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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诵读经典教学浅谈
叶莉莉

江西省九江市濓溪区怡康学校　江西　九江　332000

摘　要：语文是小学教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学科，语文教材中包含许多经典诵读内容，备受重视。据教育部研究表明，将经

典诵读融入语文教学中，有利于提升小学语文教学效果。在传统教学模式中，对于诵读经典的重视程度不够，在诵读经典的

方法上也不够先进。正是因为如此，本文通过对小学语文教学经典诵读的意义进行分析，探究出经典诵读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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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经典教育对学生的全方面发展无疑能起到促进作用。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通过引领学生阅读经典，可以有效
提升学生的识字量，帮助学生提升记忆能力。例如，在阅读
三字经、论语、道德经这些经典时，由于这些经典韵律协调，
朗朗上口，大多数学生在阅读时也会喜欢上它们。通过诵

读经典，学生的记忆能力也得到了加强。除此之外，开
展经典诵读还能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让学生学习并爱上中
国传统文化。这对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有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一、小学语文教学中经典古诗文诵读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当今小学语文教学中经典古诗文诵读存在的问题
现如今，小学学校虽然都把经典古诗文放在了十分重要

的位置，让学生们在闲暇的时间能够积极背诵古诗文。但是，
语文老师只是把背诵经典诗文当作了一项学生们日常要完成
的作业或者说是任务，并没有把让学生们诵读经典以及理解
经典古诗文放在关键的位置。这就导致了学生们对古诗文的
理解不够，对于文中的典故也没有系统地去学习和了解。因
为古诗文的字或者是词的意思与现代的文字有十分大的差别，
情感也不易拿捏，对于小学生来说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加上
对古诗的自我理解能力不够，所以导致学生们背不下来或者
是背会就忘的现象变得越来越严重。另外，古诗词是带有古
代韵味的一种文化体裁，所以说普通的背诵语速或者是情感
是不能够表达出它的情感的，而带有古代韵味的诵读是十分
重要的。
（二）当今小学语文教学中经典古诗文诵读存在问题的原因
首先，虽然学校以及老师把经典古诗文在学生学习中的

地位已经提高，但是老师以及学校对古诗文的重视程度还不
够，只是停留在背诵的部分，对古诗文的解释以及诵读都不
是特别重视，只是有意地加重了学生的背诵任务，让学生们
自己背诵古诗文。这就使学生们的任务加重，背诵效率降低，
背诵之后没有应有的感情，对古诗文了解不够，不能真正体
会到作者的意图。

其次，老师对古诗文的理解不够，没有真正了解诗文的
情感就导致老师本人的诵读不没有情感，这样在去教育学生
的时候就不能让学生们更好地去诵读古诗文。

二、小学语文诵读经典的教学策略
（一）营造良好的环境，鼓励学生诵读经典
环境是学生学习的关键。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能否营造

积极向上的朗读环境直接影响着学生学习经典的兴趣。只有
营造好了良好的经典诵读环境，学生才能沉迷其中，提升诵
读经典的积极性。为营造良好的诵读氛围，教师可以在教室
后面的黑板上开辟一块知识重点区。在此片区域当中，教师
可以张贴一系列的经典名言和古典诗句，让学生自主参与设
计，并将一些古人的故事贴于其上。除此之外，教师也可以
开展一些积极向上的小组活动，鼓励学生参与其中，营造浓

厚的诵读氛围，让每位学生体会到经典的乐趣。
例如，在教学《论语》时，教师可先整理相关资料，将

论语的具体背景以及书中的几句论语出处找出来，并在课堂
上进行展示，让学生对论语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之后，教师
可组织一场讨论活动，让学生分别来介绍此篇课文的背景。
在听到教师的号召之后，学生纷纷举起了手。这样一来，浓
郁的氛围就被营造起来了。学生们也愿意去学，乐意去学，
并在学习中提升了自身的语文素养。
（二）做好示范工作，帮助学生诵读经典
因为年龄较小，学生对外界的认知能力也较弱。此时，

教师也就成为了学生心中的偶像。大多数时候，学生喜欢模
仿教师的言行举止。为此，教师需认识到学生的此种特点，
并以此为优势引领学生诵读经典，做好自身示范，帮助学生
正确理解经典，提升其语文素养。

例如，在教学《弟子规》时，教师先以极为正确的发音
通读了一遍课文。接下来，教师再分重点将文中难以理解的
经典句子画出来，让学生反复诵读，体会其意义。通过此种
示范作用，学生在诵读过程中也读准了音，分好了段。除此
之外，学生还能读出感情，读出其中真正蕴含的意味。反之，
如果教师无法做好示范工作，学生也不知道怎样开口，那么，
学生的语文素养也无法得到提高。由此，教师在教学经典之
前一定要做好相关的文本内容整理工作，理解好该经典。
（三）采用多种形式的诵读方式
对于经典诗文来说，读是领会其意思的最科学、有效的

途径。老师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或适时处可以运用范读、自读、
对读、赛读、齐读、配乐读等多种充满个性化的诵读方法。
范读，就是示范性的朗读。最开始可以由老师来范读，然后
可选择一些读的好的同学为其它同学范读。范读可以让学生
认识文字中的正确字音和读诗歌的语气，体会经典诗文的音
韵之美。自读和齐读，自读时可以边读边思考，也是个性化
阅读很重要的一个方法；齐读比较适合晨读时进行，容易营
造一个诵读经典的氛围，从而提高诵读的效果。配乐读，经
典诗文中很多都描写了非常独特的意境或者抒发了强烈的感
情，在学生充分诵读理解的基础上进行配乐读，能更好地激
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投入到经典诗文的意境中去。

三、结语
总之，诵读经典对小学语文教学有很大帮助。通过诵读

经典，能培养学生的优良品质，使其形成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积极向上的生活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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