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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进行古典阅读时，经常会碰到一定问题。经典作

品具有较好的教育作用，但大部分作品的内容都比较单调，

要求学生要了解其中的思想和感情，因此，在阅读这些作品

时，学生会产生一种厌烦的情绪。因此教师要帮助学生消除

情绪，让每个学生对经典文章进行深入理解，让他们从内心

深处感受到它的重要。在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中，经典的文

章对学生来说有较大的帮助，而且可以让他们学习到更多的

寓言故事。在经典诵读中，有大量的文章和诗句，也有精美

的散文，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教师要能让学生通过

朗读来提升自己的语言素养。教师要能够让学生从经典作品

中学到有价值的东西，并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法。

一、小学语文经典诵读教学面临的新时代变革挑战

（一）教育理念的更新与经典诵读的重新定位

随着教育理念的不断更新，经典诵读在小学语文教学中

的地位亟需重新评估与定位。传统观念中经典诵读被视为提

升学生语文成绩的辅助手段，但在新时代背景下，它更应是

培养学生文化底蕴、创新思维、情感表达及跨文化交流能力

的关键途径。然而这一新定位在实际教学中尚未得到广泛认

同，导致经典诵读教学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二）技术融合与教学方法的革新需求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经典诵读教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机遇，但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有效利用多媒体、

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手段，创新经典诵读的教学模式，使其

更加生动、互动、个性化，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然而，

部分教师对于新技术的接受度和应用能力有限，难以将传统

经典诵读与现代教学手段有效融合，限制了教学效果的提升。

（三）学生兴趣多元化与经典诵读的吸引力重塑

在当今社会，学生的兴趣和关注点日益多元化，传统的

经典诵读方式已难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如何根据学生的年龄

特点、兴趣爱好及心理特征，设计富有创意、贴近生活的经

典诵读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成为摆在教育

者面前的一大难题。此外如何平衡经典诵读与现代文化元素

的关系，使经典文化在传承中焕发新的活力，也是值得深思

的问题。

（四）家庭与社会环境对经典诵读的支持与引导缺失

经典诵读教学不仅需要学校的努力，还需要家庭和社会

的共同支持与引导。然而在现实生活中，部分家长对经典诵

读的价值认识不足，缺乏与学校的有效沟通与合作；同时社

会上也缺乏足够的经典诵读资源和活动平台，难以形成浓厚

的文化氛围。这种环境因素的缺失，使得经典诵读教学难以

得到全面推广和深入实施。

小学语文经典诵读教学在新时代背景下正面临着教育理

念更新、技术融合、学生兴趣多元化以及家庭与社会环境支

持等多方面的变革挑战。面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以更加开

放、创新的心态去审视和应对，不断探索和实践新的教学模

式和方法，让经典诵读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彩。

二、小学语文经典诵读的新时代独特魅力与深远价值

探索

（一）构建多元阅读生态，激活教学资源新活力

在新时代背景下，小学语文经典诵读不仅是对传统教学

资源的简单继承，更是构建多元阅读生态、激活教学资源新

活力的关键一环。通过引入经典诵读，我们打破了传统教材

的局限，将古今中外的文学瑰宝融入课堂，为学生们打造了

一个跨越时空的阅读盛宴。这种多元化的阅读体验不仅丰富

了学生的知识储备，更激发了他们对文学的好奇心和探索欲，

使教学资源在传承与创新中焕发新的生机。

（二）传承文化基因，塑造文化自信新风貌

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文化认同与自信成为时代的重

要课题。小学语文经典诵读作为传承文化基因的重要载体，

其深远价值在于塑造学生的文化自信新风貌。通过诵读经典，

学生们能够深入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古代先贤的

智慧与情怀，从而在心灵深处种下文化自信的种子。这种文

化自信不仅是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与自豪，更是面对多元文化

时能够保持清醒头脑、坚定文化立场的重要支撑。

（三）培育文学审美力，开启人文素养新篇章

在新时代的教育体系中，人文素养的培养日益受到重视。

小学语文经典诵读以其独特的文学魅力，成为培育学生文学

审美力、开启人文素养新篇章的重要途径。经典作品以其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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邃的思想、优美的语言、丰富的情感，为学生们提供了一场

场心灵的洗礼和美的享受。在诵读的过程中，学生们不仅学

会了欣赏文学之美，更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自己的人文素养

和综合素质，为未来的成长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融合创新，小学语文经典诵读与情感培养的深度

