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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古诗词深度教学策略研究 
李莹 

（陕西省西安市西安高新第一小学  陕西西安  710075） 

摘要：古诗词是小学语文中的重要内容，它是文章类型的一种，在词语的使用、理解等方面与现代汉语有着明显的不同。古诗

词教学的难点主要在于情感上的渗透，让学生理解它所传递的不同主旨，并且学会对文言文的词语进行辨析。深度教育在小学语文

古诗词中的应用，可以强化这方面的重视程度，基于多维的角度构建学习框架，有利于传统文化上的传承。本篇文章通过对小学古

诗词教学的现状问题进行阐述，分析小学语文古诗词深度教学的意义，从而探讨小学古诗词深度教学的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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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古诗词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古韵，它是流传下来的艺术文化，

有着不同的情感价值和主旨内涵，从小学的古诗词特点来看，包括

五言诗、七言诗以及词曲等类型，可以表达作者的价值观和情感。

一般来说，从古诗词的内容上来看，它可以划分为山水诗词、讽刺

诗词、历史诗词以及哲理诗词等，相较于现代语言文学，它的词语

更加精炼，可以在短短几个字中进行不同内容的渗透。在新课改的

基础上，教师需要加强对于古诗词的重视程度，将深度教学理念应

用到其中，充分挖掘古诗词中的资源和信息，为学生展示不同的文

化背景，那么就需要做好课堂、课后的设计，注重学生在过程中的

参与程度，并且就此展开相应的研究。 

1、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的现状问题 

1.1 教学内容较为浅显 

通过对当前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的观察和分析来看，存在的主

要问题就是教学内容较为浅显，并没有围绕古诗词的主题进行深入

的探讨，学生的主体地位不高，教师虽然对教学模式进行了一定的

改变，但是学生对于古诗词的接受度不高。从古诗词的形式来看，

它的句子对仗工整，内容短小精悍，在词藻和句法上有着不同的特

点，而且具有一定的节奏和韵律，在古诗词学习中，可以对它的内

容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实现对古诗词价值的剖析。但是由于教师的

重视程度不高，缺乏一定的古诗词素养，在课堂上往往并不会对它

的内容进行多方位的解读，导致学生对于古诗词的了解较少，无法

形成这方面的爱好兴趣。 

1.2 缺乏课堂的有效互动 

古诗词教学与现代汉语文教学在内容上有着明显的不同，从古

诗词本身来说，它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所采用的语句模式与口语有

着不同的理解特点，就“说”这个字来说，在古诗词中常常是通过

“曰”进行替代，那么就代表学生在古诗词理解上需要明确它的通

译，有着一定的难度。但是就目前来说，古诗词课堂教学的互动性

不足，包括学生与学生之间，或者学生与教师之前，并没有形成和

谐的框架体系，教师虽然努力对学生进行思维上的调动，让学生对

古诗词的内容进行翻译，但是由于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导致课堂

效果达不到预期的要求，学生与教师之间缺乏一定的平衡性。另一

方面来说，由于课堂上缺乏有效的互动，也就使得学生失去古诗词

学习的兴趣，不能在教学中感受到它的文化和历史魅力，不利于学

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1.3 教学模式上的僵化 

在小学语文古诗词的学习过程中，教师往往都会采用同一种套

路进行教学，例如对古诗词进行朗读，然后对其中的语言文字进行

解释，明确古诗词中的风格和信息，然后对其进行背诵。这种教学

流程使得学生在学习中缺乏一定的积极性，并没有充分挖掘古诗词

的不同价值，没有将其与体裁的文章类型进行有效的区分，没有注

重在审美、艺术等方面的渗透，难以凸显教学中的重点，也会在重

复教学的过程中消磨学生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来说，教师模式上

的僵化主要在于教师的课前准备不够充分，缺乏在文化导入方面的

研究，并没有针对古诗词文化进行深入的了解，而且课堂设计没有

考虑到学生的接受能力，与学生之间的关联性不足。 

1.4 教学讲解上的破碎 

古诗词教学在理解上有着一定的难度，它的用词用句以及表达

方式与当前汉语有着明显的不同，需要教师通过讲解的方式，帮助

学生进行理解。但是通过对部分课堂的观察和分析来看，教师的讲

解方式较为破碎，没有从整体上对它的含义和内容进行解读，大多

是采用逐字翻译的方式，将古诗词分为不同的词语，按照现代汉语

之间的对比，让学生对其它的内容进行理解。而这种分散式的知识

讲解，可能会导致学生无法从整体上对它的内容进行理解，将完整

的作品分成不同的语句，失去了本来的含义。另外一方面来说，教

师在解读中并没有就内容中的精妙之处进行深层次的分析，破坏了

古诗词特有的价值，学生在感知上更侧重于在语句上的分析，但是

趣味性、审美性以及艺术性得不到有效的渗透，不利于充分发挥古

诗词教学的作用，可能会冲淡它的独特韵味，教师应该明确这方面

的问题，根据它的内容进行优化和创新。 

2、小学语文古诗词深度教学的意义 

2.1 创新古诗词教学的理念 

古诗词教学不仅仅是对古代词语的理解，更是从古人的角度，

挖掘诗词背后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可以议古论今，对古诗词进行全

方位的剖析，这也是传统教学理念下所欠缺的品质。在这种情况下，

将深度教学应用到古诗词中，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创新古诗词的教学

理念，改变对于它的刻板印象，将情感、内涵以及修辞手法等整合

到一起，将古诗词教学分为不同的层次，并且以学生为主体对其进

行展开探讨，确保古诗词教学的多维度学习，可以为学生提供完整

的学习环境。此外，深度教学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将其与古诗词教

学结合到一起，可以确保古诗词内容上的生动性和实用性，可以给

予学生不同的审美体验，在深度教学中，也是对古诗词教学的优化，

为其融入不同的情绪价值，进一步规范教学过程，充分挖掘古诗词

的资源，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 

2.2 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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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课改的基础上，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是小学教育的关键要

