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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基于教材的小学语文对联教学探究 
◆张丽玲 

（广东省中山市东凤镇小沥小学  广东中山  528425） 

 
摘要：对联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项重要组成内容，其具有结构整齐、音

韵和谐的特点，同时具备形式美、意境美、结构美、音乐美等多种艺术

魅力，对培养人们的审美能力、审美情趣均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在小学
语文教学中应用对联教学，能够有效培养学生对于文字的敏感性，增强

学生的传统文化功底，对提升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亦有积极作用。本文

将针对以教材为基础的小学语文对联教学措施进行分析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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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是我国著名的传统文化内容类型，其依靠对文字的应用

而形成对仗工整、平仄协调的句式，是一字一音的中华语音独特
的艺术形式，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项重要瑰宝。在小学语文教
学中应用对联教学，能有效提升小学生对于语言句式的欣赏能力
和审美能力，对提升小学生传统文化的掌握程度、语言能力的掌
握能力、语言魅力的欣赏能力等均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基于此，
本文将针对以教材为基础的小学语文对联教学措施进行分析总
结。 

一、以教材为基础的小学语文对联教学理论依据 
1.1 字本位理论依据 
字本位理论依据认为汉语作为我国的通用语言，其基本单位

是字而不是词。对汉语进行研究就必须要重视每一个汉字所代表
的语言形象和语言内涵。对联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被称为诗中之
诗，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中对汉字字音、字形、字义进行完美继
承的一项文化瑰宝。因此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应用对联教学，能够
通过对联语句中不同字体的字音、字形、字义来有效分析汉字的
语言形象和语言内涵，分析每一个汉字在具体语句和表达形式中
所反映出的特性，对小学生理解汉字形象、掌握汉字内涵有着非
常重要的促进作用[1]。 

1.2 语感学理论依据 
我国教育学家王立学先生认为，就句子的结构而言，西洋语

言的句子结构是法治的，而中国语言的句子结构则是人治的。这
一点也说明，汉字在博大精深的中国语言中，由于不同的语感、
形式也拥有了不同的反映内涵。在对联中也是如此，相同的字体
在不同的对联语句中所表达出的意思也不一定是相同的。因此在
小学语文教学中应用对联教学，能够充分帮助小学生理解相同文
字在不同形式下所表达出的思想内涵，将文质兼美的语言审美通
过审美移情对象转化为学生的语感，进而有效培养小学生以语感
为核心的汉语言听、说、读、写等能力，对培养小学生语文核心
素养有着积极作用。 

二、以教材为基础的小学语文对联教学实施措施 
总结来说，以教材为基础的小学语文对联教师实施措施主要

包括以下方面： 
2.1 通过一字一联的方式引导学生对联学习乐趣 
所谓一字一联，即小学语文教师在语文对联教学的过程中，

应当根据汉字的象形、会意、偏旁等内容为基础，凭借一字多音、
一音多意、一意多字等功能为辅助，同时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庞
大的网络资源，自行收集、编写结合当前课程内容的对联谜语，
并将其巧妙的应用于小学语文课堂的教学过程中。进而通过汉字
在对联谜语中不同特性的表达，结合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对汉字不
同应用方式的总结，激发学生总结记忆汉字的不同表达特性，更
有助于小学生在课堂学校过程中对生字的理解和记忆，有效提高
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的识字、解字教学效率。 

例如在“慧”字教学过程中，可以应用“远树两行山侧立，
扁舟一叶水平流[2]”的对联谜语，通过提问解答的方式激发小学
生的思考能力和联想能力，加强学生对于“慧”字的理解和记忆。 

2.2 通过一句一联的方式培养学生掌握对联审美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留下了非常庞大的诗歌文化内容。而在诗

歌结构中，凡是律诗，则除诗歌收尾两联没有影响要求以外，其
中间结构中均可以看作是一副副对联。诗歌教学是当前小学语文

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教师在诗歌教学的过程中也可以应用对联
教学措施，适当掺杂押韵、平仄、对句等对联常识内容，引导学
生通过朗读、对比等方式领略诗歌的结构美、音律美与意境美，
以此强化提升小学生对于古代诗歌的认识全面性，提升小学生对
于古诗教学的理解审美。 

例如《夏日绝句》中“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
羽，不肯过江东[3]。”其每句话的最后一个字都是使用“ong”为
音标，充分体现了诗词的工整性和音律要求。教师可以借此机会
引导学生了解诗词的平仄押韵规律，引导学生更好的理解诗词的
内容之美与结构之美。 

2.3 通过一课一联的方式强化学生语文核心素养 
对联的创作本身是一项非常考验人类智慧和思维的过程，其

要求创作者必须对语言文字进行精细琢磨、认真提炼，注重对联
创作的各项音律要求与内容要求，才能确保对联的形式美与结构
美。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语文教师也可以凭借实现准备对教
材内容进行总结，进而以此完成对联创作，使学生亲眼见证对联
创作的过程，帮助学生更加深刻的理解到教材内容的中心概念，
进而提升学生对教材内容的体验和感受，培养学生对教材内容的
总结能力和概括能力。 

例如《人类的老师》这一课中，可以使用“生灵特点稀奇古
怪，人类发明月异日新”的对联对教材内容进行一个小小的概括，
既吸引了学生注意力的同时，也帮助学生更加深刻的记住了相应
的教材内容。 

三、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对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对联教学的应用依

据、应用措施进行了分析总结。小学语文教师在应用对联教学的
过程中，应注意对联引用符合语文课程标准要求且以小学语文教
材内容为基础，选用好的、适宜的对联内容，注意对联应用的巧
妙性与合理性，注重对联意境美、结构美、内涵美的深化利用，
最终有效达到提升小学语文教学质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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