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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成语为抓手，构建小学生国学素养的进阶模式
曾雄英 1　钟世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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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新课改的深入推进，小学生的国学素养教育愈发受人重视。而成语作为我国国学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丰富的国学

教育价值。对于小学生而言，分析和学习成语内涵不但可以让他们的语言文字能力得到充分提升，而且还能使他们从小接受经典文化的

熏陶，并在学习中不断体会国学文化的博大精深，逐步塑造良好的文化素养和国学素养。所以，为了更好地推进国学素养教育，小学语

文教师应当以成语为抓手，加快构建小学生国学素养培养新体系，从而为语文教学效果的提升和学生综合素养的发展保驾护航。本文以

进阶模式为视角，从小学低、高、中三个阶段阐述了运用成语教学来促进国学素养教育的实践策略，以期能够给广大语文教师提供一些

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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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故事是我国历史文化的精髓所在，不但内容丰富而且还

蕴含着诸多智慧与道理。每一个成语都有一个背后的故事，情节

之曲折、人物之形象、语言之优美，能够让学生便捷和深刻地体

悟到其中的文化内涵。

众所周知，小学阶段是学生价值观念塑造和心理品质培养的

关键时期。在该时期做好成语教学，能够使他们从中受到良好启迪，

懂得什么是真善美和假丑恶。

与此同时，成语故事往往简洁明了、语言规范，通过成语教

学还能够让学生汲取更多文学养料，使他们的语言能力得到有力

提升。

所以说，广大语文教师有必要以成语教学为抓手，不断创新

教学设计和教学模式，积极传承国学经典，为学生文学品质和国

学素养的发展提供助力。

一、低段成语教学：以趣为引，敲开经典大门

我们常说，兴趣是学生的良师益友和不竭动力。尤其是对于

小学低段学生而言，他们年龄较小，意志力和自制力普遍不够坚定，

所以在语文学习中往往很难保持长久的学习活力。

所以，在开展低段成语教学时，教师不能从单一的听认读写

方面入手，要更多地考虑到他们的认知特点、学习规律以及识字

水平，尊重他们爱玩好动、活泼天真的性格特征，采用游戏或者

儿歌等多种趣味十足的教学手段来落实成语教学，进而以趣为引

来帮助他们敲开经典大门，使他们能够直观且深刻的体悟到成语

之中的文化精髓，为他们国学素养的发展奠定基石。

（一）引入接龙游戏，激发学习热情

低段小学生的身心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一些学生自制力相

对不足，难以在课堂中保持长久学习活力，这必然会对成语教学

产生一定负面影响。

对此，教师不妨将视角放在游戏之上，利用游戏教学的方式，

将小学生的注意力充分集中起来，激起他们的成语学习热情，潜

移默化中帮助丰富他们的成语词汇和成语意义认知，提高成语教

学的有效性。

例如，在教学实践中，教师便可将“成语接龙”游戏引入到

课堂中来，打造游戏化的成语讲堂。如教师首先可设定一个七天

的游戏周期，每天在语文课前环节，提出“一鼓作气”“二分明

月”“三长两短”“百花齐放”“千兵万马”“万水千山”等成语，

指引学开展以“一、二、三 ... 百、千、万”等数字为开头字的成

语接龙游戏。

其间，学生将按照座位或学号顺序来进行接龙传递，倘若某

学生无法接上，那么后面的学生可以进行补充。对于学生所提出

的成语，教师也要及时通过课堂设问、意思讲述等方式来让学生

明白这些成语的意思。同时，如果学生无法接上成语时，教师可

进行两到三个成语的接龙补充，并向学生讲述这些成语的意思及

国学内涵。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激起学生的成语学习热情，并且在潜移默

化中丰富其成语词汇储备，开阔其文学视野，让他们的国学素养

得以良好培养。

（二）运用儿歌教学，增加成语理解

儿歌，也被称之为童谣，有着语言明快简洁、内容通俗易懂

以及韵律朗朗上口等特点，深受广大低段小学生的喜爱，而这也

为低段成语教学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启示。

在教学实践中，如果教师能够适时地引入一些趣味性、传唱

性强的成语儿歌，然后指引学生学一学、唱一唱和演一演的话，

不但能增添成语教学的趣味，激起学生的学习热情，而且还能为

后续的识字或阅读教学铺平道路，可谓是一举多得。

所以，以儿歌为依托，开展低段成语教学不失为一种高效且

科学的方法。例如，在讲授“一箭双雕”和“一石二鸟”时，教

师可引入一段儿歌“有个大侠本领高，尤其箭法很高超，抬手搭

弓射一箭，竟然射中两只雕。猴子见了直叫好，也想跟着练箭招，

捡起一块小石子，也能打中两只鸟”然后教师可指引学生学唱这

首儿歌，通过这种通俗易懂的儿歌语言，来简化学生的成语学习

难度，加深他们的成语意义理解。

与此同时，在学生成语儿歌的学唱过程中，教师还可指引学

生根据儿歌内容，做出相应的动作，如“搭弓”“射箭”“扔石头”

等等，以此来增添课堂趣味性，使学生能够在寓学于乐，提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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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成语学习收益。

