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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小学语文教学与经典诵读的巧妙融合 
黄艳喜 

（广西百色平果市马头镇雅龙村教学点  广西百色  531499） 

摘要：近年来，人们越来越重视传统文化教育，并开始融入到学科教学中。应新课程标准的要求，小学语文教材中有关中华传
统文化的内容也越来越多。经典诵读是学习国学的一种途径，可以帮助人们铭记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提升道德
修养。语文学科是开展经典诵读的主要途径，如何把语文教学和经典诵读有效融合起来是当前语文教师需要探究的问题。对此，本

文主要深入分析小学语文教学与经典诵读融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探究有效的融合策略，以推动经典诵读教育的开展，提高语文
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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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诵读融入小学语文教学中可以丰富教学内容，锻炼学生的

记忆能力，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内化。学生从小接触经典著作能够

初步了解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享受文学熏陶，提升自己的文学素养。
从长远来看，这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推动素质教育开展的有效途

径。因此，本文浅谈小学语文教学与经典诵读巧妙融合的策略，以

树立学生文化意识，培养语文学科素养。 
一、当前小学语文教学与经典诵读融合面临的问题 

1、学生理解认知偏差 

小学生的知识储备不足，对传统文化不太了解，认为经典著作
太过枯燥乏味，深奥难懂，很难有耐心地诵读下去。而且学生对经

典诵读的理解有偏差，认为它就是死记硬背的东西，并产生抵触心

理，严重缺乏耐心，背诵记忆后又很容易忘记，这给教师开展经典
诵读活动增加了难度。另外，部分家长给学生报了此类兴趣班，对

学生文学素养的提升不大，也给学生增加了很大的学习压力。 

2、教师教学路径有误 
很多语文教师的教学理念陈旧，目光短浅，忽视素质教育的重

要性，认为经典诵读就是要教会学生阅读、背诵古诗文，没有理清

经典诵读和古诗文教学之间的关系。虽然一些教师会认真讲解古诗
文的背景和含义，但仍然没有明白让学生诵读经典的目的是什么，

只是单纯的要求学生记忆。这主要是因为教师的教学路径有误，导

致浪费了许多精力和时间。 
3、教学评价体系制约 

学校考察教师有关经典诵读教学的成效，通常只是抽查部分学

生的背诵情况，评价内容单一，评价方式呆板，评价效果不佳，没
有真正发挥出教学评价的作用。而且这样的评价方式需要消耗大量

时间，校园整体氛围沉闷，大大降低教师的教学热情和学生学习经

典著作的积极性。因此，需要完善经典诵读的评价体系，为学生提
供一个积极的诵读氛围，促进小学语文教学与经典诵读的融合。 

二、小学语文教学与经典诵读巧妙融合的策略 

1、诵读经典名篇，奠定汉字基础 
在核心素养背景下，想要更好地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融合经典诵

读，有效结合识字、写字教学与经典诵读十分有必要。汉字积累的

途径有很多，小学生从认识生词、理解、阅读到写作都与汉字息息
相关，汉字的应用也贯穿生活的方方面面。学生在阅读经典时，必

定会遇到生词，不认识或难以理解。从学生心理角度出发，一旦遇

到很多生涩难懂的字词，学生便不感兴趣，很难继续读下去，严重
影响经典诵读的效果。那么，为了让学生阅读流畅，准确理解汉字

含义，教师可以通过带领学生诵读一些经典名篇，提前进行识字教

学，积累汉字。例如《千字文》是三大国学启蒙读物之一，经典名
篇内容广泛，通俗易懂，学习难度低。教师可以有目的地融入识字

教学，把一些陌生的词集中教学，通过读、写、记的方式积累汉字。

不仅让学生读懂经典，还能学到更多的汉字，把经典诵读和语文教
学有效融合了起来。识字环节不能占用太多的时间，否则就把二者

的侧重点颠倒了。 

2、创设生动情境，营造诵读氛围 

为更好地融合经典诵读和语文教学，教师可以为学生创设真实

生动的诵读情境，使其身临其境，全身心投入到文章情境中，从而
更好地理解文字内涵和作者想要传递的思想感情。那么，教师可以

选择一些与经典著作相关的素材装饰教室，把经典诵读变成生活的

重要组成部分。或利用多媒体设备投放对应朝代的图片、视频，根
据诵读内容播放恰当的背景音乐，营造出浓厚的氛围。例如，在学

习《秋夜将晓松篱门迎凉有感》这首诗词时，教师在课前搜集相关

资料，在课上展示图片、视频，播放音乐，向学生介绍背景知识，
使得学生沉境在诗词中，深刻感受诗词意境。当然，对于诵读氛围

的营造也不应局限于课堂上，校园环境对学生心理起到关键作用。

那么，学校应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利用教室、走廊等场景张贴经典
名篇的介绍、精句等，教室黑板报设置“每日一句”栏，全班学生

轮流分享名句。在课间休息、大扫除时间、放学时间，充分利用有

声资源，播放一些朗读录音、诗词歌曲等，从听觉角度刺激学生的
诵读热情。 

3、注重技巧指导，提高语文能力 

没有教师的指导，学生自身通常不具备独立诵读经典的能力。
在课堂上，学生往往跟着教师的思路一步步诵读篇章，品味经典，

独立思考的空间减少。因此，为保障经典诵读的效果，教师要向学

生传授经典诵读的技巧，提高学生个人阅读理解能力，从而实现学
生与经典的融合[4]。那么，教师应当合理安排教学活动，不仅要给

予学生诵读时间，还要腾出一部分时间传授诵读技巧，帮助学生提

高独立阅读思考的能力。例如，教师可以按照经典著作的类型，提
前讲述一些背景知识，然后总结出不同的诵读技巧，引导学生从不

同角度来理解文章。另外，由于语文学科较强的人文性，容易受学

生强烈的主观意愿影响，当传授了学生准确的诵读技巧，学生更容
易理解并产生情感共鸣，有利于消除对写作的抗拒心理。那么，教

师不妨借助经典美文中蕴含的丰富情感，激发学生的写作欲望，锻

炼学生的写作能力。例如，在学习《伯牙鼓琴》这一课时，教师讲
解完故事情节后，一步步引导学生体会文中人物与知音不舍分别的

情感，并有感情地诵读出来。接着，鼓励学生回忆分享相似的场景，

强化情感在经典诵读中的作用。然后在情感基础上，让学生自主构
思，对该故事进行续写或改写，促进写作教学与经典诵读的有效融

合，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 

结束语： 

综上所述，经典诵读可以拓宽学生视野，激发学习兴趣，提高

语言认知水平，奠定文学基础。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融合经典诵读，

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对此，教师可通过
带领学生诵读经典名篇，奠定学生汉字基础，创设生动情境，营造

诵读氛围。同时，注重诵读技巧的指导，创新教学评价方式，有效

促进小学语文和经典诵读的巧妙融合，从而实现经典诵读的教育价
值。此外，学校也可多组织一些有关国学经典的校园活动，丰富学

生的课外活动，吸引学生兴趣，促进知识内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