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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语文教学中学生古诗词学习兴趣的培养分析 
◆尧志艳 

（湖南省邵阳市双清区偕进小学） 

 
摘要：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古诗词始终是学生学习的难点。在多数学生

看来，古诗词难以理解，机械生硬识记毫无乐趣可言，故而古诗词学习

兴趣十分低下。所以，这也是影响着当前小学语文教学中，学生古诗词
学习低效、品味和鉴赏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改善学生的古诗词学习现

状，应当从小学语文古诗词学习兴趣的培养出发。本文就小学语文教学

中，古诗词学习兴趣的培养路径展开了论述，提出了几点兴趣培养的措
施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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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了解创作背景，奠定感知基础 
学生古诗词学习兴趣的低下，主要是因为学生在古诗词学习

中难以体验到其中蕴含的丰富情感，无法体验到古诗词背后的另
一层韵味和魅力。在古诗词中，不少诗人都是将自己的心境和心
情隐藏在景物的描写中，将自己的人生经历通过比喻或者类比的
方式含蓄地体现在古诗词中。学生初读乍看古诗，无法深入古诗
词学习把握其中的精髓，也就难以对古诗词了解感知。对此，为
了辅助学生理解古诗词的意境和情感，教师在教学中可以通过诗
人及其创作背景的渗透，帮助学生建立初步的感知，辅助学生理
解古诗词，帮助学生揭开古诗词背后的故事。例如，在《赠刘景
文》这一首古诗的教学中，为了帮助学生明确古诗的含义、理解
诗人在借景物向自己的好友传达自己对好友激励的意图，教师可
以在本文开始学习之前，先将本文的创作背景渗透给学生。一方
面，教师可以帮助学生拓展对诗人的认识：苏轼是豪放派诗人，
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巨匠，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放，而本诗的创
作是苏轼送给好友刘景文的一首勉励诗。彼时，苏轼正在杭州任
职，任两浙兵马都监的刘季孙也在。两人过从甚密，交易很深。
通过创作背景的渗透，学生了解到这一首诗是诗人苏轼为了勉励
自己的朋友而创作的，其中饱含深情厚望。结合如上背景，学生
在学习古诗时，也就能带着自己对古诗的理解和对背景的分析去
感知古诗词，去体验古诗词中的深厚情感。 

二、有效重构意境，提升审美体验 
为增强学生对古诗词的学习兴趣，教师应当发挥古诗词的特

有魅力和特点，通过古诗词鉴赏和审美的方式帮助学生开展学习
活动，让学生在审美感知中体验古诗词的魅力，从而产生对古诗
词的学习兴趣。例如，在《山行》这一首古诗词教学中，古诗中
所描写的景观丰富，并且意象深远。在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直
观引入教学情境的方式帮助学生感知，将古诗中所描写的寒山、
人家、枫叶等优美的情境勾勒出来，将古诗中所描写景观的虚无
缥缈的景象呈现出来，让学生从直观的构图中体验古诗词在意境
勾勒中，如同神韵具备的中国化一般，给人以丰富的想象空间，
给人以更加丰富的情感体验。由此教学过程，学生借助教师所提
供的教学资源，精读古诗，由古诗中的精妙语言文字去思考探索
更多、更丰富的景色。在此过程中，学生的心灵得以陶冶、思想
净化，自身被代入到情境中，对景物的感知力更强，对古诗中字
词的感知理解能力更强，引人入胜的古诗词阅读让学生的想象在
情境中得以释放，古诗中的意境也就变得饱满充实。由如上教学
过程，重构的教学意境让学生的审美体验增强，学生意识到、体

验到古诗词的魅力后，学生的兴趣自然得以提升。 
另外，由于我国古诗在情感表达中具有含蓄性的特点，学生

在解读古诗时需要深入挖掘、字字深究，才能从透过文字感知情
感的力量，为古诗的深厚情感和丰富思想折服。例如，在上文中
《山行》这一首古诗学习中，当学生能够体验到诗人笔下的丰富
意境，感知到古诗中所描写的精美的秋景时，诗人对大自然的热
爱与向往之情也就跃然纸上，学生在意境的感知中也就随之伴随
着情感的生成。由此可见，在意境构建的基础上，古诗的魅力绽
放下，学生对古诗的情感感知力增强，对古诗的鉴赏力提升，情
感感知力提升，古诗学习的兴趣和乐趣也就在强度情感感知力的
基础上随之提升。 

三、丰富教学形式，释放学生潜能 
在传统教学中，学生对古诗词学习的印象是刻板的，认为古

诗学习都是通过朗读、翻译、分析，最后背诵的方式完成。在这
种刻板的印象中，学生对古诗词学习毫无新意，对古诗词学习更
是毫无兴致。对此，培养学生的古诗词兴趣还应在丰富教学形式
和丰富教学活动中培养。例如，为帮助学生建立朗读兴趣，帮助
学生感知古诗中的押韵和平仄规律，从朗读中体验美感，教师可
以组织学生开展朗读比赛，让学生在朗读中通过竞赛的方式不断
感知，让竞赛的适度紧张感增强学生的学习动能。再比如，为了
增强学生对古诗词意境中美的感知力，教师在教学中也可以通过
组织学生通过多样化演绎的方式学习。一方面，教师可以结合古
诗中的情境，引导学生对故事进行进一步的扩充，将自己的想象
和古诗文本结合起来，以提升学生对古诗的解读能力、提升学对
古诗的演绎能力。此外，教师也可以引导学生打破学科界限，针
对古诗中美的元素众多的特点，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将古诗中的一
些美的元素整合起来，将自己代入到意境中，通过绘画的方式将
诗人所处的境地进行加工，呈现出自己脑海中的个性化的意境，
从绘画和古诗的结合中，增强学生的人文素养，增强学生对古诗
魅力的感知力。破除了学科壁垒，丰富了教学形式，古诗词教学
不再是刻板枯燥的，而是以更符合学生认识和审美规律的方式呈
现，这种教学方式更有助学生潜能的释放、学习活力的增强。 

总结 
诚然，古诗的创作背景与当前的时代文化相去甚远，学生在

感知和理解时必然存在较多的困难。但是，正是经过了时间的沉
淀，古诗词才独具魅力，古诗词才具备了丰富的色彩和厚重的文
化底蕴。对此，这一特点便可以作为学生古诗学习的兴趣增长点，
教师可以通过帮助学生了解创作背景、有效重构意境和丰富教学
形式等方式开展教学活动，让学生在多样的教学形式中，切实体
验到古诗词的魅力、获得古诗兴趣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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