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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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开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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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古诗词作为小学语文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需要的不仅是教师开门

见山的导入方式，更重要的是学生自己对古诗词的兴趣。兴趣是一个人

好的老师，学生对知识有兴趣，才能激发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更好

的吸收教师讲述的内容，也有利于教师进行进一步教学。很多时候，教

师讲述的内容并不能得到学生的回应，教师带动不起学生的兴趣，学生

也会降低教师的讲课热情，为改变这一现状，教师可以采用情景导入、

让学生有感情朗读等方式来激发学生的兴趣，这样学生可以理解诗句展

现的画面，体会作者写诗时的思想感情，从而使学生更深入的理解诗句，

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  
例如，学生在学习《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首诗时，教师可以先

让学生想象重阳节京城的盛况，再让学生感受自己对多时未见的朋友的

感受，有了这些条件，再通过学生有感情的朗读课文，注意重音和句子

的抑扬顿挫，这样学生自然产生了对诗词的兴趣，愿意走进诗中，站在

作者的角度思考问题。  

2 提高教师自身的素养  
学生在课堂上的听课状态和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而小学生

本身自己的理解能力就低，所以更加依靠教师上课陈述的各种重要点，

这就是教师在课堂上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传统方式，虽然有一定的教

学成果，但是却使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降低，不愿意自己去理解和思考，

处于被动输入，接受填鸭的状态，这样不利于未来的进一步学习，更不

利于未来对文学诗词的理解和体悟。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要想真

正落实好新课改对小学语文教学的需要，让学生真正自主学习，教师在

其中占有重要地位。教师通过改变自己的教学方式，将填鸭式的教学变

成对学生的一种正确引导，指导学生如何学习古诗文，让学生自己去理

解和体悟，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潜能。  
例如，学生在学习《望庐山瀑布》一文中，教师先通过自己的理解，

对文章的内容及作者表达的思想情感进行深入了解，这样在学生的学习

过程中，对学生做出正确的引导，才能让学生真正理解文章的深层意义。  

3 潜移默化的渗透教育  

语文新课标的核心在于提升学生的思想素质和文化素养，培育并弘

扬历史悠久且经久不衰的民族文化以及民族精神，小学生年纪很小，在

这一时期，他们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都还不完善，情感方面的理解能

力也非常有限，所以语文的渗透教育就显得尤为关键。比如在讲解诗词

时，应避免那些复杂精炼的语句，而应该从学生熟悉的场景出发，应该

化繁为简，化抽象为具体，使学生们能直观的感受并理解诗词。还有在

讲解诗词长文时，可以采用有感情地朗读的方式，加深学生的理解，也

丰富了课堂，增加了课堂的趣味性。  
例如：当讲解《赠汪伦》这首诗时，我会直接问学生们：“你们有没

有特别要好的小伙伴啊？”学生们一定会异口同声的回答：“有！”“那你

要和自己的小伙伴分开了，可能再也见不到了，伤不伤心啊，诗人和你

们一样，他在和自己的好朋友分开的时候写下了这首诗。”同学们都很理

解此时诗人的心情并且对这首诗有了更直观的感受。这种教学方式无疑

大大提高了小学生对诗词的理解力，提高了课堂的效率。所以，通过潜

移默化的渗透教育，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改善现有的传统教学模式，为新

课改贡献一份力量  

4 营造学习古诗词的轻松氛围  
只有在轻松的氛围中，同学们的兴趣才能更好地去被发掘，同时，

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大脑会更加的活跃，整个课堂气氛会特别活跃，

同学们吸收知识的效率也特别高。就类比为什么人们喜欢娱乐呢，那种

轻松的氛围带给人的愉悦感是不言而喻的。  
例如：在讲解《咏柳》一诗时，不应从书本着手，而应该放眼于自

然，通过直接让学生们观看柳树柳叶，或是放映柳樹柳叶的照片来让学

生们直观地感受到柳叶的魅力，感受到春天的美丽。在二月春风的吹动

下，柳条随风飘摇，摇曳多姿，学生在想象的过程中就会把自己置身其

中，感到此诗的画面美。可见在轻松的氛围中，通过学生们的想象能力

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古诗词的学习氛围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之一。  
总之，在古诗词学习中，教师要利用各种资源和教学技巧，营造更

好的教学氛围，让诗词中的情景“活”起来，这样才能真正提高小学语

文诗词教学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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