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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古诗词课堂教学中“画面感”的呈现
吕竹慧

（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繁阳镇城关二小，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画面感”的呈现作为一种体会空间形象的方式，能帮助学生把诗词的精炼文字变成鲜活的画面，培养学生将文字和画面相

互转换的能力。在小学古诗词课堂教学中，画面感的呈现，有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诗词内容，对丰富学生的想象能力和提高语言表达能

力都是切实可行的。本文将从以下四个方面举例论述如何在小学古诗词课堂教学中呈现“画面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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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入小学统编版教材的古诗词都具有很强的画面感，文字具

有描摹画面的功能，画面也蕴藏着丰富的文字。“画面感”通常

用来形容某种东西带来的联想使人身临其境。小学古诗词课堂中

“画面感”的呈现可以理解为当学生处在教学方法所创设的情境中，

他所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尝到的、触摸到的，以及由此所

引发的各类喜怒哀乐。

宗白华曾提出，诗词中的文字具有音乐和绘画两种作用，其中，

绘画的作用是表现出文字中的空间形象与色彩。“画面感”的呈

现作为一种把握空间形象的手段，能帮助学生把诗词的精炼文字

变成鲜活的画面，让意境在一定程度上可视化，引导学生进行有

意义的诵读。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如何在小学古诗词课堂

教学中呈现“画面感”，以供参考。

一、用眼“观”画面：利用好教材插图，通过视觉跟文字互

动

通过图片或视频动画的方式让儿童体验诗词中的种种场景，

这已是大多常态课堂中的固定步骤。这种类型的画面体验相较于

纯文字的呈现是鲜活而别致的。仔细观察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

很多古诗会配上相关的插图，这些是非常有助于语文教学的。例

如二年级上册第 18 课古诗二首，其中《夜宿山寺》的配图在表现

“危楼”之高时，让楼层从群山中凸显出来，圆月在构图中所占

比例很大，则表现出月亮和人的距离非常近，插图生动且形象，

有利于低学段的学生通过图片来与古诗中的文字互动，想象诗中

营造的画境，感受诗人彼时的情感，了解诗句潜在的内涵。

“看图激趣”也是低学段古诗教学中的起点环节。诗与画，

本身即具有共同的审美属性，视觉艺术和语言艺术是相通的，画

面具有“直观性”，古诗中的情境，如果只依靠教师口头语言的

描述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通过图画再现出来，才会让孩子们有具

体的感受。

“意境”一词作为中国古典文论中的用语，在小学课堂上一

般不会涉及，但是我们总会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去触碰这种将诗人

的主观情思与客观景物融为一体的艺术境界。只有不断趋近古诗

之意境，才能真正感受到中国古诗词文化的魅力。因此，在小学

古诗词课堂教学中，利用好教材插图和多媒体构图去让意境“可

视化”，给学生提供理解诗意的抓手，不啻为一条捷径。

二、用心“思”画面：借助想象来启发思维，领悟古诗画面

之美

启发想象空间是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重要助力。结合儿童的

认知特点，小学阶段是想象力发展的一段关键时期。古诗词的一

个重要特点是语言凝练，留有大量空白，也为我们启迪学生的想

象提供了极好的教学文本。想象不仅是儿童的生活要素，也是他

们特有的生活体验，根据《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

的要求，不同学段的古诗词学习重点都指向了“想象”的体验，

教学中也应该根据儿童想象发生的过程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

王荣生教授在给语文教师的建议中指出，浸润式阅读是“用

文学的姿态”阅读文学作品的方法之一，也就是让阅读者沉浸在

文学作品所构建的世界里，身临其境地去感受作品中的情感、形

象和韵味。教师也要创造教学情境去引导学生进入浸润式阅读的

氛围中，这样才能在课堂教学中不断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而当

这种浸润式阅读下沉到小学课堂时，它与古诗词教学的联系又是

密不可分的，那就是通过想象把学生带入古诗词作品中，来助推

画面感的呈现。

古诗文是教材中一类相对比较独立的选文，教材中对古诗文

的编排，主要考虑其与单元人文主题的契合，有些篇目刚好能和

语文要素相关联，便可以统一到单元语文要素中进行教学。如三

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的语文要素是“一边读一边想象画面”，这个

单元编排的三首古诗《绝句》《惠崇春江晚景》《三衢道中》，

比较适合落实想象画面的要求。

例如《赠汪伦》一诗，尽管李白与汪伦二人相交时日不多，

但交情颇深。“桃花潭水”一句甚为后人所赞赏。但是为了让一

年级小朋友“获得初步的情感体验”，通过想象来呈现画面更能

贴合他们的生活实际。关于汪伦此人的考证，历代出版的《全唐

诗》《唐诗三百首》《李白集》注解中都认为汪伦是一个寻常村

民。但又有安徽学者考据后得出结论，开元天宝年间，汪伦为泾

县县令，与李白、王维等人常以诗文往来赠答。普通百姓也好，

文人名士也罢，我们在课堂上对此不必过多延伸，对于李白而言，

汪伦是纯粹的朋友。那么，以“友谊”作为触发课堂想象的切入

点是非常适宜的。小学生的同伴关系最初是建立在外部条件或偶

然兴趣一致的基础之上的，如教室里的同桌、同小区同楼层的玩

伴等。慢慢地，他们会倾向于选择与自己的兴趣、习惯、性格和

经历相契合的人做朋友，或是选择品行得到赞赏的人做朋友。“友

谊”在孩子们心中是不可或缺的，一年级下册第三单元也是以“同

伴”为主题，《赠汪伦》的前两句是叙事，离去者乘船将要远行，

送行者在岸边用歌声送别，展示一幅离别的画面。这句使我们仿

佛见到李白在正要离岸的小船上向送行者告别的情景。我们在课

堂教学中，可以这样启迪学生的想象：在短暂的交往中，李白和

汪伦饮酒论诗，志气相投，友情逐渐深厚，可友人终将离开。在

汪伦心中，李白不仅是朋友，他更是自己的心中偶像，这位尊贵

的朋友乘上小船即将要远行，不知何时才能相见，如果你是汪伦，

在岸边用歌声送行的你，会有怎样的表现呢？如果你是李白，看

着来送别的好友，你又有怎样的所见所闻所感所叹呢？以此为引

导，让学生联系李白和汪伦的人物关系和交往细节，想象两人离

别时的画面，进而通过想象还原、补充古诗中所呈现的景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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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古诗的意境美和作者的情感美。这样的用心“思”画面，其

