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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信息技术融入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策略探究 

侯雨莹  周春玲 
（佳木斯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黑龙江佳木斯  154000） 

摘  要：古诗词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学语文课程中的古诗词教学对于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及

历史知识的掌握度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同时，古诗词教学也是小学教育的重点和难点之一。在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中，运用现代

信息技术手段，不仅能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还能为传统教学增添一抹色彩。本文结合目前小学语文课程中的古诗词教学现状及其

优势，进而总结出现代信息技术融入小学语文古诗词的教学策略，以提高教学效果。 

关键词：信息技术 小学语文 古诗词教学 

 

一. 引言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教师传统的语言点播已经不能适应

学生吸收信息的需要，古诗词的审美情趣、抽象意境往往需要

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来展示，这样才能更好的理解古诗词的内涵。

在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中，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能使课堂效果更

佳，为古诗词教学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小学语文课程中的古诗词教学现状 

目前，一些教师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对古诗词进行逐字

逐句的讲解，缺乏整体意境的营造和情感情趣的表达。这种方

式使学生难以真正理解古诗词的内涵和美感。古诗词的语言也

比较晦涩难懂，对于小学生来说，理解起来存在一定的难度。

此外，教材中规定的古诗词需要背诵，给学生带来了较大的压

力，导致很多学生对古诗词缺乏学习兴趣。因此，教师在小学

语文古诗词的教学中，要合理恰当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为学

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现代信息技术融入到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中的优势 

(一)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教师可以营造出形象、生动的情境，

使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古诗词的意境和情感。通过多媒体技术、

互动教学软件等方式，使古诗词教学更加有趣，提高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积极性。例如，教师在对唐代诗人李白的《静夜思》

进行讲解时，该景色描写了秋日夜晚，诗人于屋内抬头望月的

所感。教师在实际的古诗词教学中，可以展示一张明月高挂的

照片，同时播放悠扬的古琴音乐，让学生更能融入到古诗词的

意境中，让学生更直观地理解诗的主题。同时，信息技术有助

于学生将视觉和听觉相结合，感受古诗词的意境美，提高他们

对古诗词的理解和欣赏能力。 

(二)提高教学效率 

传统的古诗词教学需要教师写板书，对古诗词进行逐字逐

句的讲解，花费较多的时间。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教学可以

减少教师板书的时间，使课堂效果更高效。例如，教师在对孟

浩然的《春晓》进行教学时，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展示春

天的美景，如山水田园、鸟语花香等，古人伴随着轻快的音乐

漫步在林间，才会引出这种小小的哀伤—“夜来风雨声，花落

知多少”，而现代信息技术更能将学生们带入到古诗的情景中，

让学生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更能帮助学生理解诗人孟浩然

在诗中所表达的对春天的喜爱之情。同时，通过信息技术教学，

教师可以及时对学生的作业进行批改与反馈，使学生能够快速

发现自己的错误并及时纠正，提高学习效果。 

四.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中融入现代信息技术的教学策略 

(一)动态演示，增加趣味性 

在教学中，教师适当的设计和运用精美的媒体课件，播放

美妙的音乐，展示清晰的画面，将古诗词中的场景、动作、情

感等形象地呈现出来，尝试打破传统式教学，让枯燥乏味的课

堂变得生动有趣起来，学生作为主体参与到课堂，利于学生更

好地理解古诗词的含义和语言特点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

高教学效果。例如，《望庐山瀑布》是一首浪漫的写景古诗。学

生在初步学习这首诗时，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展示庐山

的风景图片，引导学生初步了解庐山的壮丽景色。同时，教师

也可以利用信息技术的动态演示功能，将《望庐山瀑布》这首

诗中的场景形象地呈现出来。例如，通过动画演示太阳照射下

的香炉峰、瀑布飞泻的壮观景象等，让学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

诗的意境和情感，更加深入地理解诗句的含义，增加学习的趣

味性。 

(二)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信息技术对小学课堂教学有重要作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无论是信息的传递速度还是信息的传递质量，都完成了质的飞

跃。教师将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到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中，有利

于学生更好、更直观地理解教学辅助材料。教师利用现代信息

技术，如多媒体课件、视频、音乐等，创设与古诗词内容相符

合的情境，营造出浓厚的文化氛围，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好奇心，

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古诗词的意境和情感。例如，教师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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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进行教学时，教师可以通过视频的

