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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实施《三字经》教学的价值与实践策略
李成祥

（常州市第二实验小学，江苏 常州 213000）

摘要：《三字经》等传统蒙学读物中蕴藏着丰富的教育智慧，将其应用到小学语文教学中具有较高教育价值。在新课改背景下，小

学语文教师要积极探索教学改革路径，促使《三字经》教学内容能够有效渗透语文课程，推动学生语文综合能力发展，促使学生形成良

好的行为习惯与道德修养，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基于此，本文针对小学语文实施《三字经》教学的价值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实践策略，

以期为教育工作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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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史发展悠久，文化资源丰富，越来越多的国学经典实

现了在人们生活中的渗透，促使人们的精神与境界得到提升。国

学经典是基础教育阶段的重点内容，是学生启蒙的重要读物，能

够在夯实学生语文技术的同时，促进学生良好发展。新课改强调

语文学科教学要继承与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对

学生思想价值观念的引领。《三字经》作为国学经典读物之一，

因其朗朗上口等特点备受小学生喜欢，小学语文教师要注重通过

《三字经》教学提升语文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综合素质。

一、小学语文实施《三字经》教学的价值

（一）有利于培养学生人文素养

在新课改背景下，小学语文教师愈加重视对国学经典的教学，

促使其能够与语文学科教学有效融合，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有效

传播。《三字经》是国学经典中的重要内容将其引进到小学语文

教学中，不仅能够引导学生了解更多的优秀传统文化，同时还有

利于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积累学生知识经验。在小学语文课程教

学中，教师可引导学生对国学经典《三字经》进行诵读，为学生

讲解《三字经》中的历史故事，结合《三字经》的道理，引发学

生深度思考，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内涵的了解兴趣，帮助学生树

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念，让学生能够切实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博大

