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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语文诗歌教学方法探究 
◆邹良淑 

（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实验小学  安徽合肥  231100） 

 
摘要：在小学语文教学工作进行的过程中，诗歌教学占据的地位十分重

要。诗歌教学工作进行的过程中，在培养学生情操以及提升学生鉴赏能

力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十分重要，促使小学语文教学效率及质量得到

大幅度提升。在本文当中详细分析小学语文诗歌教学工作进行的过程中

使用到的方法，希望可以在日后小学语文诗歌教学工作进行的过程中，

起到一定借鉴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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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学语文诗歌教学方法的研究背景 
诗歌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构成成分，但是目前小学

语文教师实际工作的过程中，难以科学合理的完成诗歌教学工
作；在诗歌教学工作进行的过程中，教师在教学方法的影响之下，
难以科学合理的利用现有资源妥善完成教学工作。在诗歌教学内
容巩固的这一个阶段当中，教师没有办法有效的去对学生和知识
之间的关系进行处理。各个问题其实都会对诗歌教学工作的顺利
完成造成一定影响。在本文当中详细分析小学语文诗歌教学工作
进行的过程中可供使用的方法，希望可以在日后小学语文诗歌教
学工作进行的过程中，选取科学合理的方法完成诗歌教学工作，
促使诗歌教学效率及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最终也就可以在我国
构建可持续发展型社会的过程中，做出一定贡献。 

2.在原有教学观念的基础上改善，重视诗歌美教育 
小学语文教师开展诗歌教学工作的过程中，应当将诗歌的朗

诵美放置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上，朗诵是诗歌教学领域中最为
基本的呈现方式，也是检验学生对诗歌情感掌握程度的重要标准
之一。教师开展诗歌教学工作的过程中，需要做到的是向学生展
现正确的诗歌诵读方法，用自身丰富的情感将诗歌作者的感情充
分百搭出来，使用语言表达诗歌的美感。比方说，教师在讲述《江
雪》的国恒当中，诗歌当中孤独这两个字其实都是可以将作者清
冷的诗歌情感白哦先出来的，所以教师在朗读的过程中，语气的
上扬和下抑都应当科学合理的把握，创设一种一种比较悠长的意
境。情感丰富的朗读模式实际应用的过程中，让学生能够从预期
上对诗歌的情感形成清晰的认识，为教师诗歌美教学工作的顺利
完成做出保证，在教师开展诗歌朗诵美教学工作的背景之下，不
单单是可以让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得到一定程度提升，还可以将
学生的情感带入到诗歌学习当中。教师在此过程当中引导学生对
诗歌美形成一定认识，为小学语文诗歌教学质量的提升奠定坚实
的基础，在此背景之下，自然是可以有效解决以往小学语文诗歌
教学领域中存在的问题。 

教师开展诗歌教学工作的过程中，意境美的营造应当得到充
分的重视。“意境美”其实就是在实际教学的过程当中，构建出
一个和诗歌情感有丰富共鸣的情感世界。教师在诗歌教学工作进
行的过程中，诗歌情感意境的创设应当得到充分的重视，学生自
然也就可以在教师构建的情境当中对诗歌的魅力形成清晰的认
识。教师在“意境美”教学工作进行的过程中，应当实时动态的
去对学生的情感世界进行分析，在实际教学的过程当中，自然也
就可以构建出和诗歌本身节奏相适应的情境，为教学工作的顺利
完成做出保证。 

比方说，教师开展《望庐山瀑布》这一诗歌的教学工作的时
候，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反复的去对诗歌文章进行诵读，去对这一
首诗歌的真实情况进行想象。起初，学生展现出的语言组织能力
并不是很强，仅仅可以通过通俗的语言来将这一首诗歌当中的情
景展现出来，在学生的表达能力以及对诗歌的感知能力达到一定
程度之后，学生就可以通过更为专业的语言来展现诗歌的已经。
教师施行此教学方法开展教学工作的过程中，可以让学生对诗歌
的深层已经形成清晰的认识，切实感悟诗歌的意境美，教师在将

诗歌的意境美创设出来，就可以让学生对诗歌有一定感知能力，
促使学生的诗歌鉴赏能力得到一定程度提升，在此教学方法实际
应用的过程中，自然也就可以让小学语文教师诗歌教学质量得到
大幅度提升。 

3.课堂教学内容丰富化 
诗歌教学工作进行的过程中，一般都是会将作者介绍、创作

方法以及词句分析等内容作为出发点，因此教师就需要积极在原
有教学方法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促使教学内容呈现出一种不断更
新换代的态势，传统教学方案当中添加更为丰富的教学内容，让
学生可以对教师的教学印象形成更为清晰的认识，和诗歌有关的
很多趣味性内容其实都是可以在实际教学的过程中应用，比方说
诗歌的朗诵和即兴表演诗歌中的情境，都是可以在实际教学的过
程中应用，让学生积极尝试不同类型的教学内容，从而也就可以
在学习诗歌的过程中养成一定学习兴趣，除去是可以让教学内容
变得更为丰富之外，也可以让学生将诗歌的学习当成是一种习
惯，更好的开展教学工作，在提升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促使小
学语文课堂教学效率及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 

4.成立诗歌讨论小组 
在自我学习模式实际应用的过程中，有可能因为知识的闭塞

性太强，导致学生难以分享自己获取到的知识，所以也就难以将
诗歌当成一个讨论性话题在学生团体当中进行深入的分析。假如
可以构建出一个和诗歌有关的讨论小组，那么就可以将诗歌当成
是一个共同话题放置在学生共同研究的课题当中，多人学习模式
相较于个人学习来说，可以更为轻松的将诗歌当中的乐趣找寻出
来。一般情况之下，一名学生对诗歌的分析肯定是有一定局限性
的，小组当中的其他成员可以帮助这一名学生弥补自身的缺陷，
小组中各个成员都可以对诗歌的内含形成更为清晰的认识。在众
人积极分享知识之后，除去课堂上教师讲述的诗歌学习方法之
外，也是可以在小组当中借鉴他人的方法，有了合作学习的模式
之后，我认为学生就可以在交流沟通的过程中养成一定诗歌学习
兴趣。 

小学语文教师开展诗歌教学工作之前，应当详细对本班级学
生实际情况进行分析，而后科学合理的在各种类型教学方法中进
行选择，才可以在实际教学的过程中，选取出合适的教学方法，
解决以往小学语文诗歌教学领域中存在的问题，促使小学语文诗
歌教学效率及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最终也就可以在我国小学教
育事业发展进程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做出一定贡献。 

结语 
依据上文中的描述可以了解到的是，假如想要让小学语文诗

歌教学质量得到大幅度提升，需要让教师在实际教学的过程中发
现问题，施行科学合理的措施解决问题。在本文当中详细分析实
际教学的过程中应当使用到的方法，希望可以在日后开展诗歌教
学工作进行的过程中，选取到合适的方法，妥善解决以往诗歌教
学领域中存在的问题，让诗歌教学效率及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
从而也就可以在提升小学语文诗歌教学效率的过程中，起到一定
促进性作用，最终也就可以我国小学语文诗歌教育事业发展进程
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做出一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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