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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国学经典对提升小学生低段语文素养的必要性
邱　萍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实验小学　江西　赣州　342200

摘　要：中华国学经典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子孙，更是我国文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但小学生缺

乏主动了解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意识，针对此种情况，教师应意识到在小学阶段开展国学经典教学的重要性，并借助语文教

学这一阵地，采取多种教学手段开展教育活动，以有效实现国学经典在小学语文中的渗透性教学，促进国学经典的传承与发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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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挖掘国学经典的精髓，

将其与语文教学相融合，进一步提升学生的综合人文素养，

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我国国学经典源远流

长，教师应充分探寻国学经典的价值，将其渗透在语文教学

过程中，让学生在文本学习的过程中感知深厚的中华国学经

典文化，有效提升学生的综合语文素养。

一、将国学经典渗透于小学低段语文教学的必要性及
价值

在小学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积极挖掘国学经典精华，

并结合当下的语文教学内容，有效地开展课堂教学，在课堂

活动中借助趣味性教学方式，使学生乐于接触中华国学经典，

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在此基础上，教师应意识到国学

经典教育与传承工作的必要性，并采取相应的教学策略，有

效地开展国学经典理论与实践教学，让学生从心底主动传承

与发扬我国国学经典，充分展现将国学经典渗透于小学低段

语文教学的重要价值。具体而言，国学经典在小学语文教学

中的价值体现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

由于国学经典蕴含着丰富的内容，教师应把握教学契机，

让学生在有限的课堂时间里掌握更多与国学经典有关的知识。

其中，在教育过程中，教师应借助相关国学经典的渗透，培

养学生的爱国精神。实际上，小学教材中收录了丰富的经典

文章，教师可在此基础上进行延展教学，为学生系统地讲述

文章背后的情感，深化学生对爱国精神的认识。除此之外，

教师可以通过传统古诗词教学来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也可

借助特殊节日，如端午节为学生讲述屈原的事迹，以激发学

生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气节，并鼓励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更好地

传承中华国学经典。

（二）完善学生知识体系

中华国学经典博大精深，教师在语文教育中渗透国学经

典，能够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使其在掌握知识的同时养成良

好的学习习惯，培养自身文学素养。教师应在教学活动中通

过对文本及背景知识的讲授，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完善自身

知识体系。

（三）营造轻松教学氛围

在将国学经典渗透于小学语文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可借

助各具特色的国学经典，营造更加生动、轻松的学习氛围，

使学生能够在古典故事、传统节日风俗习惯等学习中进一步

激发语文学习兴趣。与此同时，教师应通过与学生互动，使

学生结合国学经典知识，深化对所学内容的理解，综合提升

语文教学质量，从而使学生在日后的生活中自发地传承与发

扬国学经典。

二、小学低段语文教学中诵读国学经典存在的问题

（一）对学生具有诵读难度

目前，在我国流传的文化著作中，包含众多国学经典，

都是以文言文为主的文章，而文言文需要借助注释才能读懂，

多数学生的文言文阅读能力较弱，常常会导致阅读的时候，

出现语句不通的问题，这会直接影响诵读课文，不能理解其

中的深意。

（二）诵读教学方式较为单一

有些教师在带领学生诵读国学经典的时候，常常会重复

使用同一种方法，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学生会对该种方法产

生厌恶，加之不能理解国学经典的内容，这会让学生渐渐失

去信心，开始懈怠诵读学习，这会让国学经典不能发挥真正

的引导作用，降低教学效果。

三、国学经典在小学低段语文教学中的具体渗透策略

（一）深入挖掘汉字文化，渗透国学经典精髓

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重视汉字教学。汉字蕴

含着丰厚的国学经典知识，因此，教师应在开展相关教学的

过程中积极渗透汉字文化。与此同时，教师应在渗透汉字文

化的教学过程中，意识到这部分内容较为枯燥，学生难以全

身心地投入课堂活动中，从而导致教学效率偏低。所以，教

师应结合现阶段学生活泼、好动的特点，积极采取趣味性策

略，吸引学生积极参与，并结合学生的兴趣点将汉字文化以

更有趣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样既能有效实现识字教学目标，

又能让学生意识到汉字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使其产生浓厚

的学习兴趣。

例如，在开展“遨游汉字王国”综合性活动教学时，为

加深学生对汉字的了解，使学生感受汉字的美，有效实现对

国学经典的渗透教育，教师可开展如下课堂教学。首先，教

师借助多媒体设备为学生展示汉字的历史及“有趣”的汉字，

以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之后，教师为学生讲述“仓颉造字”