精深，潜移默化地提升学生文学素养。

（二）有利于发展学生语文能力

小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他们的思想素养发展不

成熟，缺乏一定的自我约束能力，在语文学习过程中，容易出现

注意力不集中、对课文理解不到位等情况。《三字经》作为国学

经典读物，其与小学生的学习特点相契合，不仅能够以通俗易懂

的故事调动学生学习热情，让学生更愿意参与语文学习，同时，

还能够帮助学生学习丰富人生道理，帮助学生养成端正的学习态

度。在《三字经》课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带领学生攻破生字词

与故事含义等障碍，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学习热情，增强学生

民族自豪感，让学生通过经典诵读不断积累词汇量，深化对语文

的认识，有效发展学生语文能力。

（三）有利于提升学生思想认知

《三字经》在培养学生思想认知与提升思想素养方面具有积

极作用，是小学语文开展德育教育的重要载体。在组织开展诵读

活动中，教师通过讲解《三字经》片段含义，能够让学生感受到

传统文化元素的魅力，学习到优秀人物身上的优良品质，进而可

以提升学生思想认识，培养学生优良学习品质。在小学语文教学中，

教师可深度挖掘国学经典中的德育元素，拓展课文以外的文学知

识，让学生能够学习到我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受到古人行为习惯

的影响，主动约束自身言行，进而实现良好发展。经典诵读活动

能够让学生汲取丰富的文学内涵，让学生理解《三字经》深刻内

涵的同时，发展自身思想品质与思想文化素养。

二、小学语文实施《三字经》教学的问题

（一）教师缺少对《三字经》教学的正确认识

语文教师对《三字经》的认识直接影响着后续的教学效果，

就目前而言，部分教师对国学经典教学存在错误认知。一方面，

教师缺少对国学经典传达思想与教育意义的深入探究，难以将其

有效应用到语文教学活动中。比如在教学中难以选择合适的国学

经典内容开展教学，出现所学片段与教学内容、学生学习情况不

符合的情况，使得学生难以切实感知文学经典背后的道理，出现

一知半解的问题，难以有效提升学生学习效率。另一方面，部分

教师缺少对国学经典应用的重视，在教学中过于关注学生语文学

科成绩的提升，疏忽了对国学经典读物的融入。国学经典是语文

知识的有效延伸，教师若单纯关注教学重难点，缺少向外延伸知

识点，则会影响学生的知识储备量，出现教学形式单一、教学过

程缺少设计性等问题，不利于学生全面发展。

（二）学生缺少良好的诵读习惯

诵读是语文教学活动中的重要内容，养成良好的诵读习惯对

学生个体发展具有积极作用。通常来说，语文诵读阅读并没有固

定的时间约束，学生需要合理安排自己的诵读时间。但就目前而言，

很多学生并没有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在经典诵读方面缺少自觉

性，对国学经典阅读的重视度不足。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较多，

比如传统阅读活动较为单一，难以有效调动学生的经典阅读兴趣，

让学生从心理上产生对语文阅读的忽视，缺少在日常学习中的阅

读；教师所选择的读物与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不契合等，缺少对学

生主体地位的体现，难以有效培养学生自主阅读意识。

三、小学语文实施《三字经》教学的实践策略

（一）应用《三字经》导入新知，激发学生语文学习热情

《三字经》中含有丰富的历史典故，这些典故脍炙人口，适

合小学生阅读，将其引进至课程导入环节，能够有效吸引学生注

意力，调动学生学习热情。对此，小学语文教师要正确认识到《三

字经》教学的重要价值，能够积极探索国学经典读物内容，结合

学生喜好特点与认知规律选择适宜片段，促进国学经典的有效渗

透。小学生的年龄较小，比较喜欢新奇的故事，教师可提炼《三字经》

的趣闻故事，将其与课堂导入环节有效结合起来，吸引学生关注，

让学生能够全身心沉浸式课堂学习，为提升语文水平奠定良好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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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首先，教师要全面分析教学情况与学生学习情况，包括小学

