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教育·基础教育　8　2021 115

ISSN:2705-0963（Print）　　　ISSN:2705-0955（Online）

浅谈依托国学经典提升小学生语文素养的有效途径
刘施娇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实验小学　342200

摘　要：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各位大家流传下来很多优秀的经典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能够

很好地引导学生们养成良好的行为，对美的作品有基本的认知，是提升精神境界的佳作，阅读背诵这些经典作品能够让学生

收到文化的熏陶，对学生的成长与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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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核心素养理念的深入，人们越来越重视学生们全面

能力的提升，而语文的学科核心素养指出，要通过教学使学

生能够在生活与工作中应用语文知识，同时对语文有一定的

审美能力，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留下了很多国学经典，是小

学生提高语文核心素养的较好素材，所以本文将简单剖析国

学经典对于提升小学学生语文素养的应用。

一、国学经典引入小学语文教学的意义

小学语文教学承载着培育学生道德情操的重任，借助国

学经典，有助于小学生道德情操的提升，促使学生从思想上

和行为上发生转变，变得更加注重遵守纪律和懂得礼貌。另

外，国学经典引入小学语文教学，有助于开阔学生的视野，

国学经典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其内容丰富、寓

意深远，学生通过国学经典的学习，能够开阔自身的视野，

并且感受到国学经典的魅力，增进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国学

经典引入教学，还有助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国学

经典会对学生产生积极影响，同时学生学习国学经典，也能

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学生对国学经典的学习，

还有助于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发展。通过对国学经典的学习，

可以促进小学生理解能力、表达能力、阅读能力以及写作能

力的提升，并且学生能够从中获取更加丰富的知识和经验，

是提升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有效措施。

二、借助国学经典提升小学学生的语文素养的措施

（一）结合教材进行经典学习引导

经过多年的教学研究，人教版教材中的作品都是经典中

的经典，所以在开展国学经典学习与诵读一定要紧扣教材内

容，首先是在单元设置上，学习的相关经典内容应当与单元

主题相吻合，其次从题材上，教学教材中也有很多古代诗歌、

文章等有利于引入经典诵读的地方，通过了解同一时期的作

品，能够更好地从作者的角度去研究国学经典背后的故事。

在国学经典的学习过程中，不应当是简单的诵读教学，

应当从多个角度开展教学，让学生们对国学经典有更加全面

地认识，学习的过程中也能养成更加多样的眼光，提高相关

的阅读能力。首先从背景故事的角度出发，引导学生们对国

学经典产生兴趣，小学高年段的学生依然对故事类的东西充

满兴趣，带领学生们先了解相关背景故事能够很好地带动他

们的积极性，让他们更加愿意进行国学经典的学习，还能让

他们提前对国学经典的内容有一个全面的审度，了解各个作

品的文化内涵与创作意义。其次是带领学生诵读国学经典，

在诵读的过程中引导学生感受中国古诗文中的语言魅力和语

感，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含义及情感，充分了解国学经典作

品内容。

例如在《草船借箭》的教学过程中可以引入其他史记故

事，引导学生学习相关历史故事，再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

对各类事件及人物进行点评，同时在阅读的过程中感受史记

中的语言功底，学习汉语言的魅力之处。在例如在五年级上

册第四单元的教学中，单元主题是爱国主题，而在中华上下

五千年的历史中有很多爱国的诗文，这些都可以引导学生们

进行拓展学习。如《春望》、《过零丁洋》、《满江红 • 写怀》

等，在学习此类古诗时可以结合他们的作者，这些爱国人士

的生平及历史背景，对诗歌有深入地感受。

（二）开展丰富的国学经典阅读活动

此外，可以在课后开展丰富的国学经典阅读活动，引导

学生们自主对相关知识进行调查了解，利用便捷的互联网信

息拓宽自己的视野，同时让学生们投身到活动中，采用沉浸

式的学习方式感受国学经典的魅力。

例如曾开展过《论语》课堂，运用高度还原“孔子讲道”

