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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古诗词吟诵教学策略与方法研究
太史晖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文逸小学，青海 西宁 810001）

摘要：随着课程改革工作的深入，小学语文教学实践中，教师逐渐意识到了古诗词教学创新与改革的重要价值。吟诵教学作为古诗

词教学的重要途径之一，具有一定的教学优势，教师在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中灵活应用吟诵教学，能够有效提升学生对诗词的理解、加

深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的古诗词阅读能力提高。基于此，本文将围绕小学语文古诗词吟诵教学策略与方法展开研究，寻找行之有

效的教学实践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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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学语文古诗词吟诵教学的意义

（一）吟诵教学的内涵

吟诵指有节奏有韵律的对诗文进行诵读，或者指应用抑扬顿

挫的声调有节奏地吟咏。在语文教学范围内，吟诵主要是要求学

生在普通话朗读的基础之上，依照语言规则，结合发生规律，选

择各种声调、肢体动作，对作品情感进行充分表达，提升自身的

表现能力。吟诵应用吟咏与诵读的方式，能够将古诗词的传统读

法进行还原，也是一种较为经典的诵读模式，是学习诗词的高效

方法。古诗词对学生有着一定的吸引力，也有着较为抽象化的内涵，

如果只依靠教师的讲解，可能会导致学生无法充分进行理解。古

诗词吟诵是较为理想化的教学方法，在吟诵中理解，才能够促进

对古诗词的精神感知与审美内涵，进而了解古诗词的韵味、美感。

（二）小学语文古诗词吟诵教学的意义

古诗词承载着我国的历史文化、各方面的文化积累与情感依

托，包含着对生活、审美的表达。语文教师要充分意识到小学语

文古诗词教学中包含着大量的美育资源，在开展古诗词的同时，

需要重视对诗词字面含义、情感表达的讲解，使学生的理解能力

不仅停留在表面，还要通过不同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体会古诗词

的魅力。

吟诵教学有利于对传统文化的弘扬，也是对传统古诗词教学

的改革。我国的古诗词作品不仅是文学作品类型中的经典，也是

传统文化的精髓，学生通过吟诵学习，能够充分感受到古诗词的

意境美、语言美、韵律美，透彻理解传统民族精神，树立自身的

理想追求。同时，在学习古诗词作品的过程中，教师也会为学生

补充各类文学、历史知识，通过吟诵学习，学生能够将这些知识

化为自己的能力，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吟诵这一形式能够激发小学生的学习兴趣，小学语文教学实

