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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核心素养视角下小学语文古诗教学策略 
叶毅园 

(新兴县稔村镇页村小学  广东省云浮市  527422) 

摘要：当前我国大多数小学所采用的部编版小学语文教材，其中选取的古诗在理解难度上并不大，且其中暗含的思想感情也比

较简单。通常情况下，可以利用单幅或者多幅画面就可以直观展现出诗词描绘的情境。但是因小学生理解能力较弱，教师却采用死

板的教学方式，致使小学生的核心素养无法通过古诗教学来进行培养。基于此，本文重点分析在核心素养视角下，小学语文古诗教

学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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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由于小学生本身就不具备较强的文字理解力，因而当他们看到

更加晦涩难懂的古诗时，便很难理解其中的意思。而教师多采用机

械记忆的教学方式，且更偏重于小学生对古诗的记背，所以令学生

的语言感知力与逻辑思维等方面很难得到实质性发展。基于当前核

心素养的教育视角，应该通过丰富的古诗教学方式来陶冶小学生的

情操，并使得他们形成较强的文学素养，这样才能满足当前语文学

科素养的培养要求。 

一、核心素养对古诗教学的积极作用 

（一）提高小学生对古诗的理解与应用能力 

古诗本身有着语言精练、内涵丰富的特点，而核心素养这种新

式教学理念的提出，可以让教师采用更为多样化的教学手段来丰富

古诗教学，这样能帮助小学生理解古诗的内涵[1]。具体来说，这样

不仅能让小学生理解古诗本身字面上的含义，继而体会其中的深刻

内涵，同时还可以让小学生对汉字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从而可以有

效地把握汉字的应用方法。在当前核心素养的视角下，小学语文古

诗教学更加重视对古诗句的讲解，同时会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改变

以往的教学方式。这样一来，就可以使得古诗所要表达的意境进行

重新和拓展延伸，进一步提高了小学生学习古诗的兴趣。此外，核

心素养它不仅仅是帮助学生提高对古诗的理解能力，它还会重点培

养小学生的创新应用能力。古诗当中存在着很多含义广泛而丰富的

字词，因而值得小学生学习并借鉴其应用方式。当教师引导小学生

去感受并体会古诗中某些词句使用的精妙之处，那么小学生的语言

应用与表达能力也就得到了丰富，这对小学生日后的语文学习打下

了良好基础。 

（二）提高小学生对古诗的鉴赏能力 

古诗是古人所作，且是历经了多个朝代所保留下来的艺术作

品。它有着不同的主体和风格，同时还包含了古代文人墨客的思想

与智慧，这对陶冶小学生情操，并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有

着不容忽视的促进作用。以核心素养为基础建立起古诗教学的情境

与氛围，可以落实审美教学，并不断提高学生的文字鉴赏能力。这

样一来，学生不仅会对各种情怀和风格产生更为直观体验，而且还

能促进他们正确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形成。在核心素养的视角下，小

学语文古诗教学也愈发重视古诗鉴赏环节的教学，同时通过从多个

不同的维度来尽可能强化学生学习过程当中的体验感，以帮助学生

更为全面地体会古诗当中所饱含的情感与思想。核心素养不仅关注

着学生的审美情趣，同时也对学生的表达能力有着一定要求，因学

生通过学习古诗，便能学习到古人抒发情感时可以分为不同的风

格，那么学生在鉴赏古诗的时候，也就可以在表达方面也得到相应

的能力提升[2]。 

（三）传承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古诗当中不仅有着各种优美、华丽的词句，同时还暗藏着诗人

的气节与风骨。语文学科属于人文学科，而对小学生进行人文艺术

教学可以丰富并开拓小学生的眼界，这样就能够让小学生从人文的

视角去分析古诗，并逐渐使他们深刻地体会到古诗作者的高尚情

操，继而形成认同感与情感上的共鸣。因此，基于核心素养的古诗

教学，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同时也会不断增强学生的学

习信心、使命感和责任感。这是因为在古诗当中诗人或多或少都会

将一些时代内容融合进其诗词作品当中，而当学生在学习这些古诗

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去了解到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其