交融策略与实践

（一）情感共鸣，经典诵读与心灵对话的新纪元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新时代的小学语文课堂迎来

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在这一背景下，经典诵读不再仅仅是书

本上文字的简单重复，而是成为了一种跨越时空的心灵之旅，

一种连接过去与现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情感共鸣的桥梁。

1. 虚拟现实穿越时空的情感体验

在教授《静夜思》这样的经典古诗词时，教师可以充分

利用虚拟现实（VR）技术，为学生打造一个身临其境的学习

环境。通过 VR 设备，学生可以瞬间“穿越”到千年前的唐

朝，站在月光洒满的窗前，与李白一同感受那份深夜的孤寂

与对家乡的深切思念。这种沉浸式的体验不仅让经典诵读变

得生动有趣，更让学生在视觉、听觉乃至情感上全面融入文

本，与诗人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在这样的情境下，学生的

诵读不再只是机械地模仿，而是饱含深情地表达，让每一句

诗都充满了生命的温度。

2. 情感地图绘制内心的情感轨迹

为了进一步深化学生的情感体验，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绘

制“情感地图”。在教授《静夜思》的过程中，让学生思考并

记录下自己在不同诗句中感受到的情感变化，如从“床前明

月光”的宁静到“疑是地上霜”的疑惑，再到“举头望明月”

的思念和“低头思故乡”的哀愁。通过绘制情感地图，学生

不仅能够清晰地看到自己的情感轨迹，还能在分享过程中理

解并尊重他人的情感体验，从而在班级内形成更加包容和理

解的氛围。

3. 情感剧场经典诵读的创意演绎

除了传统的诵读方式外，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将经典诵

读与戏剧表演相结合，创作“情感剧场”。学生可以根据自己

的理解和想象，将《静夜思》改编成短剧或小品，通过角色

扮演、场景布置和道具使用等手段，将诗歌中的情感冲突和

内心世界生动地展现出来。这种创意演绎不仅锻炼了学生的

表演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在表演中深刻

体会到诗歌所蕴含的情感力量，实现情感与理智的双重升华。

4. 情感共鸣圈构建班级情感共同体

在班级中，教师还可以组织“情感共鸣圈”活动。活动

中，每位学生轮流分享自己在经典诵读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和

感悟，其他同学则围坐一圈，以倾听、共情和反馈的方式参

与其中。这种形式的互动不仅加深了学生对经典诵读内容的

理解，更促进了班级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和相互理解。在情

感共鸣圈的氛围中，学生们学会了倾听他人、尊重差异、表

达自我，共同构建了一个充满爱与关怀的班级情感共同体。

新时代的小学语文教学应致力于将经典诵读与情感培养

深度融合，通过虚拟现实、情感地图、情感剧场和情感共鸣

圈等创新方法，构建情感共鸣的教学模式。这样的教学模式

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诵读兴趣和创造力，更能够让他们在诵

读中体验到情感的力量和文化的魅力，为他们未来的成长和

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信息技术赋能，经典诵读教学中的兴趣火花与情感

深度挖掘

在数字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信息技术如同一位魔法师，

为小学语文经典诵读的课堂披上了绚丽的外衣，让传统的教

学方式焕发新生。新课标犹如一盏明灯，引领我们探索如何

将信息技术巧妙融入经典诵读教学，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深化他们的情感体验，共同绘制一幅幅生动、鲜活的学

