应试化古诗教学，教学模式僵化

目前在小学中进行的古诗教学较多侧重知识性学习，倡导让

孩子未学先背，缺乏对古诗词的情感体悟，多采用传统的教师讲

授学生重复诵读的古诗教学模式，用相似的古诗教学流程教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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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古诗，如：揭诗题——介绍作者——读懂诗词大意——分析词、

句——总结诗人思想感情。这种方式不符合儿童的学习特点，并

且会让儿童丧失对学习古诗词的兴趣，达不到新课标所提出的各

项要求和标准。同时生硬地使用 PPT 灌输诗词知识点只是表面采

取了新的教学形式，实质上还是对孩子进行统一化、模式化的填

鸭式教育，这种缺乏整体感悟和个性化学习的古诗词教学不利于

孩子语文核心素养的培育，中国古诗词意蕴优美，要利用多样化

的方式让学生能够在读中理解、读中想象、读中感悟、读中升华

自己对古诗美的理解。

（二）教师缺乏古诗词素养，难以把握教学目标

教师作为古诗词教学的主要传播者，需要具备一定的古诗词

素养，对新课标中的目标和要求熟练掌握，才能帮助学生更好更

高效率地进行古诗词的学习。而当下存在部分教师自身对于古诗

词方面的素养不足、一味照搬网络教案教学，以及在教学时对古

诗词教学重点掌握不够或出现重心偏移的现象，同时在学习全过

程中对学生的评价方式也较为单一化，此外受到此前所谈到的应

试教育的影响，部分教师对故事教学的倾向也更注重其工具性，

忽略古诗词中蕴含的珍贵的人文财富，进而造成小学生学习时的

厌烦枯燥心理。

三、如何有效进行古诗教学

（一）优化教学模式，强调合作参与

当下古诗词教学模式固化的问题解决，研究者认为可以在古

诗词中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模式，比如在进行咏怀诗、爱国诗等诗

歌题材的教学时，可以采用李吉林所提出的情境教学模式，为学

生创设情境，在学生在预设的情境中自由想象，充分发挥他们的

自主学习意识，在情境的创设、体验和运用中帮助学生说出诗意，

感受诗情。另外也可以让教师善用引导，抓住古诗词的特点，如

关键意象创设情境，才能改变以往僵化的教学模式，让古诗词焕

发新生。还可以根据预设的三维教学目标来选择适合的教学模式，

如在教学王冕的《墨梅》时就可以采用引导—发现式的教学模式，

教师创设情境提出问题，“墨梅是真的梅花吗？王冕为什么要单

独写它呢？”诸如此类的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分小组讨论合作，

提出问题的假设，进而完善本课的学习，也能有效地完成预定的

教学目标。

（二）多元教学方式，调动学生感官

针对小学生的学习特点，处于小学阶段的学生注意力容易分

散，好奇心和求知欲强，结合当前教学存在的问题，古诗吟诵式

教学就是当下教学方式最优的选择。吟诵在古诗教学中的运用本

身就是多元化的，同时又能够培养学生各方面的思维能力，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各项感官来进行教学，吟诵教学所

涉及的方法有：（1）听一听。吟诵本就是古代诗人的创作方式，

所以让学生学习古诗前先听吟诵的音频无疑是一种追本溯源，吟

诵不同于现代的朗诵，它具有不同的格律和声调，所以也能够让

学生觉得新奇有趣。（2）读一读。听完吟诵之后学生就可以自己

跟着老师所提供的吟诵符号进行吟诵，多次反复吟诵，还可以进

行配乐吟诵，每首诗的思想感情不同，故吟诵的方式也不同，这

也有助于 学生快速理解诗歌所蕴含的情感。（3）画一画。在吟诵

过后可以让学生对诗歌内容进行简笔画的创作，不要求同质化，

再画后教师进行多样化评价，如果是有剧情的诗词，还可以安排

学生将所画内容进行演绎，其余同学作为吟诵者，吟一句演一句，

让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进行学习。

（三）善用同课异构，开展古诗教研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哈姆雷特，这句话放在古诗词

教学中也同样适用。面对当前新老教师所具备的古诗词素养参差

不齐，优秀教师分身乏术的问题。研究者认为可以创建古诗词教

研组，进行古诗词同课异构的学习。同课异构，即不同的教师根

据学生实际、现有的教学条件和自身的特点，进行不同的教学设计。

对古诗词进行“同课异构”的教学研讨可以为教师们提供了一个

面对面交流互动的平台，让教师在交流中获得成长。同时也减轻

了教师的负担，也让学生能够感受不同的教学模式。

（四）古诗组块教学，培养学生思维力

“联结力就是生命力”，组块教学的提出者薛法根如是说。

部编版小学语文所选取的古诗词篇目是一个有机联合的整体，它

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在小学语文古诗词的教学中一

定不能将每首诗进行分裂式学习，故在教学中可以使用薛法根提

出的组块教学的方式，将古诗进行季节分类或意象分类，或对古

诗词进行作者、时代、写作的背景链接，学生与古诗词间建立的

学习链越完整，学生对古诗词的掌握越透彻。联结需要学生思维

力的参与，所以这也训练了学生的多项思维，对组块中同一类型

不同感情的诗歌学习也可以增强学生的思辨能力，促进学生的思

维从形象思维到抽象思维转变。

四、结语

古诗词是我国宝贵的知识财富和精神财富，在小学阶段就必

须对学生做好古诗词的启蒙，调动学生学习古诗词的乐趣，让小

学生徜徉在古诗词这条魅力的河流中。对于古诗词的教学应以人

文性为主工具性为辅，多让学生感受古诗词中的美学韵味，提升

学生的审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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