内心的家国情怀。在学生了解到了这些人文知识后，便可以进一步

分析作者是利用了什么样的抒情方式来讲这些内容传达出来的，有

利于学生继承并发扬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情感。 

二、小学语文古诗教学现状 

（一）缺乏教学创新实践 

当前，小学生的知识面在不断拓宽，且他们的见识与过去的学

生相比要更多，因此这就需要语文教学不断更新其教学的方式与方

法，这样才能让学生对古诗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与已经产生新的认

识与理解。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架构，同时

还要通过学习更多的教学手段来不断优化教学方式，这样才能有效

地提升教师自身的教学能力，从而为学生传授与时俱进的新知识。

但是，由于现在很多小学语文教师没有认识到教学创新的重要性，

因而仍在采用古板的教学方法，即教师翻译古诗中的句意，然后让

学生记录各种课堂笔记。这样的古诗教学形式属于较为落后的方

法。同时，学生也很难与古诗作者产生情感方面的共鸣。而古诗鉴

赏教学中也仍然是以教师的讲解为主。这样一来，小学在学习古诗

的时候，便也相当于是在进行机械记忆，而缺乏对古诗含义的理解。

由于古诗教学本应将诵读和理解放在第一位，那么便应该在小学生

理解诗词含义的基础上，再通过反复朗读来形成更为深刻的感悟，

这样才能逐渐体会到诗词当中的深意[3]。 

（二）忽视学生学习兴趣 

小学语文教学中，古诗教学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且很多小学

语文教师都将古诗教学作为教学的重点。主要是因古诗难以理解，

很容易让学生在考试中丢分，因而教师在教学的时候，多会将古诗

的记背作为教学重点，这样就忽视了学生学习古诗的兴趣，那么学

生在学习的时候就很容易注意力不集中，从而降低了语文课堂教学

的效率。同时，大多数教师都会要求学生死记硬背，甚至必须要能

够准确地默写出古诗。学生为了达到教师的要求，就会一遍又一遍

地反复背诵、抄写，并且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古诗的背诵上面，而

非是去理解古诗的内涵，为了背诵而背诵只会不断消减小学生对古

诗学习的热情，因而这种教学形式便没有做到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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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忽视鉴赏能力培养 

古诗学习的过程就是鉴赏古诗，并从中体会到美感的一种学习

过程。但是目前，很多小学语文古诗教学都只是针对古诗的字面含

义去进行翻译讲解，同时教师还会简单介绍古诗作者的生平与古诗

本身的写作背景，这就忽略了小学生审美与古诗鉴赏能力的培养，

从而导致小学语文古诗教学变得非常无趣。小学生仅是跟随着教师

的翻译、讲解去背诵识记古诗当中的重点词句和注释，实际上并没

有彻底理解其中的深刻内涵以及重点词句的用法，故而便无法发掘

出古诗的深层含义。在这样的前提下，小学生感受不到古诗中的意

蕴美，也无法与古诗作者形成思想和情感方面的共鸣，从而影响了

古诗鉴赏教学效果。 

三、核心素养视角下小学语文古诗教学的策略 

（一）借助诵读帮助小学生构建语言并学会运用 

小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包含其对语言的构建和应用，且这一核

心素养贯穿了语文学习的始终，针对古诗教学来说，也需要使得小

学生能够学会构建并应用语言。因为古诗与白话文有着很大区别，

古诗的情感表达更加深沉内敛，且在遣词造句方面，其也会将情感

和力量凝练在短小且精准的词句之中，这就加大了小学生理解与应

用的难度。但也正因如此，才能体现出古诗独特的魅力。在学生学

习古诗的时候，实际上需要尽可能地突破文本的限制，才能让小学

生产生更为深刻的体悟。所以教师在教学的时候，应该在学生体悟

古诗情感的时候，借助多种教学方式来使得学生产生较为直观的感

受，因而可以利用口头语言或者肢体语言来进行表达，这样就实现

了书面语言向口语转化的过程。所以，小学语文教师可以借助诵读

的方式，来让小学生更为直观深刻地体会情感，且逐步学会构建并

运用语言[4]。 

在目前的部编版教材中经常可以看到课后对古诗提出的朗读

要求，同时也需要让学生正确地把握古诗的朗读节奏，从而使得小

学生可以切实感受到古诗的节奏感和韵律美。但是很多时候，教师

和学生都会忽视古诗诵读的重要性。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在古诗教学

的过程中，重点抓住古诗诵读的环节，以帮助学生感受从古诗当中

流淌出的音乐美、画面美以及深层情感。因此，教师必须重视古诗

教学当中诵读的重要性。 

（二）创设古诗情境助力语言思维的提高与发展 

除了要重视朗读外，为了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还有语言能力，

并帮助他们更好更准确地理解古诗的内涵与情感，教师需要引导学

生进入诗歌的情境，并让学生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从而产

生更加深刻且独特的审美体验，这样就有助于学生语言能力和思维

品质的提升。 

比如说，在教学六年级下册古诗诵读《送元二使安西》一诗的

时候，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教学的方式来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并

