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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 语文古诗词教学现状及新路径探索
里红 玲

阿克苏市第一小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阿克苏 843000

【摘  要】:我国历史悠久，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宝库，其中古诗词是最亮眼的明珠。古诗词代表

着当时的文化情境，也表达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古诗词教学是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关键环节，通过合理的教学方式能够让学

生有更强的身临其境，促进学生学习兴趣的增长。所以，为了满足初中语文古诗词教学要求，教师需要结合古诗词的教学

问题进行分析，结合当前的时代背景，借助多元化的教学方式，满足古诗词教学路径的创新，保障学生学习效果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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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古诗词具备着非常强的历史文化传承作用，在当前

的初中语文教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教师需要加大对古

诗词教学的重视，利用恰当的古诗词教学方法让学生有

更强的学习体会，满足初中语文古诗词学习意境的构建。

另外，在初中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让学生掌握古

诗词的内涵，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有更强的感受，确保

学生引起对古诗词学习和探究的兴趣。通过恰当的教学

方法，不仅能够让学生满足学习素养的提升，还能够在

不断地学习过程中实现学生情操的陶冶。为了满足教学

要求，教师自身也需要在不断的教学过程中满足自身能

力的培养，确保学习和教学效率的增长。

1 初中语文古诗词教学存在的问题

1.1 古诗词教学形式单一

在以往的初中语文古诗词教学中，一些教师只带领

学生进行某字词或者含义的讲解，浅显的分析作者的情

感历程 ,主要在教学过程中由教师起到主导作用，大多

数的学生处于被动学习状态，无法满足古诗词教学中的

独立思考，而且在以往的教学中，大多采用的是死记硬

背的方法，很多知识难以被学生理解。另外，在学习过

程中，一些学生自身的知识面相对狭窄，遇到不够理解

的字词会更显得局促不安，再加上单一的教学模式，严

重影响到古诗词的教学效果，无法满足学生学习兴趣的

增长。

1.2 缺乏对古诗词深度的理解

大多数的学生在进行古诗词学习时，很多字词意思

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表面，并不能实现学习深度和学习广

度的延伸 ,也缺乏对作者情感的深层次探究，并不能真

正把握古诗词的研究意义，也很难在情感上与古诗词作

者产生共鸣。为了满足教学要求，很多学生通过死记硬

背等方式满足古诗词的学习与掌握这一现象，对古诗词

的学习效果并不好，再加上学生缺乏整体性的理解，具

备的思维能力和思维模式不够深入 ,造成了大多数学生

对古诗词含义理解的偏差。

1.3 缺乏积累素材

在当前的学习背景下，初中语文教学过程中更加注

重对学生分析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培养，只有学生掌握更

多的学习策略，才能够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实现素材的

积累，让学生勇于表达自身的感情。然而，在当前的初

中语文古诗词教学中，学生并未对学习的知识进行优化

与拓展，并不注重对知识素材的积累，而且一些学生自

身的眼界不够开阔，无法满足学生综合学习实力的增长，

造成了古诗词学习的制约。

2 初中语文古诗词教学新路径

2.1 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创设古诗词情境

为了满足古诗词教学效果的提升，教师需要在古诗

词学习过程中加大趣味性教学方法的应用，紧抓古诗词

学习的特点，利用有效的情境满足古诗词的学习要求。

比如，在古诗词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结合古诗词的

创作情境建立相应的学习情境模拟，让学生在情境中有

更多的想象，激发对古诗词学习的兴趣。目前，在情境

创设过程中，可以利用信息化技术满足情境创设的科学

性，利用信息化技术能够满足情景创设过程中的影像、

动画、音频为一体，满足教学过程的体现，创造更强的

学习优势。

2.2 通过生活化搜寻，让诗词教学增添生活化理解

古诗词的创作年代与学生的经历之间有着较大差别，

学生在古诗词的学习过程中容易产生学习的理解偏差，

所以教师在进行古诗词教学过程中，需要立足于学生的

实际生活经历，促进学生学习视野的开拓。在古诗词教

学过程中需要加大对古诗词意境的思考与调查，更加精

准的实现字词意思的领会。比如，在进行《沁园春 •雪》

教学时，教师可以优先进行资料的调查，全面掌握作者

创作的意境和情感。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做到对学

生的引导作用，让学生对作者的情感和创作年代进行深

入调查，全面了解长征时期的环境 ,在调查过程中让学

生产生较强的爱国精神，同时，也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

体会到积极乐观的革命精神。再比如进行《天净沙 •秋思》

的学习时，主要描写的是自然情境，而教师可以带领学

生走进大自然，选取典型的情境，在良好的情境中让学

生感受诗词的描绘场景，理解作者当时的感受，让学生

对古诗词的学习有更深的印象，保持学习效果的提升。

2.3 利用想象力，提高思维能力

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带领学生进行

大声朗读，在朗读过程中让学生对古诗词的意境进行想

象，在朗读完毕之后可以让学生谈谈对古诗词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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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生的理解展开古诗词学习的全面分析。教师需要

加大对教材的应用 ,让学生想象力得以展现，首先可以

在一些细节刻画较好的古诗词，教学中让学生仔细阅读

每一个词句，在阅读过程中逐渐形成与作者之间的共鸣。

其次，引导学生有更强的细节分析能力，通过细节的展示，

让学生运用自身所掌握的知识，实现对古诗词意思的理

解和翻译。学生在大脑中会形成一定的场景，通过自身

知识的积累，实现抽象转化为具体，逐渐实现学习过程

中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等多种情

感。最后，通过合适的方式能够满足学生想象力的增长，

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建立，保持学生有更好的学习效果。

2.4 注重个性化阅读，提高思维灵活性

在对古诗词进行阅读时，学生会产生不同的感受和

观点,而学习过程中需要鼓励学生对想法和观点的发表，

不允许一味追寻标准答案而限制学生的思维模式。比如，

在进行《念奴娇 •赤壁怀古》的学习时，作者的情感表

达非常丰富，教师需要在确保学生掌握语义和语境的基

础之上，对作者的复杂情感进行深入分析，在学生的分

析过程中，有些学生会感受到作者的无奈与愤慨，同时

也会有部分学生理解作者所拥有的胸怀。不同的学生会

有不同的体验，在初中语文古诗词教学过程中，教师需

要结合核心素养的教学要求，展现学生的个性化思维模

式，培养学生的学习情感，并且在古诗词教学过程中注

重学生情感的个性化发展，无论是学习过程还是结论都

能够充分体会到学生的个性，促进学生有更强的创新能

力。在教学过程中，语文教学并不存在标准答案，教师

需要尊重每一位学生的想法和理解，满足对课文知识的

深入分析，促进学生思维能力和思维灵活性的拓展。

3 结束语
总而言之，初中正是学生学习的关键时段，在初中

语文古诗词教学中，能够确保学生具备更强的表达能力、

思维能力和审美能力。在古诗词教学中，需要顺应时代

发展的潮流 ,加大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力度，以核心素养

为基础，满足古诗词教学的新要求，同时教师也需要结

合当前的学生实际，满足学生对古诗词学习的想法与要

求，积极探索全新的古诗词教学方法，促进学生学习能

力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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