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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与应用

中国传统文化古诗词融入幼儿教育教学方法探讨
章晓洁

（龙岩技师学院，福建 龙岩 36400）

摘要：随着教育理念的不断更新，以古诗词为代表的中国传

统文化开始日益被教学工作者重视起来。一些幼儿教师通过不断

开展朗诵经典故事、庆祝传统节日、传阅古诗词连环画等活动，

让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古诗词文化在幼儿心中打下一定的知识

基础，幼师要采取丰富的教学方式，同时兼顾重视幼儿学习兴趣

来更好地进行幼儿的启蒙教育。与此同时，纵观社会和学校教育

环境可发现，已经有愈来愈多的家长和教师开始认识到以古诗词

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幼儿教育中占据的重要作用。本文将对如何

将传统文化古诗词融入幼儿教育的教学方法进行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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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幼儿学习古诗词文化的重要意义

（一）陶冶情操

古诗词是我国传统文化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为增加幼儿对

古诗词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了解程度，幼儿教师可以有计划地引导

幼儿熟读并背诵古诗词，可以很有效地加强幼儿的语言理解能力

和语言欣赏能力，更好地品味古诗词的独特意境，领悟诗中世界，

更好地培养和陶冶幼儿的文化情操。与此同时，我国古诗词也具

有深刻的人生哲理，让幼儿进行学习，也可让其在学习领略前人

智慧之余，知晓更多道理。比如《明日歌》的学习，可让幼儿了

解到知识的宝贵性，当日事当日毕，不可事事拖延，推到明日去做。

（二）培养爱国精神

学习古诗词有利于更好的塑造民族自豪感，养成强烈的民族

归属感。对幼儿的古诗词传统文化的启蒙教育，不仅可以培养情

操，更能培养幼儿的爱国精神。尤其是随着幼儿古诗词的学习历

程，将在不同的学习时期学习到不同年代的诗人的爱国情怀。比

如杜甫的《春望》，展现出诗人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的忧思，

真切表达出诗人忧国忧民的诗歌情怀；又比如曹操的《观沧海》，

“东临碣石”，观海有感，行文铿锵有力，通篇都展现出曹操一

统天下的豪迈情怀和远大的政治抱负；再如诸葛亮的《出师表》，

通篇洋溢着诗人愿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爱国热情。

二、古诗词文化融入幼儿教学的教学方法

（一）认真选取教学内容

幼儿正处于各项知识的学习起步阶段，对于古诗词几乎没有

学习基础。因此幼儿园教师可以根据每次古诗词的授课任务并结

合当时的授课环境，选择恰当的授课内容进行幼儿的诗歌教学，

如可选取符合当时节日特色或者季节特色等方面的教学诗词，可

以更好地帮助幼儿理解诗词中的景象意象，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比如当前季节是春天，幼儿教师可选择《小池》《所见》等富含

春日元素的古诗词进行教学，引导幼儿对诗词中的意象进行感悟

和理解，结合当前季节特色课更有效体会春天的意境，使得幼儿

深入理解到诗人的创作情境，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二）结合实际进行教学

对幼儿的古诗词教学应当结合实际，熟读背诵之余，应当

培养幼儿的积极情感，培养正能量型人才。例如临近母亲节，

教师可选取《游子吟》教学，不仅可以进行正常的诗歌教学任务，

也可让幼儿深刻体悟到母亲细腻深厚的母爱。教学方法教师可

采取首先带领幼儿熟读古诗词，对诗中母亲深夜为即将远行的

游子深夜挑灯的情形作出形象描述，引领幼儿深刻体会到此刻

母亲不舍的深情，进而引导幼儿体会到应该爱妈妈、感恩妈妈。

除此之外，幼儿教师还可组织幼儿对生活中妈妈的爱的实例进

行分享，讨论如何报答妈妈的爱等活动。通过这种教学方式，

幼儿会发现妈妈对自己无微不至的爱，会对妈妈更加感恩，有

助于形成更和睦亲密的家庭关系，也有利于培养更加积极健康

的幼儿心理。

（三）采取有趣的教学模式

古诗词教学具有枯燥乏味的特点。教师可以利用有趣的教学

方式来更好的调动幼儿的学习兴趣。为了实现更优质的教学效果，

幼儿教师一定要注意在古诗词教学任务中，采取丰富有趣的教学

模式。比如教师在进行《江南》的诗词教学任务时，幼儿教师可

选取《荷塘月色》进行配乐，这样更有利于幼儿进行诗歌朗读时，

体会诗词中的情感。

（四）融入古诗词歌曲文化

当今社会歌曲艺术家对古诗词进行改编，以其古色古香的缠

绵、铁骨铮铮的柔情备受人们喜爱，听歌之余还可以进行古诗词

文化的学习和理解，一举两得。例如杨小琳出版的专辑《绿蓑衣》，

便是一个经典例子。其内选取十首古诗词，在辅佐以专门的韵律

配乐，进行古诗词的歌曲化创造。其内涉及到《采葛》《鸟夜啼》

《江南》《浣溪沙》《一剪梅》《渔歌子》《相思意》《隔三秋》《吹

裙带》等经典诗词，其中的《一剪梅》更是唱出经典，传颂千古，

深得人们喜爱。在具体的古诗词教学中，教师可以有意识的选取

相对应的改编歌曲，在给学生放松压力的同时，既可以舒缓心情，

又可以加深古诗词的学习，极大程度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利

于实现更高效的教学质量。

三、结语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具有五千年的发展历史。很多古诗词的

产生都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同时由于诗人在创作诗词时的不同

的心理环境，由此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诗歌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

中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幼儿所学习的古诗词普遍较为简单，但

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先辈对祖国的热爱，对生活的热爱。每一首古

诗词都具有其本身独特而又深刻的文化内涵，即使到了当今世纪，

仍旧散发出无穷的文化魅力。由此可以预见，加强幼儿教学中的

古诗词教学必将在未来幼儿教学中占据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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