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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历史长河中，古诗词占据着独特而崇高的地位，它句式整齐，富有韵律，情感丰富，是中国灿烂文化的瑰宝。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古诗词教学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它是学生学习中华民族博大精深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通过学习古诗词，可以丰富学生

的文化素养、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开拓学生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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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中，教师通常采取灌输式教学方式，

导致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学习效果也普遍较低。为了改善这一局面，

语文教师要积极响应素质教育号召，摒弃传统教学方式并运用新型、有

效的多元化教学手段，为古诗词教学注入新的活力与生机，实现古诗词

教学效果的大幅度提升，进一步推动小学语文教育事业的健康和持久发

展。 

1 古诗词教学的重要意义 
古诗词教学是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通过古诗词教学

让学生理解我们的先辈的实际生活，培养学生的血脉认同感和荣誉感，

帮助激发学生的爱国意识和民族责任感。除此以外，科教兴国战略的贯

彻实施也要求学生必须接受古诗词的熏陶，做中华文明的传承者和接班

人。 

诗词具有特定的格式并且具有韵律节奏。以音律不同进行划分，我

们可以将诗词划分为古体诗词和近体诗词。但是两者都是自唐朝以来逐

渐形成的。作为中华文明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中华文明的

精神内核和价值内涵的 完美体现，是民族的骨气与脊梁。因此诗词的

教学也是中华文明精神的传承，是中华哲学的传承。是国人对美好明天

的向往的一个重要表现。 

2 古诗词教学对于培养学生语言能力的作用 
古诗词一个 重要的特征就是运用生动而富有魅力的语言。古诗词

的用词都有一定的音乐美。诗词的出现 早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在

长期的劳作过程之中劳动人民通过有节奏的声调调动劳动积极性，因此

诗词也就具有了乐曲的一些特征。平仄配合、字数整齐都是诗词的内在

要求。所以人们念诗的时候会觉得朗朗上口，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音乐

美感。比如在李白的传世名篇《静夜思》中是这样的：“床前明月光，疑

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诗歌之中对于语言的运用可以说

是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学生通过长期学习古诗词潜移默化之中语言能

力就会有所发展。 

3 古诗词教学对提高学生审美能力的作用 
古诗词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同时还能够帮助培养学生的

审美能力。古诗词艺术可以通过音律文学体现出来，这是古诗词所具有

的无与伦比的独特性。在学习古诗词的过程之中学生能够仔细品味古诗

词之中蕴含的美感，帮助提高自身的审美能力。除此以外，古诗词还能

够对学生起到一定程度的情感教化作用。古诗词基本都蕴含有诗人的思

想情感，尤其是在千年时间大浪淘沙之后留下来的作品更是具有这种魅

力，学生在长久的学习之中会不断深入体会诗词之中蕴含的情感价值，

或忧国忧民，或感叹世事等等。 

4 提高古诗词教学质量的建议 
4.1 要求学生做到熟练朗读甚至背诵 

为了进一步提高古诗词教学质量，教师应该对学生掌握诗词的情况

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简单来说就是做出一些硬性的规定，让学生不断朗

读甚至熟练到背诵的程度。俗话说的好，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学生通

过大量的朗诵和阅读可以进一步理解古诗词之中蕴藏的核心内涵。学习

古诗词的时候教师要留给学生足够的时间进行朗读，并且在规定的时间

内有计划的检查学生的学习成果，同时教师要检查学生的朗读情况。 

4.2 考虑到学生的个体差异性 

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之中更要注意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学生的理

解能力和智力水平存在有一定的差异，因此教师对于学生的要求也不能

千篇一律，而是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专门的教学计划。

教师不能仅看重学生的理解能力，强制要求学生理解某些诗词。要知道

学生的理解能力不一样，而且因为缺乏必要的生活经历有些诗词确实不

是小学生能够理解的。有研究表明，孩子在六七岁就会背诵的古诗词可

能一直要到八九岁的时候、在经历了一定的生活之后才能够理解。所以

教师要实事求是帮助学生取得更加大的进步。学习古诗词的时候重要的

是要让学生能够熟练朗读和背诵，并且尽可能地帮助学生理解。针对每

个学生的实际情况考察其进步情况。对于基础比较差的学生，教师要多

鼓励多帮助，帮助学生树立起自信心保护学生的自尊心。对于基础比较

扎实、理解能力比较强的学生，教师可以适当地提高对他们的要求。但

是在 终考核的时候不仅要看学生现在的层次所在，同时还要注意学生

的进步程度。这样一来才能让所有学生都受到关注，都能在学习的过程

之中取得一定程度的进步。 

4.3 教师带领学生进行相似对比。 

教师在教授一首作品时还可以与学生的课外诵读相结合，和学生接

触过的其它类似作品进行比较，以一带多进行相关链接，这对感悟作品

情感内涵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例如，教学李白的《静夜思》时，带领学

生联系其他诗人抒写思乡之情的作品，如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学习李白《夜宿山寺》时引出李白的另一首《望天门山》；学习贺知章的

《咏柳》引出另外一首杜甫的《绝句》……这样，由于新出现的诗与教材

中的诗是同一体载形式，就可以很容易的连带出其他相关熟悉的知识点，

并且通过对比使学生对古诗词所表达的情感获得了较为深刻的感受。但

是教师也要掌握好一个“度”，不能在课堂中事无巨细引出相关话题，这

将会使古诗的课堂教学变成“杂货筐”。这样的教学犹如断了线的风筝，

随风飘逝，无目的，无主题。因此，无论是对作家的介绍，对历史文化

背景的补充，还是与其他相关作品的比较，都应该紧紧围绕作品，围绕

作品的情感内涵来展开，以学生对作品情感的领悟为 终目的。 

总而言之，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之古诗词教学对于学生的成长和发展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广大教师一定要重視古诗词的教学，促进学生综

合能力的发展，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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