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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以古诗词为源育核心素养之花 
——浅谈古诗词教学对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作用 

◆曲晓华 

（乳山市西苑学校） 

 
摘要：基于对学生全面发展的考虑，提升核心素养至关重要，它不仅对
学生的健康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也是关系其未来发展的重要

因素。古诗词是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瑰宝，蕴含着前人的崇高理想、坚

定信念、爱国热情和高尚品质等,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精神文
明，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借助古诗词培养

学生核心素养是我们学校教育的一大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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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词是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瑰宝，也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它所展现的内在底蕴不仅加深了我们对祖国悠久历
史的认识，更丰富了情感，滋润了心灵，提高了审美情趣，构建
了美好精神世界的沃土。所以，充分利用古诗词教学感染并培养
学生核心素养，使其成为适应未来社会需求的全面发展型人才，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反复吟诵，品味诗意，培养学生人文底蕴。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反复地吟诵诗词，不仅能够让学

生体验古诗文所表达的情感，还能够在诵读之中进行思考，了解
诗中深意，在吟诵之间进行品味、鉴赏其美。如教学《九月九日
忆山东兄弟》这首诗时，我先给学生范读，然后伴读、轮读，最
后品读，让学生在聆听与诵读之中进入作者所描绘的情景，再加
以想象，感悟诗中所传达的意境。范读时，我详细指导学生划分
节奏的方法，通常按表音节奏划分，即：独在/异乡/为异客，每
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同时，
韵脚要读得响亮而稍长，读出诗的韵味，真正做到读出感情，读
出韵律，让学生从中感受诗的语言美、节奏美、音律美，从而渐
入古诗意境。在反复的吟诵中，孩子们自然而然地知道了中华传
统节日——重阳节的日期和习俗，也深深感受到独自一人思念亲
人的凄凉；在反复的品味中，丰富了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也
懂得了手足情深、亲情可贵的道理，从而潜移默化地培养了人文
精神，丰腴了文化底蕴。 

二、吟诗作画，学科渗透，培养学生审美情趣。 
小学语文教材中所入选的古诗，大多都富有浓郁的生活气

息，并有着鲜明的画面感，为丰富诗词教学素材，我们课题组还
开发了一套极具人文情怀的《古诗词校本教材》，所选诗词不仅
读起来琅琅上口，而且内涵丰富，教学时通过进行学科渗透，采
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来帮助学生加深对古诗词内涵的理解。如在
教学《送元二使安西》《叹庭前甘菊花》等古诗时，我指导学生
先吟诵、品读，在此基础上，通过“诗配画”的方式，用手中的
笔描绘诗中的风土人情，以此加深学生对古诗词意境的领会。“渭
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自古以来，许多文人墨客在

离别之际，都会折柳相赠，吟诗赠别，所以我指导学生通过描绘
微雨中的渭城和客舍旁的新柳来暗示一份离愁别绪；在教学“明
日萧条醉尽醒，残花烂熳开何益”一句时，我指导学生通过描绘
秋风中萧瑟的菊花来表达诗人壮志难酬的情怀，以帮助学生进行
画面感的塑造和对诗意的理解。在读中作画，在作画中体会诗的
意境与作者的情感，通过学科渗透来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 

三、字斟句酌，深入挖掘，培养学生学会学习。 
学会学习，一直是家长和老师对孩子共同的期许。古语云：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纵观古诗文教学，从古至今有不少乐学善学、勤于反思的名句，
如果让孩子们多读多思，必能裨补缺漏，提升潜能。例如，在教
学《卜算子 咏梅》一诗时，我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梅花“无意
苦争春，一任群芳妒”，这体现了梅花的什么品质。刚开始时，
学生不理解，当我把梅花的生长习性讲给学生听时，他们突然深
受启发，懂得了梅花的与众不同、清高坚贞的品性。在教学《长
歌行》时，我问学生最喜欢诗中的哪一句，许多学生回答：少壮
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原因是因为这句诗告诫人们要珍惜时间，
发奋图强。古诗词中不乏这种富含哲理、给人启示的句子，作为
教师不妨将其中的妙语佳句渗透到学生的学习生活中，引领学生
咬文嚼字、深入挖掘，让他们在提升人文素养的同时学会学习。 

四、吸取精华，提升认知，培养学生的责任担当。 
“牢记民族使命，做一个努力奔跑的追梦人”，这是祖国赋

予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的使命，亦是责任。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
应从小树立责任意识，既要学习知识，又要学习做人，这样将来
才能成为社会的栋梁，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借助古诗词教学，
培养和塑造学生的责任担当意识，是一条有效的途径。“将军角
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将士们在极寒的天气里，驻守边
关，保家卫国，这就是中华儿女的社会责任感；“人生自古谁无
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人固有一死，或轻如鸿毛，或重于泰山，
中华儿女选择的是用丹心照亮史册，这便是责任担当。在古诗词
教学中，我们吸取精华，借助前人的精神意志，教育和感染学生，
提升认知水平，培养其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一段时间下来，孩
子们的行为发生了很大变化，班级里争抢着值日得很多，参与集
体活动的积极性也是空前高涨。这是一次自我突破，也是一次人
生的成长。 

古诗词不仅是传统文化的传承，亦是精神文明的传递。前人
把祖国河山的秀美以及人生的悲欢离合凝聚成优美的篇章，在中
华文化的宝库里留下一笔珍贵的财富，作为一名语文教师，要深
刻认识到古诗词在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方面的重要作用，并全身心
地投入到实践、研究、探索之中，以古诗词为源泉，培育学生核
心素养之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