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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浸入课堂——探索小学语文课堂中加强古诗教学的

路径
章纪

（如东县岔河镇岔河小学）

摘要：新课标中指出，教师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需重视学生语文综合能力的培养，而古诗词鉴赏能力、分析能力为学生语
文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求教师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需将古诗词教学作为重点，以全面提高学生语文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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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改持续推进背景下，要求教师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除

应重视学生基础知识体系的健全外，还应将学生利用知识解决问题

的能力加以培养，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养。而古诗词作为我国优秀

的传统文化，在小学语文教材中占据较大比重，此针对学生良好文

学素养的培养及综合素质的提升而言发挥着重要作用，还可与小学

生学习需求相契合。因此，教师在小学古诗词教学过程中，需借助

各种教学手段的应用，激发学生古诗词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古诗词

学习能力。

一、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的重要性
分析古诗词发现，其中蕴含着充实的内容及作者丰富的情感，

并展示出优美、深远的古诗意境。某种程度上，古诗词可表示一个

人的文化修养水平，学生通过大量古诗词的阅读，可丰富学生文化

底蕴。古诗词中具备诸多类别，如送别诗及爱国诗等，作者将丰富

的意象蕴含于精炼的语言中，以此还可为学生写作提供充足素材，

还可优化学生写作语言，也可有效提升学生写作能力。除此之外，

古诗词中作者将会应用丰富多样的修辞手法，主要包括叠词、夸张

及比喻等，促使人可在诵读过程中，朗朗上口，借此还可有助于学

生想象空间、语言空间的拓展。为此，要求教师在小学语文教学过

程中，需对古诗词教学予以足够重视，还可对自身教学手段加以丰

富，以实现学生注意力的吸引，借此还可有助于学生古诗词学习兴

趣、学习热情的激发，为教师古诗词教学活动的展开提供保障。

二、诗意浸入课堂的小学语文古诗教学的策略
（一）构建情境，激发学习兴趣

教师在小学古诗词教学活动中，为帮助学生更为顺利的展开古

诗词学习活动，教师可围绕古诗词内容完成相应课堂情境的创设，

促使学生可对古诗词中所描绘的画面加以感受，为学生提供身临其

境之感。此种教学方式针对小学阶段学生而言尤为适用，借此教学

方式的应用，除可帮助学生对于课本知识所产生的畏难情绪加以缓

解外，还可实现学生学习兴趣及学习积极性的激发。教师引导学生

学习《望天门山》此首古诗时，便可引导学生共同完成天门山此幅

图画的绘制，促使学生可在趣味轻松的课堂教学氛围中，对诗人眼

中所看到的大好河山加以深刻理解，此过程中学生也可对诗人在文

章中所赋予的真实情感加以感悟，还可实现学生记忆的深化。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借助此种教学方式的应用还可使得学生流利顺畅的

完成整首诗词的背诵。教学过程中，教师借助教学情境的创设，除

可对学生文学素养加以培养外，还可有助于学生语文古诗词学习积

极性、学习兴趣的激发。

（二）赏析诗词，提高写作能力

分析小学语文教材发现，其中具备诸多种类的古诗词，所以教

学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共同对古诗词中的名句加以赏析时，教师

应将自身引导作用加以充分发挥，鼓励学生对于古诗词中所体现的

多层次的思想感情加以体会，由此逐渐实现学生文化素养的培养，

还可对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加以发扬并传承。教师引导学生学习

《芙蓉楼送辛渐》此部分内容时，教师便可与学生共同对“洛阳亲

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此两句诗词加以赏析，诗人在诗中借

助透明的冰心及玉壶自喻，此将对洛阳亲友的信任及了解作为基

础，并非为洗刷富贵名利，实则为一种蔑视思想感情的体现，因此

教师引导学生赏析并探讨此首古诗词时，应对作者在诗词中所体现

的由清洁无瑕的玉壶中捧出的冰心对友人加以告慰，借此可将诗人

对于洛阳亲友的思念之情加以充分体现。古诗词教学过程中，教师

通过引导学生对于名言名句加以共同赏析，可与学生在情感层面达

到共鸣，深化学生学习体验。

（三）深层阅读，增强理解能力

古诗词教学过程中，教师为帮助学生对于语文古诗词形成更为

全面透彻的了解，展开相应的引导及提示尤为必要，教师可先引导

学生初步分析古诗文，促使学生可对作者在文中所要表达的中心思

想加以了解，随后再鼓励学生展开深层次的阅读活动。针对语文古

诗文学习而言，深层次阅读为一种使用且有效的阅读方式，针对小

学生而言，深层次阅读及熟读的展开可有助于自身良好阅读习惯的

养成，还可有益于自身身心发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还可引导学生

将此种阅读方式应用至其他学科的学习活动中。深层次阅读，实则

即为学生在语文古诗词阅读过程中通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

问题、解决问题，最终对作者在文章中所隐含的中心思想加以了解。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借助深层次阅读的展开可实现学生阅读理解能

力的强化，还可对学生文化素养加以培养。教师引导学生学习《饮

湖上初晴后雨》此首古诗时，教师可先引导学生初步阅读古诗，对

于苏轼针对西湖美景的描写加以分析，对于作者对于西湖的赞美之

情加以感受，随后再引导学生展开深层次阅读活动，对于诗中的“欲

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此两句话加以分析，作者借助借

景抒情的方式对自身的思想感情加以抒发，将自身对于西湖的喜爱

之情加以体现。

结束语：综上所述，教师在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过程中，需重

视丰富多彩教育手段的应用，以实现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帮助学

生体会古诗词魅力，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提高学生语文古诗词学

习能力，借此也可为学生文学素养的养成创造良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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