形式将当时的情境画面呈现在学生的面前，加强感知的认识。

教师在后续对诗词进行讲解的时候，学生更容易理解，对于课

文中深层次的作者情感会有更深的体会。 

(三)情感丰富，易与学生产生共鸣 

古诗词，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精炼、韵律和

谐和富有意象的语言，传递着深沉的情感和深邃的思想。每一

首古诗词中都蕴含着作者所要表达的深刻情感以及写作内涵，

在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引导学生背诵古诗词，

更要引导学生理解古诗词所蕴含的意境和情感。然而，在传统

的应试教育中，大多数教师只是对诗词进行粗略的赏析，而不

是要求学生耐心品味，仔细体会每一句话的意义，并没有引导

学生真正的走进意境，深刻体会到诗词中的情感。教师可以通

过互动教学软件，引导学生深入探索诗句的内涵。通过软件中

的选择、连线等方式，让学生自己理解诗句的含义。同时，教

师可以通过软件中的讲解功能，对诗人的情感和意境进行深入

的解读和分析，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诗人的情感和壮志。例如，

在对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进行教学时，教师可以

利用多媒体技术，播放一段关于黄鹤楼的风景视频，展示黄鹤

楼的壮丽景色和历史背景。通过观看视频，学生可以更加直观

地感受到黄鹤楼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价值，为后续的诗句理解打

下基础。让学生感受诗的情感和韵律。教师也可以选择柔和、

深情的音乐，引导学生进行配乐朗诵，以更好地引导学生进入

诗的情感世界，使学生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诗人的情感和意境，

增强对古诗的感受能力。 

(四)个性化教学，因材施教 

根据学生的不同需求和特点，教师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资源和指导。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学

习水平、兴趣爱好等，推荐适合他们的古诗词作品、学习资源

和学习方法。例如，《夜雨寄北》是一首动人的抒情诗。在课前，

教师能利用信息技术收集和分析学生的学习数据，了解学生的

学习基础、兴趣和需求。如教师可以通过在线测试评估学生的

古诗词阅读和理解能力，以及他们对李商隐及其诗歌的了解程

度。根据学生的需求分析结果，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

学习资源。对于基础较弱的学生，提供一些关于李商隐的生平、

诗歌特点等基础知识的学习资料；对于基础较好的学生，提供

一些深入探究李商隐诗歌情感的辅助材料。同时，教师通过利

用现代信息技术的数据分析功能，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度和难点，

从而调整教学策略以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 

五.总结 

综上所述，古诗词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具有很大的比重。教

师要想提高教学效果，应将现代信息技术有效的融入到小学语

文古诗词教学中，现代信息技术为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提供了

新的可能和机遇。通过多媒体技术提高古诗词的生动性、利用

网络资源丰富教学内容、使用互动教学软件提升教学效果以及

利用社交媒体拓宽学习渠道等方式，可以使古诗词教学更加生

动有趣，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及效果。同时，教师在运用现代

信息技术进行教学时，需要注意适度原则和实效性原则。既要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供的便利条件和丰富资源来优化古诗词教

学，又要避免过度依赖技术而忽略了学生的实际需求和教师的

引导作用。教师还应不断提升自身的信息技术素养和教育教学

能力以更好地适应现代教育的需要为学生提供更高质量的教学

服务。 

参考文献： 

[1]华剑宏 信息技术融入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策略探究 名

师在线 2018 年 19 期 

[2]张志军 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策

略研究 考试周刊 2018 年 75 期 

[3]夏裕娜 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小学古诗词的教学效果分

析 读写算 2019 年 27 期 

[4]王胜 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中融入信息网络技术的思考 

小学生作文辅导(读写双赢) 2019 年 12 期 

[5]易悄 信息技术融入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策略探究 课外

语文 2021 年 09 期 

[6]赵玲玲 信息技术融入小学古诗词教学策略研究 教学管

理与教育研究 2021 年 21 期 

[7]桑灵侠 将信息技术融入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的探讨 安

徽教育科研 2021 年 31 期 

[8]邓春元 信息技术为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着色配声” 基

础教育论坛 2021 年 24 期 

[9]梁晏 浅谈信息技术与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的有效融合 

对接京津-社会形态 基础教育论文集 2022 年 11 月 20 日 

[10]章为群 信息技术环境下的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分析 

对接京津-社会形态 基础教育论文集 2022 年 12 月 20 日 

[11]周丽 信息技术赋能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的实践探索 

教育传播与技术 2023 年 03 期 

[12]黄得龙 用信息技术破解古诗词教学困局 读写算 2023

年 23 期 

[13]蔡金容 新课标下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策略 天津教育 

2023 年 29 期 

[14]令彩霞 让诗意栖居在语文课堂--浅谈小学语文古诗词

教学策略 求知导刊 2023 年 32 期 

[15]廖红英 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策略研究 教师 2023 年

34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