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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之乡”进校园：提升小学生诗词鉴赏能力的有效途径

张　辉

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杨斜镇小学　726000

摘　要：随着义务教育理念的不断更新与发展，如今的小学语文教学也更加注重学生文化意识的养成，以及鉴赏能力的提升。

而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作为学生鉴赏能力提升路上的重要学习内容。对于开阔学生视野，提升学生文化自信，培养学生良

好的情操而言，具有重要的作用。为了能够让学生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带着探究和发现的精神去掌握古诗词有关的知识，

并获取有用的结论。本文就从以下几点给出，如何在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中提升学生的鉴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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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词作为我国文学历史上的精华所在，它凝聚了中华

民族几千年以来所传承的优良习俗和正确价值观念。积极地

开展古诗词教学，仔细和认真研读古诗词背后所阐述出的价

值背景。能够有效地提升学生的个人素养，让学生的综合品

质在课堂中得到提升。为了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让学生借

助古诗词的学习，进一步的了解中华传统文化，掌握中国传

统精神。

一、开展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的重要作用

（一）对于学生感受文化魅力的作用

古诗的发展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所留存下来的奇迹，也

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奇迹。古诗词的内容有着高度的结构性和

对称性，其具有层次性的美感和较为深刻的情感。古诗词的

语言相对于其他文体而言，更加的简洁，语言凝聚性更强。

其次，古诗词当中的情感表达也比其他题材的文章更加具有

特色。在小学阶段开展的古诗词教学，让学生在阅读古诗的

过程中体会其中的情感。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提升自身古诗词

鉴赏能力，还能够让学生在阅读古诗词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人

物的情感变化，以及古诗词背后所蕴含的故事内容。在加强

学生印象的同时，让学生能够借助这些知识来感染自身，感

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这对于实现学生之后长远发

展而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对于提升学生文化素养的作用

古诗词的在中华文化早期就已形成，唐代时期达到顶峰。

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这是当前社会对于以往内容的

一种肯定。而古诗词作为世界上最为古老，最为优美的一种

文学题材。其中，集中反映的是当时的社会面貌以及当时人

们的价值理念和核心标准。在提升学生文化素养的同时，教

师就应当借助古诗词当中一些正确的价值观念来改变学生的

看法。让学生从急躁和肤浅的现实是生活中走出来，去深入

到古诗词当中。让自己的灵魂去与古诗词的作者进行对话，

在感染学生的同时，让学生能够感受到当时社会背景下所体

会出来的真善美。除此之外，教师还应当在这个环节里给学

生讲解更多的古诗词基本知识，让学生积累对基础的古代文

化常识。然后再让学生学会亲自鉴赏古诗词。以这样的方法

来帮助学生体会作者所表达出来的正确理念，真正指向学生

语文素养的提升。

二、开展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的实际方向

（一）要加强学生的诗词鉴赏能力

学习古诗词的根本目的是让学生对于古代诗词有着明确

的认知，并形成属于自身的鉴赏基础。然而仔细分析当前小

学阶段语文课堂的古诗词教学，就能够发现：学生往往对于

古诗当中所描绘的内容不甚了解。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

于古诗当中很多表现方法，都是通过意境的方式来凸显的。

而意境是通过多种意象进行有机地结合，并进行交融之后所

形成的情境。它需要学生有一定的文学功底和语言辨析能力，

才能够深刻了解的内容。这就对当前小学生的语文水平提出

了一定的要求。如果学生不能够了解这些内容，那么学生势

必只会摇头背书，不懂其中所蕴含的真切情感。为了能够真

正强化学生的诗词鉴赏能力，教师要给予学生充足的自由探

索时间，让学生亲自挖掘知识。找到古诗词当中的情感体现，

从而不断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

（二）要教会学生诗词的历史背景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传承千年而不断。而小学阶段学生

所接触到的古诗内容往往来源于各朝各代。但是由于不同朝

代之间，文人的写作手法以及诗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有所差异。

其作者的学识和经历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这种差异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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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不同作者所作的诗词的风格，以及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也

