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0 月（总第 216 期） 

705  

教学实践

新课改背景下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的思考与实践 
◆黄培平 

（广东省湛江市廉江市和寮镇凤飞小学） 

 
摘要：新课改背景下的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有了新的改善，增加了小学

语文教师对古诗词教学的方法，扩大了教师对古诗词教学的思路，转换

了教学思考角度，让小学阶段的学生对古诗词内容吸收的更好，体现了

语文教师对古诗词教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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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改是这几年教育界改善教学方法的动力，小学语文教师
在这种动力下对古诗词教学进行了改善，优化了教学方法，让学
生在古诗词学习中的难度有明显降低，并为学生创建了符合他们
发展的课堂教学内容，提高了学生对古诗词学习的兴趣。为培养
学生文化素养做出了贡献，体现了新课改背景下小学语文古诗词
教学的实践性变化。 

一、利用多媒体与朗读为学生创设古诗词课堂教学情境 
利用多媒体与朗读为学生创设古诗词课堂教学是新课改背

景下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的有效措施。主要出发点是将多媒体与
朗读的优势相结合，增加古诗词课堂教学环节，让学生的注意力
始终保持在古诗词学习中[1]。同时对学生的理解能力和记忆能力
有所锻炼，加深学生对古诗词的感情和印象。 

例如，教师在设计《赠汪伦》的时候就可以利用多媒体与朗
读为学生创设古诗词课堂教学，先对多媒体课件进行设计，可以
是《赠汪伦》短视频朗读，主要目的是在此环节吸引学生对《赠
汪伦》的好奇度，让学生对视频中的意境进行体会，然后引导学
生进行诗词理解思考，进入到讲解教学部分。教师在此过程中要
观察学生的反应情况，当学生对诗词理解度达到 80%左右就可以
进入到朗读环节，教师要引导学生在朗读环节中对诗词大意进行
再次理解，让学生在朗读中充满感情的进行，加深学生对作者思
想感情的体会。 

这种教学方法对学生古诗词文学素养的培养十分有益，可以
很好的调动学生在课堂中的积极性。主要表现为学生注意力跟随
教师引导，与教师在课堂中形成良性互动，通过朗读抒发出学生
对诗词的情感，加深了学生对诗词的理解。很好的锻炼了学生面
对古诗词的思维能力，让新课改背景下的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效
果更明显。利用多媒体与朗读为学生创设古诗词课堂教学体现了
教师将多种教学方法融合的思路，规避了单一教学方法给课堂教
学带来的弊端。活跃了课堂氛围，为学生创设出更好的教学方法，
改善了学生对古诗词学习的看法，让他们喜欢上古诗词。在学生
学习的过程中教师可以看到学生情感铭心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教
学效果的体现，也是对教师改善教学方法的肯定，激发了学生在
古诗词中的情感，让其在朗读中很好的抒发。 

二、利用科学方法为学生创设出古诗词情境 
利用科学方法为学生创设出古诗词情境是新课改背景下小

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的有效措施。教师在利用科学方法为学生创设
出古诗词情境的时候要对古诗词充分的理解，不能有一丝的偏
颇，不然会让情境产生偏差，影响学生对古诗词进行正确的理解
和判断，降低学生吸收古诗词的效果[2]。科学方法主要体现在教
师对古诗词的分析、规划、情境设计等方面，好的科学方法为学
生带来好的古诗词情境，开发学生在古诗词学习中的能力，让学
生的大脑更活跃。 

例如，教师在创设《咏柳》的时候就可以利用科学方法为学
生创设出古诗词情境，可以从《咏柳》的思想感情和意境入手，
让学生沉浸在诗词的美好情境中，教师要把教学分为几个部分，
让每个部分都有不同的作用，但又在整体情境中环环相扣，引起
学生探索的欲望，将诗词很好的吸收。 

利用科学方法为学生创设出古诗词情境对学生学习古诗词
是一种很好的帮助，能提高学生对古诗词的感受力，让学生沉浸
在教师创设的古诗词情境中，感受到古诗词表达出来的感情，让
学生的情感被很好的激发。小学阶段的学生情感十分敏感，教师
利用科学方法引导学生在情境中学习，点燃了他们对古诗词学习

的热情，提高了课堂教学效果。这种良好的教学方法体现了新课
改背景下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改善的有效性，是小学语文教师对
学生古诗词学习的思考。保障了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的实践意
义，让学生文学素养在课堂中得到锻炼。 

三、增加学生在古诗词中的分析练习 
增加学生在古诗词中的分析练习可以帮助学生面对陌生古

诗词时很好的理解其中内容，缩短学生对古诗词判断的时间，对
学生在古诗词学习有很好的帮助作用。是新课改背景下小学语文
古诗词教学的有效措施[3]。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在课堂中给学
生留出练习时间，并从旁观察学生对古诗词的分析情况，及时引
导学生向正确的方向前进，让学生在古诗词分析练习中更有成就
感。 

例如，教师可以将古诗词课堂教学的中间时间段设置为学生
分析练习时间，教师引导学生自主进行分析，然后让学生对分析
情况进行总结描述，提出问题，教师与学生在课堂中对此进行讨
论。帮助学生找到正确的分析思路，对古诗词做出正确的理解。 

增加学生在古诗词中的分析练习虽然课堂中的练习时间有
限，但每次都坚持长时间下去就会有很好的收获。对学生学习古
诗词有很好的促进作用。让学生对古诗词的理解能力上升到一个
新的高度。这种有效的培养方式体现了新课改背景下小学语文教
师对学生学习古诗词的思考，让课堂教学增加了实践性内容。提
高了学生对古诗词分析的能力，让学生的文学思维很好的进行了
分析练习，展现了小学语文教师课堂教学水平，推动了小学语文
古诗词教学发展。让新课改背景下的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不再枯
燥，降低了学生对古诗词学习的难度。 

结束语 
新课改背景下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的思考与实践是小学语

文教师对古诗词教学的审视，体现了小学语文教师对学生学习古
诗词的重视。新课改背景下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的思考与实践给
教师提供了新的教学思路，让教师对教学方法有了改善，增加了
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体会，让学生的情感在课堂教学中被点燃，
提高了学生对古诗词的热情。有效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对古诗词
进行探索，吸收古诗词中的内涵，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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