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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课程改革的逐步深入，小学语文部编版教材在编排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儿童诗歌在语文教材中的占比有所加大。笔者以部

编版小学语文教材中选编的诗歌为例，从当今儿童诗歌教学的实际出发，对儿童诗歌教学中存在的难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有效提高儿童

诗歌教学水平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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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学阶段儿童诗歌的内涵与特征及研究意义  
1.1 儿童诗歌的内涵与特征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我国衍生出灿烂多样的诗歌体裁，形成

了独特的诗文化，儿童诗歌则是其中的一朵奇葩。儿童诗歌的创作对象

为学龄时期的孩童，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主题富有儿童情趣。

诗歌中所表达的情感与儿童的现实生活所牵引，学生更易对诗歌产生共

鸣。第二，语言浅显活泼。儿童诗歌以小学生为接受主体，小学尚处于

母语的启蒙阶段，辞藻华丽或艰涩的作品无疑增加了学生的阅读障碍，

而儿童诗的语言浅显易懂又生动活泼，能提高学生的阅读欲望。第三，

具备审美意义。诗歌教学作为“美育教学”的一部分，入编的儿童诗歌

所涉及的主题几乎涵盖了学生成长所具备的道德素质和美德内涵，儿童

诗歌教学在小学阶段承担着为学生建立审美情趣的功能。  

1.2 儿童诗歌的研究意义  

认知教育层面：儿童诗歌作为小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培养学生感知力、想象力的重要工具，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把诗歌

中所展现的画面与脑海中所想象的画面结合起来，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

阅读理解能力与想象力。  

情感教育層面：部编版语文教材中收录的儿童诗歌，大多短而简，

易于背诵。新课标对学生学习诗歌的要求不再局限于朗读与背诵，课后

题的设置充分说明新课改对儿童诗歌的掌握要求作出了情感方面的要

求。要求学生能够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感受作者在诗歌中赋予的

情感寄托，从情感层面对诗歌进行深度学习与情感的延伸，部分篇目甚

至出现了扩写、续写的要求。教师若能引领学生真正地欣赏古诗的语言

美、声韵美、意境美，进而使学生与诗人产生情感共鸣，对学生陶冶性

情、培养情操是大有裨益的。  

2 小学阶段儿童诗歌教学的现状分析  
2.1 教师的儿童观现状分析  

北京师范大学的陈晖老师曾提出小学教师在进行儿童诗歌讲授时必

须具备以下几点能力：要有儿童情感和趣味；要对儿童文学审美特质有深

度认识；要有丰富的儿童文学阅读经验；要有引导学生课外阅读的能力。  

反观当下的语文教学模式，尤其是小学低年段的语文教学，大部分

教师机械性地灌输，课堂上缺乏提问环节，或者提问时，对于偏离预设

问题答案的作答会一概否定。这导致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极低，同时增大

了师生之间的交流代沟，使得学生陷入不敢表达、不愿表达的境地。然

而，诗无达诂，诗歌教学是一项十分灵活的课堂活动。对于思维能力正

在发展的小学生来说，诗歌的学习是无序的，需要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作

支撑，倘若教师秉持着片面的儿童观进行课堂教学，则会将学生对诗歌

的学习热情扼杀在摇篮里。  

2.2 小学生的接受心理分析  

小学生主要以具象思维为主，儿童诗歌的节奏、韵律在一定程度上

能激发儿童的兴趣和学习的积极性，他们并非能完全理解、掌握诗歌的

意思和主题思想，但听到朗朗上口的咏叹节奏便知晓是诗歌。新课标对

儿童诗歌的讲授要求是“诵读优美诗篇，注重在诵读过程中的情感体验，

展开想象，领悟诗文大意”，这就揭示了诗歌教学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学生

的语感和想象力。以部编版三年级下册《望天门山》为例，本诗通过夸

张的修辞手法和意境给学生营造一种新奇之感，学生能够从诗歌中领略

天门山的壮阔与秀丽。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借助多媒体直观地展示图

像、音频等，让学生能更好地获得情感体验的提升和感受诗歌意境的传

达，体会诗歌中蕴涵的“情趣美”。  

3 小学阶段儿童诗歌教学的有效策略  
3.1 树立正确的儿童观  

教师在儿童诗歌教育中扮演着重要的引导角色。因此，只有教师树

立正确的儿童观，才能在儿童诗歌教学中发挥好教师的桥梁作用。教师

应当以高度的责任感和过硬的专业素养，引导学生进行儿童诗歌的学习，

让学生体会诗歌的魅力。 首先，教师需加强业务知识的进修，提高自身

专业素养水平，自觉地支配、调节自己的情绪，以平等包容的态度对待

学生，允许学生有自己的见解和想法，多听取学生的意见和建议，以学

生为主体设置课程目标，努力为学生营造良好、轻松的课堂气氛。其次，

教师要懂得尊重学生的个性特征。对待不同性格的学生，施以不同的教

学手段。教师要努力做到不偏爱，与学生形成平等的对话关系。 后，

学会热爱学生。学生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理应尊重学生的情感需求，

不能对学生进行主观意识的转移。教师在教育教学中，要承担起引领者

的责任，引领学生自己去观察、思考，让他们独立感悟事物的道理，感

受世间万物变化的规律，在感受中寻求探索，在探索中自我完善。总而

言之，作为一名教师，在加强专业素养的同时，要学会从学生的认知和

经验需求出发设计课堂，充分发挥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作用，将话语权

交到学生手里，积极引导学生个性化发展，鼓励学生全面发展。   

后，感受诗境，拓展诗歌的广度。进入诗境指的是引导学生真切

地体验诗人所创造的那个景象和情感，与诗人的情感达到共思、共忧、

共吟的境界。在上一环节，学生已在教师的指导中掌握了一定的朗读技

巧，同时又通过小组合作等形式领悟了诗情，接着教师便可以诗带诗，

以点带面，将课堂延伸到同一类型的古诗教学上。如学习《九月九日忆

山东兄弟》时，学生知晓这是一首表达思乡之情的诗歌，教师可额外设

计一个拓展的问题：“同学们，请发挥你们丰富的想象力，并运用课外所

积累的知识，试列举表达思念之情的诗句还有哪些呢？”提问式教学既

补充了学生的知识面，锻炼了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又拓宽了学生思维

的广度，从而激发学生对诗歌学习的兴趣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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