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如果学生只会一种鉴赏的方法，而不去

了解这首诗词背后所蕴含的历史知识。那么学生势必会对一

些相对复杂，或者是感情较为丰富的诗词产生疑惑。为了能

够解决这些问题，活灵活现地帮助学生分析诗词当中的表达

技巧，找到诗词背后作者所处的社会背景以及创作经历。就

需要教师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来给学生展示作者的个人生平

经历，让学生理解作者写的风格。以帮助学生更好地体会古

诗词内在的深刻情感。

三、提升小学生诗词鉴赏能力的有效途径

（一）创新课堂导入，提升学生鉴赏兴趣

兴趣是学生学习古诗词的最好动力，也是培养学生鉴赏

能力的必要因素。因此，在实际开展古诗词鉴赏教学的过程

中，教师就应当在课堂的开始，以趣味的方法来创新课堂导

入，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具体而言，可以通过诙谐幽默的

故事，也可以通过引人入胜的歌曲来简单地描述诗词当中的

具体内容。当学生的兴趣被调动之后，教师要丰富古诗词当

中的人物形象。让学生成为故事当中的主人公，站在作者的

角度上思考问题。给予学生沉浸式的学习体验，提高学生的

动力。

例如，在进行教学《芙蓉楼送辛渐》这篇古诗词的时候，

教师就可以在课堂的开始，通过一些趣味的方式来开展课堂

导入。首先教师可以让学生这样思考“同学们，你们过离别

的场景吗？离别的时候，你们的内心是怎样的呢？假如说你

们的朋友即将离开与你一起的地方，打算独自回家乡，而你

却回不了。至此一别，再难相见。那么现在他即将走了，你

们有什么话要给他说呢？”通过这样一个问题来开展古诗词

的教学引入。当学生投入自身的思维进行思考之后，教师要

给学生讲解“本首古诗就是作者即将要与自己的好友离别，

于是将眼前的景色与自己的心情进行结合，表达出自己的情

感。文章当中很多句子虽然描写的是景色，但其体现的都是

作者的情感。同学们在阅读之后，请好好的赏析。”在这样正

式引入完成之后，教师要带领学生共同赏析这篇古诗。古诗

的前两句“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这句话交代

了当时离别环境的恶劣，以及作者在送自己朋友的时候发现

远处的山峰都变得孤寂起来。烘托了一种悲凉离别的气氛，

为作者的愁绪奠定了环境基础。整篇文章正在以悲情的色彩

上发展时，古诗当中“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这句话却让古诗整体迎来了升华。虽然有千百万句不舍和难

