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教育·基础教育　9　2021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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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析依托国学经典提升小学生语文素养的有效策略
谢佛连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实验小学　江西　赣州　342200

摘　要：在国学经典中，包含诸多传统文化的精髓，不仅可以体现出汉语文字的精妙，而且可以体现出传统美德，这些都会

促进学生更好地学习语文。对于小学阶段的学生来说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是帮助学生养成良好行为习惯的重要阶段。借

助国学中的经典文化加强对学生的引导，能让教学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可以将国学经典和语文教学结合起来，让学

生对国学经典产生诵读兴趣，有利于展开课堂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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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应该将国学经典加入其中，能够不

断地熏陶学生的思想，起到思想教化的作用。国学经典其深

厚的文化内涵、人文素养，不仅仅对学生思想道德和人格品

质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对学生语文学习中的写作、理解能

力更具有提升作用，同时，对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也有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因此，通过诵读国学经典，既能丰富学生的

语文学习内容，加深学生对语文科学的认识，又是提升小学

生的语文综合素养的主要途径。

一、诵读经典对小学生的积极作用

（一）在学习国学名句积累词句

近年来，在语文教学课堂上，可以听到教师带领学生大

声朗读经典作品的声音。国学经典文章包含了多个方面的内

容，其中就有民族精神、人生哲理、审美情趣等多个方面的

内容，是无数圣贤人物智慧的结晶。在小学低年级阶段的语

文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带领学生诵读《弟子规》《三字经》

等国学作品。在开展国学教育时，教师可以带领学生认真朗

读有关礼仪的国学名句，如“不学礼，无以立；人有礼则安，

无礼则危”“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

亲仁；有余力，则学文”等，并且为学生进行翻译和解释，

让学生在以后的语文写作中能用上。而且，在讲解这些国学

名句的过程中也要结合生活实际进行讲解，引导学生在生活

中践行文明礼仪，不断让学生变得知书达理。

（二）在讲解国学故事时学生学会明辨

当学生在朗读国学经典中的名句时，不仅要让学生会朗

读和背诵，还要让学生在朗读的过程中思考背后蕴含的意义。

在课堂上，教师会讲解更多与礼仪有关国学小故事，拉进学

生与国学经典之间的距离。同时，学生就会在故事中思考其

中蕴含的道理，学会明辨是非，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当

学生读完《弟子规》《论语》后，教师会为学生搜集黄香温

席、孔融让梨等古代的国学故事，有利于学生礼仪的养成，

让学生能够准确的辨别文明的行为和不文明的行为。

二、小学语文教学中诵读国学经典的有效策略

（一）创设诵读情境，引生入胜

不论是英语学习，还是语文学习，都需要通过良好的语

境，慢慢地将语言知识传输给学生，可以留下较为深刻的印

象，达到教学目的。所以，在展开诵读教学的时候，可以利

用创设情境的方法，在语文课堂内创造出适于诵读的情境，

既能陶冶情操，又能促使学生更好地诵读，渐渐地体会国学

经典中的深意，感受汉语文化之美。

比如，教师可以将《论语》带入语文课堂，将其中的经

典语句收集起来，制作成多媒体电子课件，在课堂上展示给

学生观看，同时可以加入额外的元素，带动学生诵读，有利

于起到教化作用。

首先，在开讲之前，向学生提问：“同学们，请问你们知

不知道孔子是谁吗？”，有些学生会说知道，有些学生会说不

知道，随后展示出孔子的肖像图，再问学生：“同学们，你们

看看孔子穿的衣服和你们的一样吗？为什么呢？”，这会引发

思考，随后在课件中展示出不同颜色的儒家子弟穿的孔服，

让学生饱览眼福，同时询问学生：“同学们，孔子是儒家学派

的创始人哦，接下来老师会给你们看看儒家的著作《论语》，

你们想不想看呢？”。

然后，教师逐页翻动可见，每页包括一条《论文》语句，

带领学生诵读每句语句，如“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在读完后让学生猜猜该句话的含义，同时在语句的下方用课