践中，对古诗词的吟诵能使小学生深刻体会到古诗词的韵律、节奏，

对文字、声音、动作的体验，能够使学生在学习的同时感受诗词

表达的情感。学生借助对古诗词的吟诵，能够提升对古诗词文化

美感的认知，提升学习的兴趣，吟诵的形式有着较强的趣味性，

小学生对有趣的教学方法会投入更多关注，这类生动的教学方式

能够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同时，吟诵教学也能够强化学生对教学

内容的记忆，吟诵这一方式能够提高读者对内涵的理解，获得相

应的感悟，同时也有利于学生充分记忆诗词。例如对歌曲的记忆

是由对歌词与旋律的记忆组成的，古诗词吟诵就是按照一定的节

奏与韵律进行的，能够形成一定的节奏美感，学生能够在吟诵过

程中感受诗词独特的美，强化学生的记忆力。

吟诵教学是对古诗词进行品味的最优选择，吟诵也是促进学

生理解的重要途径，通过吟诵能够加深自身的理解，学生在吟诵

诗词的同时能够体会深层次的情感、探索诗词中作者所表达的意

蕴或精神。吟诵教学能够做到声情并茂，也有利于调动学生的思

维能力，进而使其能够听到、感受到作品中描写的景物、人物、

意蕴，充分体会诗词作品的形象美、意境美。

二、小学语文古诗词吟诵教学现状分析

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入推进，小学古诗词教学实践中，也体现

着更加严格的标准。教学实践中，教师会较为重视学生审美能力

的培养与欣赏能力的提升。但实际教学工作中，教师还会表现出

较为固化的教学思想，在教学方式的应用上，教师无法充分调动

起学生的兴趣，部分学生表现出对古诗词学习兴趣不高的态度。

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还占据着课堂的主导，一般会为学生讲解古

诗词创作背景、作者创作意图、诗词大意，将需要细致讲解或学

生讨论的多元任务转为单一的背诵任务，导致古诗词课堂教学枯

燥乏味，学生难以理解古诗词的内涵与意蕴。在“双减”教育背

景下，教师需要对自身的教学方法、教学理念进行改革，将重点

放在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上，并提高对吟诵教学的认识，吟诵

教学的优势较为突出，但仍有教师或家长对其认知不够深入，导

致学生能力提升遇到一定的阻碍，有可能会导致学生对吟诵失去

信心。教师要重视相关的问题并提出合理化的措施，提高吟诵手

段的优势。

小学古诗词吟诵教学效果不够理想的具体原因较为多元化，

传统的古诗词教学受到传统的教育影响较大。古诗词教学能够培

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体会古诗词的内涵美，但在传统教育理念下，

古诗词教育的重点被放在了机械记忆、背诵上，学生对古诗词学

习的兴趣不足，认为教学内容难懂、枯燥，无法体会诗词艺术的

美感。同时，教师对古诗词吟诵教学的构建能力也有待提升，教

师需要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了解古诗词吟诵的规律、方法，对

吟诵教学的价值与目标进行明确，进而提高教学成效。部分教师

会将吟诵教学与朗读教学混淆，导致学生的学习方法掌握不清，

部分学生对古诗词的背诵、记忆感到难以应对，容易产生对学习

的畏难心理，进而加大了古诗词吟诵教学的阻力。另外，部分学

生在学习的初级阶段兴趣较大，会积极跟随视频或音频资料进行

吟诵联系，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与思考能力不足，知识水平停

留在了对诗词的诵读层面，对于更深层次的问题缺少探索的能力，

无法进行更加深入的学习，导致古诗词学习效果不够理想。

三、小学语文古诗词吟诵教学策略与方法

（一）合理应用多媒体技术

多媒体设备在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中的应用能够有效促进对

吟诵教学的意境渲染，促进教学氛围的构建。意境作为古诗词教

学中的重点之一，是由古诗词中常见的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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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的，也是作者构思中具有情感感染能力的文学环境，能够有