以别离的心思，但是作者知道自己的朋友终究会离开。再离

开之后，让朋友向自己的家人寄托自己清廉高洁的志向。借

助这样的方法，让学生体会作者所表达的复杂情感。

（二）重视朗读教学，强化学生学习理解

教学古诗时的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教会学生如何朗读，

通过语气上的变化去体会作者的感情。在以往的教学当中，

学生可能只会摇头晃脑地读古诗词。但是这种方法，不能够

真正帮助学生理解古诗词当中的情感。教师应该在实际教学

古诗词的过程中，通过抑扬顿挫的朗读教学，将古诗词当中

的停顿，语调或者是情绪都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鼓励学生

反复品味诗词语言的变化，以这种方式来教会学生，如何鉴

赏提升学生的语文综合水平。

例如，在进行教学《枫桥夜泊》这篇古诗的作者是张

继。他是唐朝时期的一名诗人，但他的遭遇并不幸运。在唐

朝的安史之乱之后，整个国家都陷入到了动荡当中。而作者

也是正在逃亡的路上，乘坐小船停靠在枫桥这个地方。于

是，昼夜难眠的作者在夜里，写下了这篇古诗。古诗当中

的“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这句话当中涵盖了

情景色。教师在开展诗词鉴赏教学的过程中，一定要教会学

生如何朗读这一句话。首先，对于这句古诗的前半句月落

乌啼霜满天，这表达的是一种背景和悲情。在朗读的过程

中，一定要用低沉和悲凉的语句进行朗读。其次，江枫渔火

对愁眠，这也是一种悲凉的景色，点点的渔火是这个长夜里

最明亮的存在。在教会学生阅读之后，学生就能够感受到

整个故事背景的悲凉。接着，随后古诗当中又写出了“姑苏

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在阅读这句话的时候，一定

要带着些许的迷茫和悲凉，体现出作者的愁绪。在国家动荡

的关头下，作者身处乱世并且毫无归宿。漂泊在外，仍然

心系国家。这种情感是学生值得把控的，也是值得学生体会

的内容。借助这种鉴赏的方法，在朗读教学中带给学生新的

收获。

（三）设立探究问题，开拓学生鉴赏思维

鉴赏古诗词的过程，本质上就是提高学生自身综合水平

的一个过程。在鉴赏古诗词的过程中，需要学生合理的对于

古诗词当中所出现的古代文化常识，或者是古代事物进行思

考和发散。为了增强学生的古诗词鉴赏能力，让学生能够通

过指向性的问题来思考启运航的真切情感。教师就应当在课

堂的开始给学生设计一些关于古诗词内容的问题，让学生进

行探索。让学生以诗词内容为线索，进行深入赏析，帮助学

生掌握诗词的核心思想。

例如，在进行教学《长相思》这一首清词的时候。这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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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当中运用了多重创新的意境，将长相思的具体内容，从

空间和时间联系。在空间上的变化，交融了作者的思想感情，

既能够使得整个诗词内容显得宏伟宽阔，又能够抒发作者思

念家乡的情感。为了能够增强学生对于本篇诗词的理解，教

师就可以在课堂的开始给学生设计这样的探究问题，让学生

进行思考“从诗词当中作者所处的环境在哪儿？作者打算做

什么？作者的思想感情又是怎样的？”利用这种层层递进的

问题，引发学生的深度思考，接着再带入到整篇诗词当中。

从诗词的上阕当中“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

深千丈灯。”这部分内容写出来了，作者离开自己的家乡，奔

向榆关前线。已经入夜，万千盏营地的灯光充斥的边关。在

这灯火通明的晚上，作者却没睡着。究其原因是作者过于思

念自己的家乡。以此写出来了作者的思念之情。随后的“风

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这种写作方

法看似是迁怒于风雪的声音，实际上这是体现出来了作者对

于自己家乡的无限眷恋。在自己的家乡，夜里不会听见风雪

的声音，更体现出来了家乡的温暖。让学生通过这部分内容

的学习，感受作者心境的变化，并体会作者的情感，能够有

益于学生鉴赏能力的提升。

（四）开展诗词活动，丰富学生学习内容

主题探究式的活动能给小学语文古诗词鉴赏教学注入新

的活力。在实际开展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的过程中，为了能

够让学生主动投入到诗词鉴赏当中来。教师就应当在课堂的

开始，先去给学生明确课堂教学的主题。让学生紧紧地围绕

这个主题，开展一系列的探究活动或者是发散活动。引导学

生将课堂内所学习的知识点进行充分的理解和吸收，并找到

与此类似的古诗词内容，发散进行理解。在这种边学习边应

用的前提之下，能够帮助学生理解古诗词的魅力。

例如，在进行教学《题西林壁》这首古诗词的时候。为

了能够增添学生自身的鉴赏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教

师就可以在课堂的开始，积极地给学生开展师资活动，来丰

富学生的学习体验。首先，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去阅读整篇古

诗。古诗当中的第一句话“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

同”从这些简单的语句当中写出来了山峰的奇异与巍峨。庐

山的面貌在郁郁葱葱的崇山峻岭中连绵不绝，令人心醉。远

方的山峰与眼前的山峰进行对比，显得高低有致。随后，作

者的笔锋一转，又去写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

中”这就解释了作者看不清整个山脉的原因。当教学完这些

最基础的内容之后，这时候教师就可以基于这种问题来给学

生开展相应的活动，让学生根据古诗当中所写到的内容。利

用小组合作或者是交流互动的方式，将诗词当中所写到的山

的样貌，通过绘画的方式进行画下来。并且让学生仔细体会，

作者在其中蕴含的情感。借助这种探索性的活动，有助于学

生鉴赏能力的提升。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古诗词鉴赏是小学语文学习的重要板块，培

养提升学生的古诗词鉴赏能力，正确把握诗人的思想情感成

为了新时代小学语文教师的重点任务。因此，教师应该引导

学生重视古诗词的学习，找到剖析诗人情感的途径，理清诗

词鉴赏的思路，使学生看诗人所看，感诗人所感，身临其境，

提升自身古诗词的鉴赏能力，从而提高自身文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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