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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学语文教学古诗词阅读与传统文化融合
佘秋平

江苏省如东县新店镇汤园小学　江苏　如东 226400

摘　要：古诗词在语文教材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本质上是因为古诗词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对学生具有十分重要

的教育意义，不过当前我国的古诗词教学中存在一些问题，对小学生来说，古诗词是背诵任务，是晦涩难懂的语句，而不是

充满乐趣的学习内容，学生对古诗词学习缺乏兴趣，同时不能够体会到古诗词的美感，这体现了教师教育上不足的一面。本

文将简单介绍小学语文古诗词阅读教学现状以及如何在课堂教学中将古诗词与传统文化教学结合的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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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词教学是我国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内容。对于小学生

来说，学习古诗词可以让学生从小就感受到 中华传统文化的

优越性，使学生的创造力与文学审美能力。

一、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课堂现状

（一）古诗词阅读教学过程中对诗句进行过度肢解

对于古诗词教学来说，学生对整首诗意境的理解是重中

之重，整首诗或者是整首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过当前小

学语文教师为了保证教学效率，同时考虑到小学生的理解能

力有限，所以在进行古诗词阅读教学的时候通常采用逐字逐

句分解式的教学方式。比如，在对《枫桥夜泊》这首诗进行

教学的时候，教师会将整首诗分解成一个一个的事物与意向，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让带领学生分析这首诗在写些什么，月落、

乌啼、霜、江枫、姑苏城、寒山寺、钟声、客船，教师用这

些意向来代替整首诗来进行教学，讲解完成后，学生可以明

确得知整首诗所涉及的事物与景象，这时候教师再将故事创

作的背景与诗人的生平介绍给学生，学生的确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对整首诗进行掌握，不过这种教学方式下，学生对于句

与句、词与词、意象与意向之间的连接则无法得到很好的掌

握，学生也不能够感受到意向与意向、句与句之间的逻辑，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逻辑思维的培养。

