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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化传承的小学古诗文教学之初探 

嵇月娥 
（高新区长江小学校  江苏  苏州  215000） 

摘  要：我国是个诗歌的国度，诗歌文化源远流长。古诗文不仅是文学遗产，更是蕴藏着丰富的人文智慧和文化价值的宝藏。近年来

语文教学更加注重学生古诗文的学习，统编教材小学阶段共选编了 112 首古诗文；另外还体现在古诗文教学要求的提高上，要求古诗

文教学重视有韵味的诵读、深远意境的理解及审美鉴赏，实现文化传承的使命。基于此，本文将围绕文化传承与小学古诗文教学的相

关介绍展开论述，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小学古诗文教学中传承文化的有效策略，通过花样诵读、课堂深研、课后延伸、创新评价等手

段让小学生在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中不断提升语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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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我国是个诗歌的国度，诗歌文化源远流长。古诗文中

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寄托，这种寄托是民族共识，更是宝贵的

民族文化。统编教材小学阶段共选编了 112 首古诗文，要求古诗

文教学重视有韵味的诵读、深远意境的理解及审美鉴赏。笔者认

为，小学生目前学习阶段处于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

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的最佳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如

果引导学生有滋有味地学习古诗词，自主深入地探秘古诗文的内

涵，从而能熏陶学生对古诗文的喜爱与传承，不断提高语文素养。 

一、文化传承与小学古诗文教学 

（一）课堂注重文化传承的必要性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瑰宝，具有深厚的历史

底蕴和广泛的影响力。将文化传承与小学古诗文教学进行有效结

合具有重要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重拾传统文化。

将文化传承与古诗文教学相结合，可以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中国

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优秀传统，从小培养他们对传

统文化的热爱和自豪感；（2）摆脱教学困境。当前小学古诗文教

学往往存在枯燥乏味的问题，使得学生难以对文化产生浓厚的兴

趣，将文化传承与古诗文教学相结合，可以打破传统教学的束缚，

助力学生建立理解古诗的逻辑系统，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参与度；（3）满足心理需求。文化传承是潜移默化的过程，能够

满足个体归属感、认同感和自我实现的心理需求，将其融入到古

诗文教学中，可以让学生在欣赏和吟诵古诗的过程中，获得情感

共鸣和文化熏陶，从而增强文化认同感。 

（二）目前课堂文化传承的难点 

就目前实际情况来看，在小学古诗文教学中传承传统文化还

面临许多困难，只有加强对这些难点的分析与研究，才能制定更

好地的应对策略，从而提高古诗文教学中的文化传承效果。具体

来看，其中的难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师生的传统文化传承

意识薄弱。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很多教师在古诗文教学中往往更

注重知识和学习技巧的传授，忽略了传统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引

导，而学生面临着各种线上、线下课外活动和多样化的文化选择，

导致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接触时间减少，因而缺少文化传承

意识；（2）教学中的传统文化传承缺乏重点。在小学古诗文教学

中，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多样性使得教师难以把握和遴选教学

重点，再加上时间和资源的限制，更是导致传统文化元素未能得

到充分挖掘；（3）传统文化与古诗文的联系困难。古诗文数量众

多，且主题思想各不相同，这也导致古诗文与传统文化联系起来

比较困难，难以实现最佳育人效果。 

二、小学古诗文教学中传承文化的有效策略 

（一）花样诵读，体会传统文化的韵味 

诵读是古诗文最经典的学习方法，也是古诗文教学的第一步

骤，因古诗文音韵和谐、朗朗上口，韵律的和谐是品读诗歌的精

华，读其声，原其韵，这是学诗非常美好的事。 

小学一年级学生刚开始接触古诗文时，我们在古诗文的教学

上要“淡化诗意，重在诵读”。一年级的小学生还不懂诗文的押

韵，但我们可以在诵读中让学生感受到。笔者在教学《古朗月行》

时，“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通

过指导学生读诗，抓住“盘”“端”这样的韵脚，引导学生进行

吟诵。在反复吟诵中，学生能够在音韵上感受到古诗文极具的音

韵美；能够更好地感受到古诗文的美妙之处，并进一步了解古诗

描写的画面和其中蕴含的情感。还可以播放古诗唱片，反复吟唱

或吟诵，来掌握古诗词特有的音律、节奏，从而加强对古诗词的

记忆，及加深对古诗文内涵的理解。 

有些古诗词所含的文字画面极为丰富，就可以引导学生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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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读诗文，一边自己去想象图上的景色与事物，边读边想，自

