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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经典诵读与小学语文教学的融合
刘　颖

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第八小学　贵州　毕节　553300

摘　要：在小学语文教学课堂引入国学经典诵读内容，提高了语文教学效率，利于加强学生实践水平，同时也不断提高了学

生语文素养。在开展国学经典诵读教学过程，教师要结合学生学习情况，科学的制定更加完善的国学经典诵读教学方案，以

帮助学生全面提高语文学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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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小学教育就是一个良好的且稳定的国学经典传承平台，

有丰富专业的师资力量可以将国学经典传承工作融入到小学
教学的方方面面，对于提升学生的中华文化素养具有极其重
要的意义，又为国学经典的传承开辟了新路径。

二、 在小学语文课堂中普及诵读国学经典教学实践的
意义
（一）有利于培养学生高尚的情操和良好的人文素养

国学经典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将它融入语文教育有
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道德。其中国学经典也包括哲学教
育，通过优秀的传统文学渗透出一些哲学理论内容，将这些
高尚的古典文学融人学生的教育课堂中，有利于培养学生的
高尚情操。在小学阶段向学生普及这些良好的国学经典文化
有利于学生的心得教育，健全学生的人格，在这些优秀文化
的熏陶下，学生会从小养成一些良好的价值观，让学生在这
种信息化时代能保证一身正气，不被那些不良网络文化影响。
与此同时融人国学经典诵读也有利于学生去了解传统文化精
神，进而去培养学生优秀思想道德意识，让学生拥有一定程
度的人文素养，为人生的全面发展打好基础”。
（二）有利于增加学生的识字量，提高他们的阅读能力

诵读能在一定程度上去培养学生的语感，同时学生通过
诵读国学经典能一定程度地去了解一些新知识、新文字，比
如说在《弟子规》和《三字经》中，这两本中含有的知识内
涵和文字知识是小学语文教育中不包括的。通过去诵读这些
课文让学生潜移默化地提高阅读能力，在本质上去充实学生
的知识含量，让学生在诵读中认识更多字体量。提高学生的
语文综合能力，在小学教育中融入诵读教育不仅能提高学生
的阅读理解能力，随着学生知识含量的累计也能在一定程度
上去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在写作中借鉴国学文化去表达自
身的情感，从而去书写 -篇高质量的文章，让学生在语文学
习中稳步前进。
（三）有利于提高小学生的文学素养

在小学语文教育中融人这种优质文化，有助于提升学生
的文学素养。老师在融人的同时要做好引导工作，通过这种
诵读模式让学生对国学文化产生兴趣，近而去提升学生的文
学品味，由浅到深地去学习这种文化。

三、在小学语文课堂中普及诵读国学经典教学实践的
措施
（一）带领学生诵读，加深他们对国学经典的了解

诵读教育讲究的就是融入性教育，通过语调来让读者和
听者融人其中，从而去切实地感受文字的力量。在普及国学
经典诵读时，老师应该向学生做好示范，让学生在老师的示

范阅读中去感受国学经典文化的内涵。比如说老师在讲授
《三字经》时，先向学生声情并茂地朗读这篇文章，之后让学
生通过老师的强调去思考文章的内涵。老师可在诵读后向学
生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说“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就可
以让学生去思考这句话的整体含义，其中的“初”和“性”
分别是什么意思。提出问题后可以让学生进行小组讨论，之
后让学生进行回答。在此之后老师再进行完整的补充，“初”
就是人刚出生的时候，“性”就是说人的品德、品行，整句
话的含义就是每个 . 人在刚出生的时候品行都是善良的。通
过这种模式先让学生对整句话有所了解，之后再代人情绪去
带领学生诵读。同时也要给学生一定的学习空间，让学生自
己再去反复诵读文章，去更深切地了解其中的含意。通过这
种完整式的诵读，教学模式让学生更深切地去了解国学经典
文化。
（二）学会因材施教，根据不同学生的不同特点进行教学

在小学阶段学生的接受能力不同，有的学生接受能力强，
而有的学生接受能力弱。针对这一情况老师就要进行分段教
育，根据每个学生学习情况去指定具体的教学方案。比如说
可以把学生分为几个小组，分别去分配一些能力不相同的同
学在 -组，让接受能力较强的同学去带领接受能力不强的学
生去学习。在这种学习情况下既能够促进学生之间的关系，
也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促进学生共同进步。
（三）与学生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完善教学评价机制

在这种互联网时代，老师也要学会利用互联网技术去进
行教学。比如说向学生普及国学经典知识时，可借助多媒体
让学生观看视频，比如说现如今的一些综艺节目《中国成语
大会》，这种高质量的国学文化是值得学生观看的。在观看
的过程中老师也可模仿综艺节目制度组织学生进行知识比赛，
从而来调动课堂氛围，增加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和交流。
建立一种和谐相处的关系模式。同时老师也可组织诵读比赛，
去激起学生的竞赛意识，在此过程中老师也要积极评价学生
诵读水平，同时也要给予 -定的鼓励，从而能让学生不断地
去完善自己。

四、结语
总而言之，在小学语文教育中融入国学诵读是二者收益

之举，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去促进学生的综合发展。当然
与此同时也要讲求融人的方式方法，让两者的作用都能发挥
到极致。从而去促进学生学习质量的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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