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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古诗词作为小学语文教材中的特殊的文学体裁，这一部分的教学即是重点也是难点。在新课改标准中明确指出，秉承我国语文教育
的优良传统，要求古诗词教学体现其新理念和新方法，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整体提高。因此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要重视古诗词的教学，
从古诗词教学的重要地位和意义着手，紧抓小学古诗词教学的特点，激发和调动学生学习古诗词的兴趣，从而使他们更好的解析其语言，体
味古诗词的独特韵味，增进对经典文化的理解，提高自身的语文素养。本文主要探讨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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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新课标指出：“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语文素养是语

文知识与能力的融合，也是思想情感与审美情趣的融合。古诗词作为传

统文化的精华，对培养小学生的语文素养十分重要。 

1 当前语文古诗词教育所面临的问题 
当前社会科技的发展为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同时也带来了很多困

扰，各种电子设备的出现让学生们失去了自主辨别和自我控制能力，手

机、电脑、电视等设备让孩子们越来越远离中华传统文化。中华文明渊

源流长，中华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瑰宝，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

与发展，为了更好地发扬以及传承我们的中华文化，我们就一定要从小

抓起，从细节抓起，从小学语文教学中抓起。小学语文由多个板块构成，

其中古诗词板块是小学语文的一大组成部分，也是学生们接受中华传统

文化熏陶最直接的來源之一，这些古诗词中不仅蕴含着古人的辛勤与智

慧，也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变迁和荣辱兴衰，是我们文学史上的无价

之宝，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和依托。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一定要积极

地引导学生，让学生对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文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让

古诗词在当代再次发光发热。 

2 增加学生对古诗词的了解 
2.1 让学生了解什么是古诗词 

古诗词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与依托，有诗与词的具体区分，词

有词牌名，不同的词牌名规定了词的句数、字数和格式规律；而诗常见

的为五言诗和七言诗以及其他一些类别。当然诗还可以按照内容划分为

爱国诗、思乡诗、送别诗、边塞诗、田园诗等不同的类别，这些不同类

别的诗蕴含着诗人不同的思想感情，但它们都有着对仗工整、平仄押韵、

构思精巧等优点，是中华文化的载体。 

2.2 让学生认识到古诗词的重要性 

作为小学语文教师，我们一定要让学生认识到古诗词在语文学习和

民族文化传承中的重要性，我们不仅是要培养出成绩优异的学生，更重

要的是要培养出拥有中华民族精神、热爱中华文化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教师通过对学生进行古诗词背景知识的普及以及对古诗词的赏析让学生

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古诗词在我国的历史地位和重要性，更好地树立爱国

主义精神，从小培养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让学生德智体美劳全方位

发展。 

3 小学古诗词的一些教学方法 
3.1 让学生朗读诗词 

对古诗词的朗读是学生学习古诗词的一项重要方法，学生由于年龄

限制和经验限制，对很多东西的理解都还不够，通过朗读这种方式可以

让学生口眼结合，不光是眼睛看到诗词，更让嘴巴说出诗词，让学生能

够更加深刻和明显地感受到作者所要传达出的意境和思想感情，让学生

用他们有限的知识去加深理解古诗词。例如在对诗人王维的《山居秋暝》

进行学习和赏析的时候，通过让学生反复地朗读“空山新雨后，天气晚

来秋”这句著名诗句并结合学生实际生活中的一些感受和体悟技能让学

生更加生动形象地了解到作者当时在雨后山中所体会到的清新空气和优

美意境。 

3.2 让学生发挥想象力 

想象力是一个人非常重要的能力，对于小学生而言，他们的思想相

对成人更加活跃，思想更加开阔，想象的空间也更大，作为语文教师我

们就更应发挥学生的这一优势，让学生在学习古诗词的过程中充分发挥

想象的力量，更加深刻地体会古诗词中的意境，增加学生对古诗词的好

感度和认知程度。例如我们在讲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时，

因为大多学生并没有见过真正的瀑布，并且诗词中所描绘的场景本就有

几分虚幻的场景，所以就更应该充分让学生发挥他们的想象力，让学生

去想象那一幅阳光普照在香炉峰上生出缕缕紫烟，庐山瀑布从几十米的

山崖上飞流直下的壮阔场景，同时让学生闭上眼将自身想象成当时的李

白，仰头看向那瀑布，仿佛千丈长的白娟从天上垂落下来，又仿佛见到

了九天之上的银河从天上倾流直下。这样一幅雄伟壮丽的景象怎么能不

引起学生的共鸣和向往，又怎么能不让学生对中国古诗词的魅力所折服。 

3.3 对古诗词背景和诗人背景的讲解 

我们流传下来的众多古诗词很多都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生活背景

的，而学生们都是喜欢听故事并且乐于听故事的，因此在进行古诗词的

教学中，对学生们进行古诗词的背景讲解和诗人的背景讲解既能增加学

生对于古诗和诗人的了解，又能够增加学生对这些古诗词的兴趣，有一

举两得之功效。并且给学生们讲解这些古诗词背景以及作者的背景有利

于学生更好地去体会古诗词中所要传达的思想感情，同时也可以让学生

在以后遇到相同诗人的诗词是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方便学生更容易读懂

没有学过的诗词。比如学生学过杜甫的一些诗词就会知道杜甫在年轻时

有远大的志向和抱负，并写下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样的气

势磅礴的诗句以来表达自己的雄心壮志，然而杜甫生不逢时，遇到了大

唐由盛转衰的时代，遇上了安史之乱，一生漂泊流浪离，写下《三吏》

《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名作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现实主义诗

人和爱国主义诗人。因此学生以后再遇到杜甫的诗歌是大多是关于杜甫

忧国忧民的诗词，同时可能也有少部分是他年轻时写下的狂放不羁的诗

词。 

4 结束语 
随着社会发展，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小学语文作用越来越重要，

古诗词教学作为语文教学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对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内

涵学习的基础，对学生将来进一步学习有巨大作用。古诗词的学习也是

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作为小学语文教师我们要更加

注重转变教学方法与模式，探寻出更好的教学方法帮助和鼓励学生进行

古诗词的学习，让学生能够在学习古诗词过程中收获知识的同时培养学

生对于中华民族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为祖国培养新时代的接班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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