实是借助想象来启发思维，让学生的思维触角无限制地接近并融

入诗歌语言里的美好世界。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首诗编排在统编语文教材五年

级下册第四单元语文园地的日积月累部分，教学重点旨在让学生

感受送别诗的特点，激发学生积累古诗词的兴趣。对于后两行诗

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我在教学中主要设计

了让学生通过对情境画面的想象来感受诗情。长江是唐朝盛世最

重要的交通水道，而烟花三月又是出行的大好时节，说不定每天

江上都是千帆竞发的，应该有许许多多来往的船只，那为什么李

白只看见孟浩然的孤帆呢？这样的设疑紧扣住“孤”这一关键词，

试图激发学生的思维。在课堂上，同学们结合起自己日常生活经

验并且通过自身情感的投射应声而答：因为李白所有的注意力和

感情都在孟浩然身上了。这样的设计恰好启发了学生的想象空间，

他们顺势而思，深入情境，也在潜移默化中被诗中的情谊所感动。

三、用口“补”画面：图画留白含深意，语言补白融我心

在中高学段的教材中，古诗词的选文大多从风景画面走进富

有情感生命的画面，学生则要通过研究相关背景资料来补白，再

现当时的情景，将人物放置在一个具体的时代背景之中，想象人

物内心的独白，使全诗呈现为一幅有情感生命的画面。五年级上

册第四单元的古诗三首都表达了诗人强烈的家国情怀，《示儿》

是宋代诗人陆游临终前写给儿子的绝笔诗。诗人临终前“悲”的

并不是个人之死，而是把看到祖国统一的希望寄托于后代子孙。

我们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通过猜想，走进迟暮老人的内心，体会

诗人临终前壮志未酬的悲愤。生死诀别的场面令人不忍，在课堂

情境的创设下，学生也会慢慢进入角色意识，悲愤的迟暮老人会

留下怎样的遗言？床榻前的子孙们会怎样应答？教材上对于这首

诗几乎是没有配图的，画面虽然留白了，但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

式补充。课堂上让学生说一说，语言补白能更好地融入学生对诗

意的理解，课下还能结合到本册习作训练的场面描写，让学生写

一写，有的学生会写成记叙文的片段，有的学生甚至还写出了剧

本的画面，这样的文字补白是独有的创意。

另外《示儿》这首诗还可以通过排列重组的方式来再现画面。

四句诗各自对应四幅图：第一句，可以想象为陆游临终时的画面，

第二句为山河破碎、一片凋敝的画面，第三句为王师平定中原的

画面，第四句可以想象为家祭场景。在具体教学中，教师可以先

出示四幅图，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重组四幅画面的顺序。通

过个性化的重组后，让学生描述自己所重构的画面，在这一过程中，

教师则需要引导学生展开想象，说一说画面上还可以补充哪些内

容，以进一步丰富诗句所营造的情境。围绕爱国主题，这一教学

环节把本来相对无序的画面转化为一幅幅具有故事情节的画面，

学生也在借助故事情节，通过想象和补白来感受一个爱国诗人临

终时的遗恨。

在《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的教学中，除了送别画面

的想象之外，我设置了让学生对诗人送别后的心理过程进行语言

补白：李白送别友人之后也久久不忍离去，茫茫江面已不见“孤

帆远影”，他还在盯着向天边流去的长江水，离别的忧愁让诗人

呆住了，他的心中会想些什么呢？同学们在深入理解和情感体验