的形式，将论语中的内容再现出来，首先对孔子所在的年代

背景及孔子本人进行了简单介绍，孔儒思想是中国古代对美

好世界向往的具体表现，以“德治”与“礼治”的主要思想

内涵，在这样的背景理念下来与学生产生交互，对相关论语

知识进行学习。

学生甲：为什么孔文子要送他“文”的称号呢？

教师：“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论语·公冶长篇》）

学生乙：“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

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 • 学而》）

通过这样的学习，学生们能够更好地感受到论语的内容，

对于论语的教学有很大的帮助，也能学习到论语中所讲的

“德”与“礼”，为中华优良传统文化的传承有很大的帮助。

（三）解读国学经典背后的内涵

国学经典的传承是中华上下五千年来无数人的积淀诞生

的产物，这些作品大多都是中国古代文人墨客和思想家们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历代中华儿女的思想结晶，代表着中华

文化的精华，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们的理解能力可能尚且

不够，教师要及时地深入解读其中的内涵，让学生能够充分

感受到传统经典文化中的内涵。

例如在引导学生们学习《三字经》的时候，三字经能够

让学生们对人文、道德观念、文化历史、科学知识等都能有

所了解，其中大部分是包含道德伦理方面的内容，作为幼儿

的启蒙作品，能够很好地帮助各朝各代的幼儿进行德育教育，

除此之外，经过不断的完善，《三字经》中包含了大量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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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文化知识，是引导我国幼儿成长的经典作品，这之中蕴

含了大量的思想价值与独特的文化魅力，朗朗上口的文字格

式是小孩子们学习的最好教材。

（四）开展经典诵读增强学生对古诗文的感受力

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引导学生多诵读古诗词，

在反复的诵读过程中，学生既能对古诗词产生深刻的印象，

也能使学生对押韵以及对偶等有所感悟，并且通过反复和诵

读还可以提升学生对古诗文的语感。教师可以利用早读课以

及语文课的课前 5 分钟引导学生诵读古诗文，并且要求学生

在诵读之前进行预习，了解古诗词的作者以及写作背景，了

解古诗词的大意，掌握古诗词中的生字生词。为古诗词的诵

读奠定基础。而在诵读过程中，要求学生不仅要做到流利的

朗读，同时还要注重把控朗读的节奏。经过一段时间的诵读

之后，教师可以在班级中组织诵读比赛，比一比谁的进步最

大。这种方式，能够提升学生对古诗文语言的感受力，加深

对古诗文的体悟与认识，有助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发展。

（五）丰富经典内容提升学生对文本的理解能力

教材中涉及到的经典必将有限，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可

以结合教材中的内容进行拓展延伸，将更多的国学经典引入

到课堂教学之中，在丰富教学内容的同时，也能开阔学生的

视野，并且更好的发挥出国学经典的作用。例如，在讲解完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回顾所学

知识，想一想还有那些诗词是反应送别好友的？学生通过思

考，可以说出自己所学过的 |《送元二使安西》、《赠汪伦》以

及《别董大》等。在此基础上，教师再引导学生进行诵读和

品位，感受这些古诗词文本的特点。如《送元二使安西》中

的“西出阳关无故人”以悲景写出了送别之情；《赠汪伦》中

的“不及汪伦送我情”则应用了叙事的方式来体现作者的情

感。而《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则通过对美景的描写来反

映出作者对有人的惜别之情。通过教师的拓展教学，可以帮

助学生进一步巩固所学内容，同时在教师的分析与引导下，

也有助于提升学生对文本内涵的理解。再比如，教师在讲解

《将相和》这篇课文时，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这篇课文的古文

原文供学生欣赏和诵读，在古文原文中有这样的描写：“左右

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学生在诵读过程中，能够更加真

切的感受到当时的情景，并且会对蔺相如的神态以及动作等

产生更加深刻的印象，有助于学生对课文的理解。通过这种

形式，可以将国学经典与教学相结合，使国学经典成为教学

的补充和延伸，对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结语

总的来说，在小学进行国学经典教学，能够很好地引导

学生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了解中国文学中的魅力，对学生的

语文核心素养发展有很大的帮助，在具体的学习过程中应当

紧抓教材内容，深度挖掘国学经典内容，通过各种各样的活

动激发学生们的兴趣，让学生更加投入地学习国学经典，了

解国学经典背后的内涵，提高学生们的自我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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