生学习兴趣、学生语文综合水平、教材课文主旨等，以此找准传

统文学经典与语文教学的契合点，促使国学经典能够作为导入材

料引进至语文课堂，充分发挥国学经典的积极作用。其次，选择

合适的素材导入语文知识。为有效吸引学生注意力，增强语文教

学效果，教师要选择适宜的材料作为导入，向学生讲解其中的典

故与道理，以此引出课程新知识，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例如在

课程《孔子拜师》教学中，教师先为学生展示《三字经》中的片段：

“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勤学”，而后为学生解释此片段

的意思：“仲尼就是孔子，项橐是七岁的小神童，这句话的意思是，

从前孔子特别好学，当时，鲁国有一名神童叫作项橐，孔子就曾

向他学习，像孔子这样圣贤的人，尚且不忘勤学，我们这些普通

人更要向孔子学习。”故事中的神童与小学生的年龄差不多，很

多学生会产生“为什么孔子会向儿童学习”等疑惑，结合学生的

疑惑，教师为学生讲解“项橐与孔子”的故事，让学生从故事中

感受到两位人物的智慧，认识到孔子的谦虚好学，以此激发学生

的自主学习意识，培养学生勤学好问的优良品质。讲解完《三字经》

的故事后，教师引出课文内容，让学生学习孔子拜师老子的故事，

让学生能够带着对孔子的崇敬心理学习后续文章，在文章中感受

到孔子的勤奋品质。《三字经》中蕴藏着丰富的趣味故事，教师

将其引进到语文教学中，能够有效吸引学生注意力，让学生在趣

味故事中学习道理，健全人格，实现良好发展。

（二）组织《三字经》诵读活动，培养学生语文诵读能力

《三字经》行文押韵、朗朗上口，非常适合小学生阅读，小

学语文教师可组织《三字经》诵读活动，有效锻炼学生的诵读能力，

让学生感受汉语言的魅力，培养学生审美素养。传统文学读本是

经典的诵读材料，教师要将其穿插到语文诵读教学中，借助诵读

活动积累学生语言素养，发展学生思维品质。对此，教师可结合

课程进度，定期组织诵读活动，在《三字经》中选择适宜的片段，

应用信息技术为其讲解该片段的含义，带领学生分析该片段的情

感，帮助学生解决生字词障碍，帮助学生读懂字句，合理控制诵

读节奏。在此基础上，应用信息技术播放适宜的音乐，营造出良

好的诵读氛围，让学生按照音频与教师的示范进行诵读，先让学

生独自诵读，熟悉生字词后，组织分小组自主诵读，以此锻炼学

生的诵读能力与语文素养，在小组诵读中，深化对文本含义的理

解。例如在诵读活动中，教师选取了“一而十，十而百……十二支，

子至亥”的片段，此片段诵读起来极具韵律感，能够让学生了解

更多的日常知识，学生初次阅读时会不认识其中的很多生字词，

教师可先用 PPT 课件为学生讲解生字词的含义与发音，介绍我国

的传统文化，让学生在理解基础上进行诵读。而后教师播放古典

纯音乐，为学生演示诵读语调与诵读节奏，引导学生结合教师的

示范进行跟读练习，教师对学生的发音情况与诵读情况进行针对

性指导，帮助每一位学生找准正确的读音与诵读节奏。接着，教

师按照座位分布情况对学生分组，让学生在小组内进行自由诵读，

组织学生拍手读与分角色读，增加学生的阅读兴趣，有效培养学

生语言感知能力，教师通过巡视方式为学生解答疑惑。除此之外，

教师还可以组织朗诵比赛、讲故事比赛等，依托学校组织诵读晨

读活动，让学生积极探索《三字经》的故事内涵，促进学生思维

发展，提升学生语文学习效果。经典诵读能够帮助学生掌握丰富

诵读技巧，锻炼学生诵读能力，促使学生在日常学习中主动参与

阅读，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同时还有利于渗透优秀传统文化，

激发学生对汉语言文化的探索热情。

（三）强化多媒体设备应用，感知国学经典阅读魅力

语文作为语言文化类学科，有着特殊的德育优势。教师要注

重在教学过程中渗透道德礼仪教育，引导学生感受国学经典的阅

读魅力，培养学生优良学习品质。首先，用信息技术讲解文学经典。

在新时代环境下，科学技术发展迅速，多媒体方式实现了在小学

教育中的广泛应用。小学语文教师要顺应时代发展，应用信息技

术开展多样化教学设计，以此降低学生的课程理解难度，促进国

学经典与课程教学的有效融合。信息技术功能丰富，能够将晦涩

难懂的古诗词与国学经典片段转化为生动形象的动画视频，帮助

学生理解课文知识，激发文本学习热情。《三字经》中有很多关

于人物介绍、历史故事的片段，学生在阅读过程中难以在脑海中

建立直观形象，教师可应用信息技术将其中的故事展示出来，比

如“如囊萤，如映雪”，教师可在网络渠道搜集关于成语故事的

动画视频，经过剪辑整合后在课堂中呈现出来，让学生在了解故

事基础上，能够学习“车胤”与“孙康”的优良学习品质，能够

主动克服学习困难。国学经典值得学生反复学习与探究，信息技

术能够在学生学习与课文之间建立良好渠道，让学生透过趣味故

事，感受其中蕴含的道理，激发学生对国学经典的学习热情，有

效发展学生文学素养。其次，渗透国学经典德育功能。小学语文

课程承载着德育使命，教师要挖掘《三字经》中的育人元素，引

导学生通过思考与分析学习《三字经》中人物身上的优良品质与

行为，以此塑造学生思想价值观念，助力学生健康成长。比如“宴

虽幼，身已仕，有为者，亦若是”，教师引导学生对此片段进行

分析探究，带领学生共同分析此片段的意思，让学生学习刘宴身

上的优良学习品质。除此之外，《三字经》中还有很多趣味性的

历史故事，包括“五子登科”“王羲之教子”等，此类故事蕴含

着大量人生道理，教师可将此类故事应用于课堂教学中，以此启

发学生，培养学生优良学习品质。小学生年龄较小，正处于人生

发展的关键时期，教师要强化对学生的思想引领，渗透国学经典

中的德育元素，助力学生健康成长。

四、结语

综上所述，将《三字经》引进到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具有重

要意义，其不仅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语文诵读能力与学习能力，

同时还能够引领学生思想发展，培养学生良好的文化修养与行为

习惯，促使学生良好发展。对此，小学语文教师要积极探索《三

字经》教学实践路径，通过趣味教学、多元诵读活动等方式吸引

学生注意力，深化教学改革，提升学生综合学习能力，培养学生

良好学习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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