二、中段成语教学：连横合纵，寻解历史地图

针对中段小学生的成语教学应当更多地从成语故事着手，以

“连横合纵”的方式来帮助他们理解成语中的寓意内涵，进一步

提高成语教学以及国学素养教育效果。这里的纵与横是针对成语

国学教育价值分支出来的两层含义。

具体来说，横指的是成语中的历史故事、神话故事以及寓言

故事等内容，纵指的是名人成语或地图成语等内容。教师在成语

教学实践中，要善于挖掘成语在纵横两方面的国学教育价值。

（一）述说历史故事，深挖成语寓意

在成语教学实践中，教师可在把握学生成语词汇储备、学习

能力、表达水平等实情之后，秉承异组同质原则，在班内组建多

个 4-6 人的成语小组。各组不但要有语文能力较好的优秀生，而

且也要有一些语文能力相对较差的学困生，以此来打造以优带弱、

共同提升的课堂环境。

接着，教师可引入成语故事讲述大赛并作为主持人宣布相应

规则：

第一，每组会抽取3道故事讲述必答题，然后经过讨论之后，

抽出 1-2 名学生以口述的方式进行故事讲述。（必答题内容将涉

及一些经典成语历史故事，如“程门立雪”“三顾茅庐”“指鹿为马”

等）。

第二，每组需要从 50 道成语历史故事讲述题中选取 1 道题，

然后在经过讨论之后，抽出 3 名学生以表演的方式进行历史故事

讲述。（选答题内容主要涉及一些寓言成语故事，如“井底之蛙”“掩

耳盗铃”“刻舟求剑”等）。

第三，必答题每道答对获得 10 分，选答题由主持人打分，最

后评定哪组分值最高。在宣布完规则之后，教师可指引各组抽选

必答题和选取选答题并进行相应的讨论。其间，教师还要做好教

学巡视工作，一来可以维护课堂秩序，二来为一些组提供一些思

路上的点拨和指引。

最后，教师可指引各组依次进行成语故事讲述和成语故事演

绎，对他们进行打分，分值高的组可以获得一定的小礼品，并且

要做好成语寓意的总结工作，与学生一同讨论其中关于历史文化

和哲学道理等方面的内涵，从而在提高成语教学趣味性和有效性

的同时，为国学素养教育的推进奠基。

（二）展示信息地图，开阔成语视野

在诸多成语之中，不乏一些与历史地图或者当代地图相关的

内容，采用“地图式”的成语教学能够给学生呈现出一种趣味化

和创新化的成语学习新思路，不但能够助力其理解成语的文化意

义，而且还能开阔其成语视野，进一步使他们体悟到传统文化的

魅力，让他们的道德情操和文学素养均得到有序化提升。

对此，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可依托信息手段之便，为学生展

示一幅生动形象、内容丰富的成语地图，促进国学素养教育的落实。

例如，教师可依托信息手段之便，展示一幅现代中国地图，通过

相应的地区，引出相关成语。如指向新疆地区，提问学生哪个成

语能够形容该地区的地理情况，然后引出“地广人稀”“荒无人烟”

等成语；指向四川地区，引出“天府之国”“人杰地灵”等成语，

让学生在了解词义的同时，明白四川地区的物质富饶与土壤肥沃

物；指向海南地区，引出“天涯海角”“天空海阔”“一望无际”

等成语，并展示相应的风景图片或影像片段，以此来开阔学生的

文学与地理视野。

三、高段成语教学：经史子集，走进文苑经典

小学高段的语文教学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关系到了小

学生语文素养以及道德品质的形成。新课标指出，小学高段语文

教学应当注重学生独立阅读能力以及情感素养的培养，要让学生

能够逐步养成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掌握基本的语文学习方法，

逐步塑造自身良好的价值观念、文化品味以及审美情趣。

对此，教师在小学高段成语教学时，可围绕新课标的要求，

引入经史子集等国学经典，带学生走进文苑殿堂，体会成语中的

寓意内涵，感受其中的品质和这里意蕴，从而为他们更好地学习

与成长铺平道路。

（一）依托经史子集，开展任务探究

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可围绕经史子集，开展任务型的成语教

学。例如，教师可布置“《论语》成语学习任务”，指引学生以《论

语》为对象，探寻其中的成语奥秘，让学生在阅读相关语篇的同时，

将其中的成语及其故事和含义记录在自己的“成语册”当中，定

期指引学生交换“成语册”或者定期举办“《论语》成语分享会”，

结合相关语句，与学生一同讨论一下“不亦乐乎”“一日三省”“行

有余力”等成语的蕴意，从而实现成语教学和国学素养教育效果

的双提升。

（二）牵线家庭力量，丰富教育途径

在小学教育当中，家庭是一股有效的辅助力量。为了更好地

落实成语教学以及国学素养教育，语文教师有必要牵线学生家长，

定期组织一些关于成语学习的活动。例如，教师通过家长微信群，

向学生家长传达“成语拓展阅读”任务，指引他们在家与孩子一

同学习更多的成语知识。同时，教师可组织成语学习视频展示、

亲子成语竞赛等活动，以此来丰富成语教学的内涵和形式，发挥

家庭的教育促进效能，为国学素养教育注入更多活力。

四、结语

总之，以成语为抓手，开展小学生国学素养教育有着良好的

现实意义。广大教师应当秉承素质与生本教育观念，不断运用新

思路、新方法来打造小学成语教学新常态，以此来提高成语教学

有效性，让学生能够乐学、知学与好学，为他们文学素养以及国

学素养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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