（二）古诗词阅读教学缺乏对学生创造力与想象力的引导

诗人在进行诗词创作的时候，诗中所包含的意境与诗中

所包含的事物不只有真实的事物，还包括诗人想象中的事物，

想象结合现实与诗人当时的心境，这才构成了今天脍炙人口

的诗词名篇，由此可见，诗词的创作需要一定的想象力，这

对教师教学提供了一定思路，既然诗人在进行诗词创作的时

候都会运用到想象力，那么教师也可以用古诗词阅读教学来

培养学生的想象力与创作力，然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部分

教师只是逐个讲解古诗词中描绘的各种意境，忽视用生动的

语言来引导学生对古诗词进行画面的想象，而是直接通过图

片的方式将诗词中的景象直接呈现给学生，这样做的好处是

学生可以直观地对古诗词中的意境与描写的景物进行掌握，

但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想象，将古诗词中的意

境与描写的景象直接等同于图片上的内容，这在一定上限制

了学生对古诗词内涵的理解与学生想象力与创作力的培养。

（三）文化理解与审美理解标准化，限制学生思维能力的

发展

部分教师在进行古诗教学的时候，崇尚标准答案，一千

个人里面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于文章与古诗词的理解是

主观性很强的东西，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对古诗词的理解

也有所差异，教师的这种标准化教学思维限制了学生的主观

感受，让学生对古诗词学生逐渐失去兴趣，学生对于古诗词

的自主审美很重要，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往往先是对古诗词

进行讲解，随后再进行背景讲解，这样的教学模式会让教师

对古诗词的理解在学生的脑中先入为主，这一教学过程中，

学生缺乏独立思考的过程，是不尊重学生主体地位的表现。

二、小学语文古诗词阅读教学优化策略

（一）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树立正确教学理念

传统古诗词阅读教学主要还是知识的教学，旨在提高语

文分数的教学，忽视古诗词教学对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的作用。

因此，教师应该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坚持以核心素养为指

导理念来进行小学语文古诗词阅读教学。教师要具备通过古

诗词教学来培养学生各种优秀品质与学习能力的意识，为此，

教师必须树立学生主体意识，在教学设计的过程中坚持以学

生为主体，通过各种方式来调动学生对古诗词阅读学习的积

极性，从而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二）提高学生的语言理解与运用能力

小学生正处在语言能力培养的关键时期。因此，即便是

古诗词阅读教学中的语句同当代人的语言风格与表达方式有

所差异，不过鉴于古诗词语句表现力足够强，同时具有一定

的美感，因此，教师应该充分对古诗词教学资源进行运用，

通过古诗词阅读教学来培养学生的语言理解与运用能力。首

先，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重视学生对诗词的积累，“书读

百遍，其义自见”，教师要让学生多读多背，同高年级学生相

比，小学生的理解能力要差一些，但是记忆力要更好一些，

因此虽然当前我们倡导快乐教育，但是仍然不能够放弃背诵

的教学方式，教师在让学生背诵与记忆的时候，为了避免学

生对古诗词学生产生厌烦心理，教师同时也要注意帮助小学

生对古诗词内容进行理解，避免学生因为难以理解而对古诗

词学习失去兴趣，从而影响教学效果。进行诵读练习可以让

学生培养语感，更好地对语言进行感知。因此，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应该加强对学生的诵读引导，让学生正确掌握古诗词

诵读中正确的停顿和重音等技巧。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培

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与逻辑能力。比如，教师在对《清平

乐·村居》这首词进行教学的时候，可以先带领学生对这首

词中的重音与停顿位置进行标注，然后再进行词的讲解，当

学生对这首词已经掌握的差不多以后，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多

读几遍，让学生在诵读的过程中深化对这首词的意境与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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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

（三）促进学生的思维发展、培养学生的审美与创造力

古诗词通常具有意境优美、艺术性较强的特点，所以古

诗词是很好的审美培养资源，教师在进行古诗词阅读教学的

时候，应该引导学生对古诗词进行艺术赏析，带领学生分析

古诗词中的独特魅力，使学生的创造力与审美能力得到培养。

首先，教师可以运用情景教学法来对古诗词阅读进行教学，

情景创设的方式尽可能结合教学内容灵活改变，避免情境创

设的无趣和对学生的想象力与创造力造成限制。教师既可以

通过生动的语言让学生对诗词中描绘的画卷进行想象，也可

以通过图片与视频等方式来让学生直观地对古诗词中景象有

所了解，前者随时都可以进行运用，而后者最好不要在课前

直接将其展现给学生，因为这样可能会限制学生对诗词意境

的想象。

比如，教师在对《泊船瓜洲》这首诗进行教学的时候，

教师可以结合诗中水、钟山、春风、明月等意象的描写与诗

人写诗的背景让学生将自己带入到当时的情境中，在脑中描

绘一幅画，通过这种方式来让学生更好地体会诗人的思乡之

情。课堂最后，教师可以通过图片与视频的方式来对学生的

感受进行深化。再者，教师还可以采用读写结合的方式来培

养学生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比如，教师还是在对《泊船瓜洲》

这首诗进行教学，教师可以让学生在观看完视频以后，结合

当节课所学的内容，结合眼前的图片中的景色与对诗人的了

解，以诗人的角度写一篇现代文。通过这种方式，教师可以

更好地引导学生进行思考与创作，让学生深化对古诗词了解

的同时还培养了学生的写作能力。学生对于古诗词的理解不

应该只停留在表面上，而是应该能够切身体会到古诗词的意

境美，只有这样学生对古诗词的学习才会有兴趣，因此，教

师应该加强对学生古诗词鉴赏能力的培养。教师在对学生进

行古诗词教学的时候，不仅要让学生自主感受到美，还应该

告诉学生什么是美，教师还可以结合生活对学生进行教学，

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善于发现美。

比如，教师在对《渔歌子》这首词进行教学的时候，教

师可以问学生词中描写了一个怎样的场景，然后问学生这样

的场景美不美，然后教师可以对词中的美进行定性，词中的

美是生活的美，是江南水乡的美，接着教师在引导学生回想

自己日常生活中有没有让学生觉得美的场景，如果学生没有

头绪，教师可以通过图片的方式向学生展现同江南水乡不同

的、学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具有美感的场景，从而引导学生

发现生活中的美，珍惜生活中的美。

（四）培养学生的文化传承意识

古诗词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因此教师可以

通过古诗词阅读教学来培养学生的文化传承意识，让学生在

文化传承意识的引导下自觉加强对古诗词的学习。为此，教

师应该深入挖掘古诗词中的传统文化内涵，比如，教师在对

《清明》进行教学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古诗词讲解来向学生传

播传统节日的意义，鼓励学生传承传统节日。

三、结语

综上所述，古诗词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具有极高的教学价值，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古诗词资源的教

学价值，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以核心素养为指导，通过

优化课堂设计，利用古诗词教学资源来培养学生的语言理解

运用能力、思维发展与提升能力、审美能力和学生的文化传

承意识，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够从语文古诗词教学中汲取营

养，促进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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