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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教育的发展和教育标准水平的不断更新，学生对古诗词的文化底蕴和鉴赏能力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同时，不少校园也

开始注重对小学语文古诗词教育的培养力度。在学习小学语文古诗词的过程中，教师的引导作用尤为关键，教师在课堂上的教学模式直接影

响学生对小学语文古诗词的学习效果。而事实上，这也是一个促使小学语文教师急需对教学模式进行创新和改革的重要时期。因此，对小学

语文教师来说，加强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策略的研究力度的必要性逐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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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的小学校园内各项教学质量不断向高标准看齐，在另一方面

也要求小学教师对课程教学模式不断进行创新改革，而小学语文课程也

不例外，小学语文古诗词的教学策略更引起了教育界的关注。在课堂中，

学生能否从小学语文古诗词课堂中得到古诗词文字艺术氛围的熏陶，其

文学素养是否能从中得到提高很大责任都在于教师。可见，在这一过程

中，要求小学语文教师抓住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策略进行研究，并将其

熟练应用在课堂教学中，有效引导学生在小学古诗词教学课堂中各个方

面的素养与能力得到提高。  
1 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中的缺陷 

1.1 教学方式死板，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当前很多小学在进行古诗词的教学过程中，都是采用 传统的讲

授法进行教学，也就是教师首先带学生进行朗读一遍，然后向学生指出

文中应该注意的生字词，再分析文章的历史背景、人物形象特征、故事

发展情节等等，整个过程学生都能够背出来，不能够体现新颖性。因此

长期下去学生就会感觉古诗词课堂非常的无趣，不利于教学的开展。 

1.2 教师过于学生对古诗词的背诵 

因为当前的小学语文考试中对课本的古诗词的考试往往以背诵为

主，因此很多教师为了能够让学生更快的拿高分，教学过程中都是着重

让学生去对古诗词的背诵，而对于鉴赏的技巧、人物情感特征等的品味，

往往都是一带而过。长期以往导致很多学生在古诗文的学习过程中，上

课并不会专心听讲，只是课后花一点时间去背诵，对学生的良好的学习

行为习惯的养成非常不利。 

1.3 教师队伍的专业素养有待提高 

在当前很多小学语文老师在大学时期的研究方向都是以现代文的研

究为主，而对古诗文的研究少之又少，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他们往往都

是通过结合大量的资料对文章进行分析后再向学生讲解，这种突击式的

备课方式，很难让古诗词的教学有效的开展起来。甚至有的小学由于地

理位置偏僻，师资力量匮乏，很多语文教师都是由其他科目的老师来担

任，因此在专业知识方面和教学技能方面都有待考量。所以在师资力量

都无法保证的前提下要想提升学生对古诗词的鉴赏能力也就很难做到

了。 

2 语文古诗词教学的策略研究 

2.1 通过多媒体让朗读更有气氛 

在对学生进行古诗词的教学中，大多数教师都会对古诗词进行朗诵

一遍，目的是为了能够让学生体会到古诗词所营造的一种氛围，以及让

学生初步的对古诗词的故事情节有一个大致的感悟。对于一些体现作者

的高兴愉悦的心情的古诗词，教师可以面带笑容向学生朗读，把学生带

入一个欢快祥和的意境中来，但是有的古诗词描绘的是一种凄凉安静的

景象或者体现作者郁郁寡欢的心情，这时候教师就很难生动形象的把这

种感觉读出来。由于多媒体的音乐可以营造不同的氛围，我们不妨通过

借助多媒体音乐的形式来为学生营造不同的气氛。例如，笔者在为学生

讲授《浣溪沙》这篇文章时，笔者在朗读的时候结合多媒体音乐来进行。

在朗读前面两句的时候，笔者播放了小桥流水的声音，以及春雨打在屋

檐上的声音，还有布谷鸟叫声，衬托出乡村的那种安静祥和的气氛；在

朗读后面两句的时候，笔者通过多媒体播放了一首悲凉的背景音乐，目

的是突出作者到了老年感憾时光流逝太快，以及不得志的心情。在本次

朗读的过程中笔者他借助多媒体音乐来营造与文章相对应的气氛，让学

生能够更好的体会到文章所表达的情感。 

2.2 通过注重教学方法的艺术性 

古诗词是我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所描绘的情境都是非常

有美感的，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必须也要改进我们的教学方式，让我

们的教学方式与时俱进也能够体现教学方式的美感。例如，笔者在为学

生讲授《望庐山瀑布》这篇古诗的时候，通过结合多媒体视频从来体现

庐山瀑布的壮观景象。比如：笔者讲到诗中的第一句的时候，通过视频

向学生展示了瀑布飞流直下产生水蒸气的壮观景象，把“生紫烟”这个

景象活灵活现的展示给学生看了。同时也通过视频向学生展示，瀑布从

天而降的那种波澜壮阔的景象展示给学生看，让学生感受到“飞流直下

三千尺”的意境。通过本次教学，笔者运用多媒体技术，将古诗中的情

节，生动形象的展示给学生体现了，教学方式的艺术性。 

3 结语 

小学古诗文教学是让学生形成基本的古诗文鉴赏能力，审美能力，

提升学生的情感价值观以及获得语文素养的学科，因此我们应该重视小

学古诗文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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