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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小学中高段古诗词教学策略初探 
◆谭继华 

（建水县第四小学  654399） 

 
摘要：古诗词是小学语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孩子了解中国文化具有

一定的帮助，对孩子文学素养、诗词鉴赏能力以及审美能力的提升，具

有重要促进意义。但由于是小孩子，其知识面等受限，所有，理解起来

存在一定困难，也影响教师教学质量的提升。自古以来，古诗词是语文

教学的重要环节，是语文教材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对其教学也不容忽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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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是一种韵文形式，由五言诗、七言诗或民间歌谣发展而
成，起于唐代，盛于宋代。原是配乐歌唱的一种诗体，句的长短
随歌调而改变，因此又叫长短句。有令词和慢词两种，一般分上
下两阕。 

诗歌起源于上古的社会生活，因劳动生产、两性相恋、原始
宗教等而产生的一种有韵律、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形式。早期，
诗、歌与乐、舞是合为一体的。诗即歌词，在实际表演中总是配
合音乐、舞蹈而歌唱，后来诗、歌、乐、舞各自发展，独立成体，
诗与歌统称诗歌。如今诗歌按照不同的表现形式分为白话诗和旧
体诗词，白话诗更多称为新诗或自由诗。但“诗词”连称时一般
指旧体格律诗、词。 

古诗词教学是小学教学的主体。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古诗词
就是教方法，古诗词教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
古诗词试题也是每次考试中必然会出现的内容。那么我们知道古
诗词中“写景诗：写景抒情，寄情于景；咏怀诗：叙事抒怀，抒
写胸臆；咏史诗：以史咏怀，以史颂人；咏物诗：托物言志，意
象内涵；山水田园诗：田园生活，山水风景；边塞诗：边塞生活，
民族关系。”语言凝练，意境悠远，平仄押韵的文字背后，都隐
含着诗人当时的内心独白。 

从目前古诗词的教学现状来看，相当一部分教师对“古诗词”
中“悟”的理解仍然知识停留在表面上，大多只是为了应试教育
而在教。忽略了教学目标是课堂教学的出发点和回归点。教学目
标的制订是否准确清晰，不仅影响着教学过程的展开，很大程度
上也牵制了最终的学习效果。小学古诗词教学的出发点和终极目
标,就是让孩子们“增强记忆力，提高语言文字能力，扩大知识
面，提高审美能力等。”要提高古诗词教学的实效,其核心环节就
是培养对古诗词学习的兴趣。 

在教学古诗词时，我对新课标要求必背的古诗进行了一次测
试分析，也结合多次考试出现题型进行评估，回忆古诗词的测评
类型，不外乎以下几种：  

1、按要求默写古诗，把诗句填写完整； 
2、把诗句、作者、诗题用线连起来； 
3、写出与节日、季节对应的诗句； 
4、根据诗句写一个小故事； 
5、写出诗句所用修辞手法。 
这种教学常常是以教师为中心，孩子完全处于被动接受知识

的地位。在这种教学思想的指导下，课堂教学常常是教师讲，孩
子们听；教师写，孩子抄。这种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方法虽然
从理论上被彻底否定了。这是我的思想认识的问题，当然也有客
观原因。从思想认识上讲，我认为小孩子年龄小，知识面窄，让
他们赏析古诗词是劳而无功的，于是干脆用“讲”来代替孩子的
“学”，从客观上讲,这种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容易操作,
因而造成当前教育的一种怪相：老师认为自我感觉良好，孩子丈
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鉴于以上原因，我深刻认识到了我在教学古诗词上的严重失
误。意识到必须结合实际生活进行情感陶冶，以培养语文能力为

核心。从简单的读背入手，由粗读古诗词，整体感知，深入感悟，
研读品读，熟读成诵，尝试运用，几个步骤来引导孩子们学习古
诗词。 

在人教版选编的小学高段年级的古诗词中，有很多脍炙人口
的古诗词。我就从这找切入口，如：教学五年级上册的《泊船瓜
洲》《秋思》《长相思》时，我应道孩子们抓特定景物“春风，秋
风，风一更,雪一更。”这些关键词来体会诗人所要表达的意境。
从这一首著名的抒情小诗，抒发了诗人眺望江南、思念家园的深
切感情。诗以“泊船瓜洲”为题，点明诗人的立足点。首句“京
口瓜洲一水间”写了望中之景，诗人站在瓜洲渡口，放眼南望，
看到了南边岸上的“京口”与“瓜洲”这么近，中间只隔一条江
水。由此诗人联想到家园所在的钟山也只隔几层山了，第二句“钟
山只隔数层山”暗示诗人归心似箭的心情。第三句又写景，点出
了时令已经春天，描绘了长江南岸的景色。末句“明月何时照我
还”,诗人眺望已久，不觉皓月当空。诗人用疑问的句式，想象
出一幅“明月”“照我还”的画面，进一步表现诗人思念家园的
心情。本诗从字面上看，是流露着对故乡的怀念之情。 

从孩子从“读”到“悟”，由单调的“背诵”读到诗词背后
所蕴含的“情”。这样让孩子们喜欢上诗词，也会主动去查阅资
料弄懂后面两首诗词《秋思》《长相思》所隐含的意思和背后的
故事，变被动为主动，逐步体会和感悟诗词的博大精深。 

其次，我抓住古诗词节奏感强，琅琅上口，篇幅短小，韵味
无穷。具有其他语言无法比拟的特点，让孩子们在朗读过程中体
会诗的音韵节奏，领略诗的语言美，并发挥想象，感受诗的意境，
充分激发孩子们的记忆力，使孩子有诵读的愿望、兴趣，不用老
师督促，自然而然地背诵古诗，同时发展了记忆能力。  

陶行知说：“唤起兴趣，孩子们有了兴趣，就肯用全副精神
去做事情，所以‘学’和‘乐’是不可分离。”如果能够培养孩
子们诵读古诗词的兴趣，使他们无论是对背诵的过程，还是对背
诵的结果，都有浓烈兴趣，把背诵古诗当成一种习惯，那么背诵
古诗将成为他们的主动的需要，而不是负担。 

此外，我还结合学校的“经典教育”，“读书节”活动让孩子
们开展吟诗背诵比赛。动用一切教学手段让他们自读自悟、质疑
问难，细细品味古诗词的韵律美、意境美、情感美、哲理美，逐
步调动他们学习古诗词的兴趣。 

相信只要我们积极为孩子们创设情境、渲染气氛，使孩子在
不知不觉中入情入境，进入“角色”，用心、用情与文本对话，
理解诗词内容，使孩子通过“诗词”悟出其中的“情感”，然后
再延伸、拓展、分析、推敲、揣摩，从而准确把握诗词主旨。使
他们明白、理解古诗词是如何体现人物品质及主题的。 

诗词在当今现代社会生活中，得以继承和发展，它传统形式
中的情味、意味、韵味更能使人接受，它是汉语特有的魅力和功
能，这是其它任何语言所没有和不能的，也是任何语言翻译不了
的。因此，中国传统诗词文化是世界文化文学上最独特而美好的
表现形式和文学遗产。总之，古诗词的教学是我们教学的重点，
如何去实施教学，需要我们在平时的教学中不断地探索，不断地
积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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