的传说，让学生对汉字文化产生更加浓厚的兴趣。并在此

基础上，教师让学生自由组成小组开展互动游戏。例如，教

师可让学生开展“字谜打擂台”游戏，教师出字谜，激发学

生参与互动的兴趣，鼓励学生根据汉字特征创编字谜，加深

其对汉字文化的认识；也可开展书法展示活动，让学生对书

法艺术形成全面的认识。最后，教师可进一步补充汉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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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景知识，让学生对关于汉字的国学经典形成更加深刻的

认识。

（二）重视古文诗歌诵读，感悟国学经典魅力

古诗词蕴含着丰富的时代背景及丰厚的历史积淀，在教

学过程中，教师应借助恰当的教学方法让学生感悟国学经典

的魅力。具体而言，教师可借助诵读法来激发学生的古诗文

学习兴趣，使其积极发散思维、展开想象，从而准确地理解

古诗词传达的主旨及情感。基于此，使学生在古诗文学习中

进一步感受中华国学经典的博大精深，教师在为学生扫除生

字障碍后，应积极为其营造吟诵氛围，使学生在自主诵读及

小组合作诵读的过程中感受古诗词的意境，并在想象中深化

对古诗词的情感认知。除此之外，教师还可借助多媒体设备

为学生呈现逼真的场景，使学生与文本产生共鸣，提升学习

效果，让学生感受古诗词之韵律美，从而实现对国学经典的

渗透和发展。

例如，教师在教学《登鹳雀楼》这首古诗时，为进一步

激发学生的古诗词学习兴趣，教师可这样开展教学。首先，

教师借助多媒体设备为学生播放名家朗读诗词的视频，以使

其初步感受古诗情感。其次，教师为学生讲解古诗的创作背

景，并使学生结合创作背景及作者心境再次诵读，让学生在

读中有所感悟，借助多媒体画面充分展开想象，然后教师再

为学生介绍鹳雀楼。最后，教师鼓励学生积极交流，让学生

结合图片营造的诗文意境创编故事，有效提升学生的口语表

达能力，使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进一步体会诗人积极探索和

无限进取的人生态度。

（三）借助课外实践活动，深化国学经典教育

为进一步实现国学经典与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的融合，教

师还应把握课下教育契机，积极开展一系列实践活动，深化

对小学生的国学经典教育。具体而言，教师可引导学生开展

课外阅读与写作活动，也可引导学生参加演讲比赛、主题话

剧活动，使其感悟国学经典。教师应在渗透国学经典的基础

上，积极设计适合现阶段学生的有趣的实践活动，从而让学

生主动参与实践活动，主动提高自身的口语表达能力、文本

解读能力，同时加深对国学经典的认识，切实在小学语文教

学阶段深化国学经典教育。例如，教师为进一步深化国学经

典教育，可开展“名著交流小课堂”活动。教师在为学生介

绍相关名著时，应让学生明白，我国的四大名著《三国演义》

《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蕴含着丰富的国学经典，对传

承与弘扬我国文化有着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教师鼓励学

生以小组形式就名著内容进行交流，让学生在自主搜集资料

的过程中加深对国学经典的认识。与此同时，教师还可让学

生针对某一故事情节，如“鲁智深倒拔垂杨柳”“黛玉葬花”

等故事开展深入讨论，并组织一系列话剧表演活动，让学生

在拓展课外阅读内容的同时，了解更多国学经典知识，让学

生在实践活动中进一步加深对相关知识的理解，以提升其语

文综合素养。

四、结语

总而言之，在小学低段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把握一

切教学契机，有效开展国学经典渗透教学，使学生在小学阶

段对国学经典形成正确的认知。因此，教师应采取多种教育

策略，优化当前语文教学方式，在潜移默化中渗透国学经典，

有效促进我国国学经典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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