效衬托出古诗词的美感。部分小学生难以领会古诗词的美感，就

是由于自身的文字理解能力不够充足，无法通过阅读去想象作者

描绘的画面。因此，教师要针对小学生信息处理、想象联想方面

不足的问题，应用好各类教学工具进行辅助，多媒体教学模式下，

教师能够直接利用图片、视频、音频等资料，为学生呈现出古诗

词作品的相关画面，提高学生的图像联想能力，提升学生理解诗

词内容的效率。教师要根据学生联想能力的发展，选择合适的教

学辅助资料，逐步减少对画面一项的直接呈现，进而引导学生自

主学习、逐步强化学生能力，最终形成对古诗词的高效率学习能力。

例如，在开展《绝句》的吟诵教学过程中，教师就可以结合现实

的景色，为学生展示成都的西岭雪山图片，通过对视频资料字岷

山西麓景色的展示，让学生结合诗句中的“窗含西岭千秋雪，门

泊东吴万里船。”进行理解，加强学生的印象，提高学生对情景

的理解。教师运用多媒体技术，将抽象化的文字转为生动的画面，

提高学生的情感共鸣，进而在吟诵教学中使学生充分感受古诗词

的创作已经，使学生获得更加深刻的情感体验。多媒体技术辅助下，

学生的感官思维能够被诗句中的场景所吸引，进而体会到景色描

写的意境，强化对诗句的记忆、内化古诗词相关知识。

（二）补充背景知识完善吟诵教学

小学生在对文字的理解上与场景的想象搭建上的能力相对较

弱，尤其在古诗词阅读中，较为文学化的诗句也会进一步阻碍学

生对文字内容的深入探究，更难以实现建立其与作者的情感共鸣，

在吟诵教学中难以寻找到合适的学习方法。优秀的古诗词作品不

但能表现作者对表达的技巧运用，还包含着作者的情感与思想，

能够从诗词中解读出作者的情感。小学语文教师要在带领学生吟

诵古诗词前，帮助学生了解作者的生平经历、创作背景等，利用

知识背景的补充，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使学生能够产生一定的

代入感，获得更多情感层面的体验，进而精准把握作品的内涵。

小学语文教师在备课阶段，可以对作者的资料进行充分准备，根

据小学生的理解能力与认知水平，对诗词作者进行较为全面化的

介绍，体现与作品创作相关的内容，避免学生进行大量记忆、抓

不住重点。例如，在《题西林壁》一课的吟诵教学中，教师就可

以实现对相关的资源进行搜集，根据作者的经历与诗词的创作背

景，进行较为详细的接受。诗人抱有匡扶天下的远大理想，然而

身处官场难以如意，先后经历了多次贬谪外放，在游览庐山时感

悟名利纷争的不值，寄情山水之间。通过对苏轼经历的了解，学

生在诵读中能够融入对作者心境的体悟，也能够更加准确的拔群

这首诗的意境。

（三）教师示范传授吟诵技巧

小学生对吟诵教学这一形式的兴趣较高，但由于自身的认知

能力限制，对于古诗词的理解还只能停留在表面，无法自主进行

深度学习。但教师让学生进行自主吟诵学习，也会难以实现理想

的教学效果，教师不仅要为学生示范吟诵方法，还需要指导学生

吟诵技巧，提高学生对技巧的掌握能力。教师要落实学生掌握吟

诵技巧、了解古诗词字音、理解诗词意境的教学目标，教学实践

中加强对学生的鼓励与指导，提高对诗词学习的兴趣。教师要对

学生的学习特点与认知水平进行深入了解，结合教材中的内容，

进行示范阅读，在示范的过程中辅助学生疏通词句，标准读音，

初步对诗词的情感基调进行把握，进而提高学生的学习规范性。

教师是学生的学习榜样，通过范读，学生会学习教师的节奏语调、

情感表现、声调顿挫等，作为自己诵读的模板。教师可以传授学

生一些技巧，例如含有“别”字的诗词标题，一般会是送别友人

亲人为内容，会包含诗人分别的不舍之情。同时，教师要鼓励学

生根据对内容的理解对诗词的吟诵节奏进行划分，学习如何进行

吟诵，不仅要学习模仿，还要尝试自主学习，提升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例如，在学习《悯农》一诗时，教师就可以通过范读，让

学生对节奏进行初步了解，随后教师提出问题：“第三、四句的

节奏划分，应当划分为四海 / 无闲田，还是应该划分为四海 / 无 /

闲田？”，指导学生根据自身的语感、上下文进行节奏划分。同时，

教师也可以针对学生的诗词节奏感进行划分练习，学生要通过自

身的吟诵能力，对诗词的节奏进行理解，进而提高对诗词的情感

认知、对作者写作手法、中心思想的理解能力。通过教师的示范

与针对性的训练，学生能够快速掌握吟诵技巧，提高语感、语文

素养。

（四）创新吟诵形式感受韵味

吟诵教学的“吟”主要对应其对节奏与韵律的体现，小学语

文教师在带领学生对古诗词进行吟诵的同时，需要积极引入更加

新颖的教学方法，以音乐、节奏带领学生的“吟咏”与“诵读”，

提高学生对节奏的把握能力与对诗词语句应用美感的体会。教师

可以选择一些节奏感强的背景音乐，配合肢体上的表现，鼓励学

生自由发挥，加入表演的成分，充分体现出古诗词吟诵的表现力

与思想性，进而促进学生的兴趣得到提升。声情并茂的吟诵教学，

能够唤起学生的感官与联想能力，使得学生对诗词中的文字形成

不一样的阅读体验，在脑海中形成鲜活的图景，感受诗词一字一

句的描绘，达到良好的学习效率。教师可以应用徐建顺的吟诵教程，

尝试还原古人声音，如“依字行腔、依义行调、平长仄短、平低

仄高”等，重视声韵，进而“达文意”“通古人之情，以文化人”。

也可以通过对字形的分析，对语音语义进行辨析，让学生了解汉

语中语音语义的密切联系，进而感受诗词的韵味。吟诵的教学形

式也能激发学生对诗词的个性化理解，教师要鼓励学生自主探究，

体会诗词中包含的情感或韵味，反复吟诵的同时进行思考、调动

各类感官体会作品的意蕴。

总而言之，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包含着多元化的育人内容，

能够使学生体会古诗词这一文学形式的魅力，获得阅读水平的提

升。教师要灵活应用古诗词吟诵教学这一形式，通过应用多媒体

技术提高学生的情感共鸣、思想感悟，创新教学方法并带领学生

获得古诗词内涵、意境的理解，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为学

生的全面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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