件的动画效果显示出现代文字的翻译，向学生说：“同学们，

这句话教导你们人家不了解我，我不生气，也是品德上有修

养的人，你们觉得对不对呢？”，这会帮助学生理解。

最后，教师以同样的方法解释和教学其他语句，句句都

会传达给学生优秀的思想道德观念，促使升华学生的思想道

德水准。最后，在课件的末尾页，将本堂课中讲述的所有语

句集中起来，伴随着悠扬深长的古典轻音乐，如《平湖秋月》

等，让学生们共同诵读这些语句，在反复诵读后，会慢慢地

培养学生对国学经典的喜爱之情，有利于提升语文素养。

（二）展开诵读对话活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在诸多国学经典中，每篇文章都有多个短句，在古时候，

古人们常常互相吟诗作对，儒生们彼此之间当面站立着，互

相争论自己的观点，那么在展开诵读教学的时候，可以从该

方面出发，展开诵读对话活动，让多个学生组成若干诵读小

组，每个小组成员朗读某段国学经典的一句，同时让每个小

组的成员并排站在讲台上，面向台下同学诵读，这会让学生

仿佛进入吟诗诵词的意境，有利于提升诵读的积极性。

比如，教师可以将《了凡四训》带入课堂，在该部国学

经典中，全文都由不同的人物之间的对话组成，这就可以较

好地分配给多个学生，组成完整的对话。

首先，分别将《了凡四训》中四篇文章的精彩段落罗列

在多媒体屏幕上，让所有学生共同朗读这些段落，随后让每

个小组自己挑选想要诵读的段落，自由地分配其中的角色，

如在“阴德阳善，感鬼通神”中的“鬼”、“应公”等角色，

在小组内展开对话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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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演练完毕后，按照座位顺序依次上台对话诵读。

同时，为了能够迎合诵读的氛围，可以播放古典纯音乐，在

音乐的熏陶下，能够让诵读者、聆听者尽快进入文中意境，

提升诵读的积极性。

最后，教师带领学生依次解读这些段落讲述的故事，鼓

励学生效仿《了凡四训》中的故事人物，从善从德。

由此可见，通过该活动，能够让学生在互动中诵读国学

经典，既可以感受到诵读的乐趣，又可以加深对国学经典内

容的理解，有利于提升教学效果。

（三）带领学生反复阅读理解国学含义

小学阶段的学生理解能力较为薄弱，在带领学生进行阅

读的时候，教师应该先进行有效的范读。不论是简单的经典

读物还是较为难的经典读物，他的语言都比较凝练，很多都

是简短两三字包含着现代汉语几句话的含义，这使得小学生

在理解上非常有难度。尤其是每一篇的中心意义或经典内容，

大部分就简短一两句，但是含义深刻，所以，对于这些句子

教师在讲解了涵义之后，可以让学生反复的进行阅读，从而

通过反复阅读加深对句子深层含义的理解，学习和体会到经

典国学的真正含义。在反复阅读的过程中，学生就自然而然

的构建出自身实践与文本含义的联系，同时也在脑海中形成

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不仅能够让学生在反复阅

读中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同时也更加牢固和扎实的积累经

典文学佳句，对今后的写作有更大的帮助。

例如，教师在带领学生学习《三字经节选》时，它的每

一句话基本都是三个字组成，然而三个字包含了很深刻的含

义。对于小学低年级的学生来讲，他们很难理解这短短两三

字的含义。所以，教师可以通过带领学生反复阅读的方法来

让学生掌握这篇国学经典的韵律，再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

结合当地一些习俗礼仪，给学生逐一地讲解每一段，每一句

的含义，让学生了解每一字的内涵，再通过反复的诵读，使

学生牢牢掌握每一句的含义，对整篇《三字经节选》的文章

都有一个很好的概念。学生在反复阅读时，也会自然而然地

联系到自己实际生活中的行为，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三

字经中的优秀品质，在不断的反思自身行为后做到言行一致。

适合小学生阅读的国学经典大多篇幅都比较小，句子也比较

短，非常适合学生背诵朗读，反复阅读可以让学生深刻理解，

也可以让学生反思。所以，教师在进行国学经典的教学时一

定要让学生进行反复的阅读，使学生更快更好地领悟整篇文

章的内容，感受国学经典的魅力。

三、结语

综上所述，国学经典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蕴藏

着诸多教人向善、积极向上的美德观念，对于学生的成长和

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能够提高学生语文积累的

能力，还可以间接的影响到学生的言行举止。所以，需要教

师将国学经典带入课堂，慢慢地教化学生的思想。并且，国

学经典中的语句属于文言文，在诵读的时候，能够帮助学生

加深对文言文的认识，加强自身的语文素养，这就可以提升

语文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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