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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让学生在朗读中入境悟情 
——浅谈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 

◆黄燕舞 

（惠东县平山第五小学  广东惠州  516300） 

 
摘要：作为我国古代文学的结晶，入选教材的古诗词大多是经过千锤百

炼的名篇佳作。学生们在学习这些作品的过程中，不仅可以提高自身的

语文文化素养，同时还能感受到来自于传统美德的熏陶。《语文课程标准》

中对学生的现阶段发展做出了新的要求，这要求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

应根据教学实践，注重对学生的引导。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受和发

现诗词中的美。朗读教学作为古诗词学习的重要方式，其一方面能够提

高学生自身古诗词的鉴赏能力，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学生基本素养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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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作为我国文化宝库中熠熠生辉的瑰宝，古诗词对于当
代教育工作的开展意义重大。其不仅可以培养青少年的审美情
趣，同时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鼓舞青少年奋发有为。语文教育的本
质在于引导学生树立与发展正确的审美观点，古诗词的学习可以
促进教学的开展，而优化科学的教学方式也可以进一步提升学生
感受古诗词的能力。对于现阶段的古诗词教学而言，应重视朗读
教学的应用。通过科学的引导，让学生在朗读中有进一步的感悟。
同时就古诗词中的意境美、语言美和情趣美予以感悟。 

一、古诗词教学与美育 
通俗来讲，美育便是我们常说的审美教育，通过对学生审美

观点的培养，让其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鉴赏美、感受美、创造美。
所以从这一角度而言美育教育的实质就是情感教育。德育与智育
作为美育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二者之间以情感为纽带进行紧密
的相连。同时相比于德育和智育，情感教育还具有更为复杂的特
殊规律。总体来讲，美育、智育、德育三者之间是相互融合的。
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古诗词的学习对于学生而言，不论是
从内容还是语言情感方面，都具备较高的审美价值，而这无疑也
成为了素质教育的有利条件。 

二、古诗词朗读教学优化简析 
2.1、初读感知，读通读顺 
在学习一首新的古诗词时， 基础的环节便在于要求学生能

通过大声的朗读来就内容进行读通读顺，同时就诗词中的字音读
的精准。而后可通过小组内互读等方式的开展，进一步理顺句子。
学生在这期间也能就诗词的节奏与旋律予以一定的掌握。众所周
知，古诗词的语言十分简练，不仅形象生动而且负有音律美。对
于儿童的学习过程而言，便十分的适合大声的朗读。同时由于孩
童本身便富有想象力，其在朗读的过程中也会产生一种如临其
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感觉。 

所以在这一阶段的学习过程中，教师应引导学生就古诗词进
行反复的朗读。就古诗词的节奏美予以感受。例如在学习《清平
乐，村居》的时候，在引导学生进行反复的阅读之后，我让学生
分享了阅读这篇古诗词的感受，有的学生说这篇诗词的韵律很
美，也有的学生说这篇古诗词不仅押韵，而且内容很短，读起来
朗朗上口还容易记忆。由此可见，初读古诗词学生便能有这么深
的感受，而这种美好的体验也必将激励着学生更有热情的去朗
读。可以说这种自由的朗读方式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学生自身的阅
读欲望，同时也为之后更为深入的朗读学习奠定了基础。 

2.2、细读感悟，理解诗意 
古诗词的内容大多十分精炼，但是小学阶段的古诗词内容也

相对的浅显易懂。在图文并茂的教材组织以及注释的辅助下，学
生在朗读的过程中也更能就诗词本身的含义予以深入的了解。所
以在学生读通读顺的基础上，教师还需要引导学生利用现有的资
源，就古诗词的意思进行查阅了解。例如看插图，查字典或是联
系注释等方式，将原文的意思进行解读。同时将一些不理解的内
容进行标注，通过小组讨论的方式予以解决。在此基础上教师也
可以予以必要的支持，适宜的点拨也有助于学生进一步的加深印
象。 

通过这样的学习方式，能够让学生在合作学习探究的基础
上，就诗词的意思予以进一步的了解。而作为教师在这个过程中
也需要充分的参与其中，同时放开课堂为学生的学习预留出充足
的空间。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斩获更为理想的教学效果。 

2.3、精读成诵，悟情悟理 
朗读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文字作品的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同

时作者本身的思想情感，也能在朗读的过程中得以在线。学生将
诗词带给他的感受以朗读的形式进行表达，这本身也是自身情感
的一种升级与流露。所以在这一阶段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也需要
通过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来引导学生进入作者所烘托的“情境”，
学生在参与其中时，能够有真切的感悟。 

2.4、读、唱、画、演 
学生在进行了进一步的朗读之后，作为教师也应该引导学生

以自身较为擅长的艺术形式将这些诗词进行再现。可以通过绘画
的、唱歌或是编排情景剧的方式，为诗词的进一步理解提供保障。
例如在学习《渔歌子》一词时，学生在对古诗词有了进一步的感
悟之后，便可以通过绘画的形式，将一派春光尽揽眼底。这样的
学习方式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参与热情，同时更为丰富的学习方
式，也就古诗词的内涵予以更好的展现。 

2.5、读中积累，改写创新 
当随着学生学习进程的深入，其自身所掌握与积累的古诗词

数量的增多，学生的鉴赏能力也必然有所提高。所以在这一阶段
的学习中就需要鼓励学生在课余的时间中搜集一些自己感兴趣
的诗词，在每周选取特定的时间组织学生之间进行相互的交流。
当学生在对古诗词的意境以及构思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之后，教
师不失时机的点拨也有助于学生的进一步了解与学习。在这个过
程中也需就古诗词的写作手法予以一定的剖析，在此基础上也可
以引导学生进行古诗词的改写或是创作。例如在学习《泊船瓜洲》
时，在引导学生进行了上述的学习步骤之后，有一位同学便将文
中“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一句改成“春暖花开
又一年，吾当何时归故园。”如此一来，或许少了原作者笔锋的
老道，但也不失为学生对于作者当时内心的一种体会与感悟。 

结语：小学古诗词教学作为小学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对于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承，对于学生自身综合素养的培养都有
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朗读教学作为古诗词学习至关重要的环节，
其在实际教学工作的开展中，也需要广大教职工予以积极的参
与，通过教学方式的优化与升级，为学生的古诗词学习提供可靠
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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