点，需要将其融入到实际的课堂内容，古诗词蕴含丰富的资源和历

史价值，在深度教学理念的应用下，教师可以就此为学生进行不同

内容的展示。首先，深度教学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它并不是对教学

内容的设限，而是根据学生的特点，不断对知识进行延伸，可以在

古诗词教学中为学生就古代文化、生活以及常识等进行讲述，让学

生对历史的特色有一个大体上的认知。其次，古诗词中的深度教学

可以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通过感知、理解的方式，为学生展

示不同的意境，将其与语境结合到一起，为学生提供相应的教学环

境，将自己的思维放置到不同空间中。另外，古诗词深度教学具有

一定的文学艺术素养，可以从古诗词学习中帮助学生对它的节奏。

韵律进行了解，从而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2.3 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课堂教学质量与教师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有着密切地关系，

在传统的古诗词教学中，它更多的是围绕诗词的含义进行理解，学

生获取的信息和资源有限，不利于学习质量的提升，没有对古诗词

进行合理的运用。在深度教学的理念下，它将古诗词教学中的人文

性、工具性整合到一起，让学生可以在学习中体会到它的语言特点

以及艺术审美，赋予其不同的内涵。此外，在深度教学的应用下，

教师会构建不同的框架体系，将作者的背景、生活现状与诗词的内

容整合到一起，从而明确古诗词中的思想境界，也是对学生意识理

念上的熏陶，通过取其精华的方式，帮助学生实现文化的传承，有

利于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 

3、小学语文古诗词深度教学的方法 

3.1 古诗词深度教学的课前准备工作 

对于小学语文古诗词深度教学来说，为了体现它的层次性，可

以充分挖掘其中的信息和价值，教师应该加强课前准备工作的优

化，根据古诗词的具体特点，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对与其相关的资源

进行了解，根据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将其应用到课堂中。首先，教

师需要对古诗词中的文学和艺术素养进行了解，明确它所传递的不

同情感价值，将古代历史融入到其中，感受到作者深处的时代限制，

从语言、文体以及情感等方面进行整合。其次，在深度教学的准备

作业中，教师需要设定相应的目标，根据现有的学段要求以及学生

的学习特点，明确对于学生的具体要求，包括明确古诗词的大意、

了解它的主旨。对文章的修辞艺术进行鉴赏等，以此为依据展开备

课工作，将学生作为深度教学中的主体。另外，在深度教学中，教

师需要对它的题材和特色进行了解，除了教材中的内容外，还可以

采取对照组的方式，将类似的古诗词融入都课堂上，丰富现有的资

源，确保教学的有效展开。 

3.2 多重视角解读古诗词的价值 

在深度教学的应用过程中，教师应该构建不同的学习框架体

系，从多维的角度上对古诗词的价值和内涵进行了解，确保教学中

的层次性，将其与不同的知识关联到一起，丰富现有的教学体系。

首先，在古诗词的解读中，教师应该将其分为不同的层次，由浅及

深的进行过渡，引导学生进入到描绘的场景中，可以明确文章的风

格以及它的背后情感，将文化背景、文化属性等应用到其中，传递

不同的信息和知识。其次，在古诗词的解读中，教师需要建立多维

度的深层次对话，从诗词中的不同观点入手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

维，通过巧妙的问题设计，引导学生可以融入到其中，形成观点上

的碰撞。例如在《芙蓉楼送辛渐》的学习中，它的最后一句话是“洛

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通常来说会将玉壶指代成作者

的信念，而教师可以让学生发挥想象，根据对作者事迹、所处背景

的了解，对其进行不同的解读，还可以通过主题辩论的方式，让学

生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 

3.3 联系生活实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古诗词教学中，它是对传统古代生活中情感、故事以及人生

状态等方面的描述，学生在学习中的主要难点就是认为古代生活与

现代生活之间的差异性，无法形成深层次的剖析，在理解上有着一

定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确保深度教学的有效展开，教师应

该将古诗词的内容与现代生活联系到一起，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让学生可以表达自己的看法，主动就古诗词中的不同内容进行

深度解读。例如《清平乐·村居》的学习中，其中有一句“大儿锄

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它是对

农家生活中不同年龄孩子性格特点的描述，教师可以将其与学生的

实际生活整合到一起，让非独生子女的学生进行分享，从中体会到

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从侧面上将古代与现代联系到一起，营造欢快

的课堂氛围，改变学生对于古诗词的刻板印象，增强他们的学习兴

趣，为深度教学提供合理的保障。。 

3.4 创设不同的古诗词情境 

在古诗词的深度教学中，为了确保学生的参与程度，教师还可

以创设不同的情境，让学生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增强学生的代入

感，而且可以借助于信息技术的应用，通过音乐的渲染，让学生的

情感得到有效的宣泄。但是教师再次过程中，需要充分激活学生的

想象能力，将古诗词改编成一个完整的故事，适当的进行扩充，添

加一些旁白。例如在《塞上曲》的学习过程中，教师可以将故事场

景设置在大漠中，让学生扮演大漠中旅途的商人，帮助学生进入到

诗境中，达到深度教学的目的。 

4、结语 

综上所述，小学古诗词深度教学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可以提高

学生的综合素质，确保对古诗词内容的多层次解读，符合新课改的

大纲要求，教师应该明确当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做好课前的

准备工作，多视角对古诗词的内容进行解读，将其与实际生活联系

到一起，创设多元化的情境，使得学生可以在深度教学中获得不同

的体验，有利于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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