然而然地走进了诗词里去。在学习王维的《鸟鸣涧》时，学生反

复初学古诗后，笔者播放一段古典音乐，让学生闭上眼睛去感受，

想象“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的美好画面，然后让学生带上

感受静静地再去读诗。几遍读下来，学生们就能体会王维清新淡

远、自然脱俗的心志品性。学生通过反复吟诵，在欣赏古诗词字

词句之美的同时在脑海中初步构建出具备相应美感的画面，不断

感受诗词所描绘的色彩画面，寻味到诗词的独特魅力。 

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关注诗歌的韵律、押韵、节奏等，促使

他们更好地品味古诗文的韵味，并在这个过程中产生新的思考和

感悟，从而激发对古代文化的热爱和探索欲望，促进传统文化的

传承和发展。 

（二）课堂深研，构建古诗文文化体系 

在新课程教育背景下，小学语文课堂越来越异彩纷呈。因此，

为了更好地传承文化，教师还需要寻找多样化的教学途径，创新

古诗文教学，使古诗文更好地为传承传统文化所用。 

俗话说“文史不分家”，在进行古诗文教学时，教师可引导

学生了解这首诗所涉及的古代社会背景、作者的生活经历和创作

动机等信息，以便更好地理解古诗文中所反映的社会风貌和人民

生活，从而在心理上与古代作者产生共鸣。例如，教学《静夜思》

这首诗时，让学生了解这首诗创作于开元十四年九月十五日的扬

州旅社，诗人抬望天空时产生思乡之情，进而写出了这首传诵千

古的名诗，学生通过了解这一创作背景，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李白

在寂静深夜中思念故乡的情感。 

新课程背景下还强调“文道统一”。如在学习《七律·长征》

一诗时，课堂教学中，紧扣“不怕”这个中心引导学生品析诗句，

在理解颈联诗句“大渡桥横铁索寒”时，可出示影视作品《飞夺

泸定桥》的片段，促进学生直观理解，让学生形成视觉冲击，形

成情感共鸣。在反复的诵读中，感受铿锵的节奏、凝练的语言、

豪迈的气势。学完古诗，再拓展“阅读链接”《菩萨蛮·大柏地》，

这样的多渠道了解长征，学生能更好的体会红军战士大无畏的革

命英雄主义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真正激发起他们的爱国情

感，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此外，在古诗文教学中，教师还需要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和质

疑，通过提出问题、展开讨论等方式深入探究古诗文的意义和价

值，例如在教学《登岳阳楼》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关于人

生、历史等方面的问题，激发他们对古代文化的思考，培养其批

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课堂上还可以借助多媒体、互联网

等资源，丰富教学内容，通过多媒体展示古诗文的背景知识、作

者介绍等，激发学生学习古诗文的兴趣；还可以运用互联网资源

开展线上学习、互动交流等活动，拓宽学生获取古诗词知识的途

径，这样的创新课堂能够进一步增加学生对古诗文的学习兴趣，

有效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三）课外延伸，促进思维生长 

纸上谈兵不能传承传统文化，只有将古诗文知识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才能真正领会文化精髓，从而弘扬中华人民的优秀文

化成果。 

学校应当注重校园文化建设，通过悬挂古诗文书法作品、设

置古诗文展览牌等方式，将古诗词文化融入到校园环境中，使学

生在校园的各个角落都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存在，并激发对古诗

文的兴趣和学习热情。老师还可以积极组织丰富多样的文化活

动，如古诗文朗诵比赛、课堂戏剧表演、古诗文写作示范等，既

可以为学生提供展示自己才艺与表达的机会，同时也能让他们亲

身参与到古诗文的传承当中，领悟古诗文的价值和内涵，同时还

可以组织走进社区、博物馆等地参观学习，拓宽学生对传统文化

的视野，将知识转化为行为习惯，落实知行合一的理念。 

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借助传统节日、特色活动等机会，将

古诗文与当地的民俗文化相结合，让学生体验并感受传统文化的

深厚底蕴。例如，在端午节期间，组织学生学习相关的古诗文，

并开展包粽子、挂艾草等民俗活动，让学生感受古代文化对现代

社会的影响及古诗文背后蕴含的情感与价值观。 

结束语：综上所述，在小学古诗文教学中注重传统文化的传

承与弘扬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一线语文老师要充分认识到古诗

文教学的重要性，并积极采取有效策略，进一步探索和完善这一

教学模式。只有在小学古诗文教学中充分发挥文化传承的重要作

用，才能为学生的综合素养发展和文化自信提升奠定坚实基础，

为我国民族精神的传承积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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