相交融的过程中，把自己代入到当时的情境中，纷纷为“友情”

代言，在这个开放性问题的解答环节中，同学们想象得合情合理，

在字斟句酌中读出了属于自己的感受。2022 版《义务教育语文课

程标准》在课程内容板块对学习任务群的解析当中，明确提出学

习任务要有情境性，师生间通过问题的设置与交流可以共同达成

一定程度上的意义建构。

四、用心“创”画面：以图补文画诗意

诗人用语言绘色绘形，画家则是用线条、颜色来再现世界。

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将绘画这一活动形式与诵读古

诗词结合起来，让学习古典诗词不再仅仅是抽象的识记。如引导

学生在反复诵读后，为《绝句》配图。清代的诗论家陶虞开曾指

出杜甫集中有不少“以诗为画”的作品，这首写于成都草堂的五

言绝句虽然只有二十字，用笔简洁却色彩浓艳，如此极富诗情画

意的佳作也能让古诗课堂变成形象有趣的活动。教师可以借助诗

词的绘画美去引导学生体会诗情中的画意，也可以和学生尝试着

一起去以图补文，让学生在用心创作中去体会春的形象。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在课程实施的教学

建议中指出，创设情境，应建立语文学习、社会生活和学生经验

之间的关联，符合学生认知水平。那么，教师则可利用多媒体构

图创设合适的情境，指导学生模仿古诗词作者或相关人物的身姿

手势，多次诵读诗词名句，体悟作品中蕴含的深刻情感。比如，

王昌龄《出塞》的首句，在“明月”和“关”这两个常见词语前

加了两个时间限定词，从时空维度中把一系列战争的久远历史都

联系了起来，这样的画面感更有层次。这需要教师在备课时多下

功夫，为了课堂上几分钟的呈现，我们在课前需要用心的准备。

可借助电影中的“蒙太奇”片段制作动图，或是延时摄影技术，

将时间压缩，边塞景物缓慢变化的过程被压缩到一个较短的时间

内，再现出平时无法察觉的神奇景象。在前期准备完成后，课堂

上我们以《出塞》的黄沙明月画面作为背景，让学生在背景前驻

足并诵读，进入边塞诗人的角色，想象战火纷飞、风骨悲凉的氛围，

进而体会其中的荒凉朦胧。诗中有画，画中有意境，边塞风景独

有的画面由近及远，忽明忽暗，朦胧之中，美得凄凉，美得旷远。

小学生诵读古诗词更多的是依靠其本身的记忆力，如果能充

分调动学生的感官体验，对增强其诵读古诗词时的记忆力将会大

有助益。用心“创”画面就是为了让诵读古诗词的过程变得更为

立体和丰富，学生也能在“画面”的再创造过程中进一步展开其

丰富的想象。

五、结语

在实际的古诗词教学中，让儿童产生深刻印象的，不应仅是

文字符号意义上的一首诗词，教师只有注重画面感的呈现，才能

使课堂萌发更多的生机与活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培养学生对于

文字和画面相互转换的能力，也有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文本内容，

对丰富学生的想象能力和提高语言表达能力是切实可行的。苏霍

姆林斯基曾说过，在每个孩子心中最隐秘的一角，都有一根独特

的琴弦，拨动它就会发生特有的音响。在小学古诗词教学中呈现

出一定的画面感，正是为了创设与古诗词意味相合的独特氛围，

让学生同诗人的心灵对准音调，拨动学生的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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