习画卷。想象一下，学生们不再仅仅面对冰冷的文字，而是

通过 VR 技术“走进”《少年中国说》的时代背景中。他们不

仅能看到梁启超笔下那个风雨飘摇却又充满希望的年代，更

能“亲历”五四运动的热血与激情。这种沉浸式的阅读体验，

让经典诵读不再局限于纸面，而是成为一场跨越时空的心灵

旅行。学生们在视觉、听觉乃至触觉的全方位刺激下，与文

本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情感共鸣，对文章的理解自然更加深刻，

兴趣也随之高涨。

传统的课堂模式往往受限于时间与空间，而信息技术的

加入则打破了这一壁垒。通过构建在线阅读社区或利用社交

媒体平台，学生们可以随时随地参与到经典诵读的讨论中来。

教师不再是单一的信息传递者，而是成为了讨论的引导者和

情感的共鸣者。学生们在这里分享自己的阅读感悟，提出疑

问，交流观点，甚至可以进行角色扮演，重现经典场景。这

种互动式的学习模式不仅激发了学生的思考，还促进了他们

之间的情感交流，让经典诵读的过程充满了乐趣与惊喜。

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教学资源的获取与创作提供了无限可

能。在经典诵读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丰富的数字化资源，

如电子书、音频、视频、动画等，对传统文本进行多维度的

呈现与解读。例如将《少年中国说》中的关键段落制作成精

美的动画短片，配以激昂的配乐和深情的旁白，让学生在视

听盛宴中感受文章的力量与美。同时，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

参与创作，如绘制插画、制作微电影等，将自己对经典的理

解与感受以数字化的形式表达出来。这种创造性的学习方式

不仅增强了学生的动手能力，还让他们在创作过程中更加深

入地理解了经典，培养了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审美能力。

在信息技术的辅助下，经典诵读教学不仅仅是知识的传

授，更是情感的引导与价值观的塑造。教师可以通过信息技

术手段，如数据分析、智能推荐等，精准把握学生的学习需

求与情感变化，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支持与引导。同时，

教师还可以利用情感分析工具，对学生的阅读感悟进行深度



39

科研管理
2024年6卷8期

挖掘与分析，了解他们对经典中情感与价值观的理解与认同

程度，从而更有针对性地进行情感引导与价值观塑造。在这

样的教学过程中，学生们不仅学会了如何诵读经典，更学会

了如何从中汲取力量与智慧，成长为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强

烈社会责任感的时代新人。

（三）多元诵读内容，情感培养的深度探索与融合

在新时代的经典诵读教学中，我们倡导的是一场内容与

形式的双重革新，旨在通过丰富多元的诵读内容，引领学生

踏上一段情感与智慧并行的探索之旅。教师需成为引路人，

而非简单的知识灌输者，激发学生的内在动力，让他们在自

主选择与深度分析中，与经典产生共鸣，实现情感的深度培

养。我们不再局限于传统教材，而是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文

学海洋。从古典诗词到现代散文，从国内经典到世界名著，

甚至是跨界融合的艺术作品，如音乐歌词、电影台词等，都

成为我们诵读的素材库。这样的选择不仅丰富了学生的阅读

体验，更让他们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中，拓宽视野，深化情感

理解。

在引导学生诵读时，我们注重情感共鸣的激发。通过角

色扮演、情境模拟等创新方式，让学生“穿越”到文本之中，

亲身体验作者的情感世界。例如在《咏柳》的教学中，可以

运用信息技术技术，让学生仿佛置身于春日柳林，感受春风

拂面、柳丝轻摆的诗意画面，从而更深刻地理解诗词中的情

感与意境。鼓励学生以多样化的形式展现诵读成果，如朗诵

比赛、舞台剧表演、短视频创作等。这些创意表达不仅锻

炼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艺术创造力，更让他们在创作过

程中，将个人情感与经典文本深度融合，展现出诵读的独特

魅力。

（四）家校共育，情感培养的温馨港湾

在新时代的经典诵读教学中，家校合作被赋予了新的内

涵与使命。我们倡导建立一种基于共同愿景的合作伙伴关系，

通过家校携手，为学生打造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情感培养

环境。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如微信群、家校通等平台，建立

家校之间的即时沟通机制。教师可以定期分享诵读教学动态、

学生成长点滴，家长则可以反馈学生在家的诵读情况与情感

变化，形成家校共育的良好氛围。鼓励家长与孩子共同参与

经典诵读活动，如亲子共读时光、家庭诵读比赛等。这些活

动不仅增进了亲子关系，更让孩子在家长的陪伴下，感受到

诵读的乐趣与情感的温暖。家校双方应共同关注孩子的情感

发展，及时给予他们情感上的支持与鼓励。当孩子遇到诵读

困难或情感波动时，家校应携手合作，共同寻找解决方案，

帮助孩子克服困难，坚定诵读之路。同时，通过家校合作，

还可以为孩子提供更多的情感教育资源与机会，如参加文化

讲座、艺术展览等，进一步丰富他们的情感体验与人生阅历。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经典诵读与情感培养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相互

交融，相互促进。通过经典诵读，学生能够在文字中感受历

史的厚重与文化的魅力，激发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而情感

培养则为学生们提供了理解世界、感悟人生的窗口，让他们

在阅读与学习中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人生的美好与真谛。因此，

重视经典诵读与情感培养，对于提升小学语文教学的质量，

具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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