创设送别时的情境，以达到将学生引入诗歌情境的教学目的，并调

动起他们的学习兴趣。教师可以先播放“送别”主题的歌曲，再借

助动画将送别的画面展现出来，继而不断引导学生想象王维是如何

送别自己的好友的。首先，教师要明确，古时候的交通非常不便，

而从长安到安西路途非常的遥远，甚至光在路上就要花费半年的时

间，而这一次分别，或许王维和朋友就再也见不到面了。通过介绍

背景，就可以让学生想象到，如果自己与朋友分开且再也见不到面

该会有多么的悲伤。在分析古诗的时候，其中对于渭城朝雨、客舍、

柳色的描写可以构建起一副画面，这时就需要让学生发挥自己的想

象力，让他们为古诗配一幅画，从而锻炼他们的思维能力。而当王

维与友人喝了一杯又一杯以后，抵达了阳关，可能就再也见不到彼

此了。这时教师用多媒体来展示二人分别时的动画，将学生的情绪

情感进一步升华，甚至可以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想一想王维与朋

友分别时会说些什么。这样一来，从声音到画面再到情感，逐步升

华，学生便可以深切体悟古诗当中的思想情感。 

（三）想象古诗画面以提高学生鉴赏与创造能力 

古诗教学一定要让学生体会到专属于古诗的美感，古诗审美当

中最具特色的就是其音韵美，但这对于小学生来说是很难理解的，

因而需要通过朗读来感受古诗平仄以及起承转合的音韵美感。而在

朗读过程中，教师也必须将学生带入到诗歌情景当中，这样才能令

他们直观地感受到古诗的画面美和意境美，从而深刻理解古诗内

涵，并感受到古诗独特的魅力。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文字鉴赏能

力和思维创造能力都会被激活[5]。 

例如，在学习二年级下册的《绝句》时，教师需要让学生通过

想象画面来实现知识与情感体验的迁移，以培养他们的古诗鉴赏能

力，有利于综合素质的发展。首先，通过朗读来让学生走进诗词，

其次，为学生展示动画与视频，从而让学生真切看到、听到黄鹂的

样子与黄鹂的叫声。而同样的，一行白鹭与青天等，同样可以以画

面的形式展现出来。最后，让学生通过绘图的方法，来将古诗的后

两句试着画下来，从而就将雪山、船等诗歌中描绘的景物变得更为

具象化。在此过程中，四句诗就变成了四幅画，有利于学生更直观

地理解古诗，并提高他们的鉴赏能力和创造能力。 

（四）联通生活以加强理解并传承古诗文化内涵 

古诗经过了历史的传承，是其与其他文体之间最大的区别，故

而它能够潜移默化地使小学生继承并发扬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虽

然小学生可能并不懂其中的深刻含义，但是他们可以从中感受到诗

人的道德品质和家国情怀，从而在小学生幼小的心灵中逐渐生根发

芽。这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重视联系生活，以便于学生在理解记

忆古诗的时候，将这些情感带入到生活当中。 

比如说，在学习《元日》、《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等古诗的时

候，教师可以将我国的传统节日等引入其中，不仅可以让学生了解

到传统节日的习俗，还能让学生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特

点，从而进一步提升他们的文化认同感与传承发扬我国文化的使命

感。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古诗作为语文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培养小

学生语文核心素养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可以提升小学

生的语言应用与理解的能力，还对传递文化价值、培养学生审美、

塑造文化品质等有着积极影响。因此，小学语文教师要重视起古诗

教学，并采用丰富多样的教学手段来帮助学生走进古诗的情境的之

中，并体悟作者的思想与情感，这样一来，便能够有效地培养小学

生的核心素养。 

参考文献： 

[1]陈晓玲.基于核心素养的小学语文古诗教学设计研究[J].

课外语文,2021(30):105-107. 

[2]张丽萍.核心素养背景下小学语文古诗教学探究[J].小学

生作文辅导(语文园地),2021(08):5-6. 

[3]陈佳明.基于核心素养的小学语文古诗教学[J].散文百家

(新语文活页),2021(06):100-101. 

[4]纪俊英.刍议核心素养下小学语文古诗教学[J].教书育

人,2021(05):75-76. 

[5]兰向东.核心素养背景下小学语文古诗教学探究[J].科学

咨询(科技·管理),2021(02):283-2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