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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很多教师在进行小学语文古诗词的教学时，总是采用以讲解为主，解释诗句，背诵默写的教学方法，不会将解释诗词作为教学的重

点。这样的教学模式下，学生忽略了对古诗词中富有的情感的感悟，使得古诗词教学的课堂总是弥漫着沉闷、无趣的气氛。所以，教师在教

学的过程中应该通过情境创设的方式来激发学生对于古诗词学习的兴趣。本文从诗词故事、诗词背景、诗词描述这三个方面入手，阐述了小

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中情境创设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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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诗词教学中，教师会采用创设情境的方式去激发学生对于古诗

词学习的兴趣，使学生在这个过程能够更好的理解古诗词的内容，对文

章进行意境的体会，让学生感受古诗词学习的乐趣。因为在教师在教学

时运用情境创设的方法，可以使学生的古诗词鉴赏能力获得一部分提升，

还可以使学生产生对于古诗词学习的积极性，使教学课堂的变的活跃，

使教学的质量获得有效的提升，所以教师应该有效的开展情境创设的教

学活动。 

1 结合诗词故事创设合理的教学情境 

由于小学生的思维能力并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学生在认知方面还

比较不完全，所以古诗词学习对于小学生来说还是存在很多困难的，使

得学生在进行古诗词的学习时缺乏一定的兴趣，所以说，如果教师想要

使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就需要在教学的过程中激发学生对于古诗词

的兴趣。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利用学生的好奇心理，以故事作

为引导，通过诗人的故事来进行辅导教学，为学生创设出一个良好的学

习情境，来激发学生对于古诗词学习的兴趣，增加学生对于学习的主动

性，使得学生在情境学习中与诗人产生心灵互通，感受诗人写作时的情

感，让学生能够更好的进行古诗词的学习。 

例如，教师进行《望庐山瀑布》这一篇古诗词的教学中，教师可以

课前让学生搜集一些关于作者李白的资料，然后根据作者的做过的事情

和本身性格的特点，给学生讲一讲作者在庐山时发生过的一些事件，来

激发学生对于古诗词学习的兴趣，教师可以在讲故事时，为学生创造一

种比较壮观的情境，让学生能够走进诗人的诗词之中，使学生能够深入

其境的感受如此雄伟壮观的场景，更深层次的感受诗人对庐山瀑布的赞

美之情。使用这种故事引导的方式来创设教学情境，能够让学生充分理

解和把握诗词的意思，体会诗人的情感寄托，使学生的阅读能力和理解

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2 结合诗词背景创设合理的教学情境 

教师在进行古诗词的教学时，应该重视古诗词的创作背景。古诗词

的创作背景是使诗人进行创作的 重要的因素，当然诗词的主要内容以

及作者的情感都离不开创作的背景。所以，教师在教学时，应该适当的

利用诗词的创作背景去帮助学生进行古诗词内容的了解，使学生可以更

加深刻的去了解作者和古诗词，产生情感共鸣。诗人在进行古诗词的写

作时一般都离不开时代的背景，大部分的创作都是因为社会的动荡和朝

代的变更。所以说，教师在进行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的活动中，应该为

学生展示诗词的时代背景。 

比如说，教师在进行边塞诗的教学时， 重要的是根据时代的背景

去创设情境，将诗人在进行创作时的时代背景和人生阅历向学生进行讲

述，创造出一种较为现实化的教学情境，使学生在进行诗词内容的理解

时能更容易。例如，教师在进行《示儿》这一首古诗词的教学时，可以

首先给学生说一说这首诗词的创作背景，这一首古诗，作为陆游的绝笔，

这不仅仅是诗人所写的遗嘱，还是作者发出的进行抗战号召。这首诗表

达出来诗人的无奈和对于失地收复的急切心理，还告诫后代一定要记得

报效祖国，通过这样的教学方式为学生营造出一种爱国的氛围，让学生

感受作者对于祖国的感情。可以让学生对诗词的内容有更深刻的理解，

感受作者的爱国情感。将诗词的创作背景进行展示，让学生深刻了解历

史，学习新的知识，还可以让学生的多进行课外的阅读。 

3 结合诗词描述创设合理的教学情境 

教师在进行古诗词教学时，可以通过描绘画面去创造情境，比如说

在学习抒情诗、山水诗、田园诗这几种不同类型的诗词时，教师可以通

过对诗词进行描写画面，去创设出适合的情境，营造出一种悠闲的氛围，

使得学生在这样的氛围中去展示出生动、形象的画面，使得学生获得更

多的想象力，还能够使学生的创新思维获得创新，让学生充分感受古诗

词的意境。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还能够使用多媒体技术去描绘出更加活

泼的画面，呈现出诗词内容所描述的场景，使得学生能够开阔视野。 

例如，在进行《春晓》这首古诗词的教学时，教师能够通过多媒体

技术，为学生展示出一幅春天早上的绚丽画面，如果要想让学生感受“处

处闻啼鸟”这一场景，教师可以用声音去自己学生的听觉，运用多媒体

技术播放早上的鸟叫的声音，也可以在诗词朗读时为学生配上优美的音

乐，来更好的感受春天绚丽的画面，通过画面的描绘可以引发学生的想

象力，去感受作者对于春天的喜爱。在教学时，使用这样的教学方式，

可以让学生理解作者对于春天的感情，使学生的想象力能够进一步提升。 

对于小学生而言，在进行诗词内容理和作者的思想感情会存在一定

的难度，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可以使用情境创设去降低学生对于古诗词

学习的难度，能够使学生在古诗词内容理解上更深透。因此，教师要进

行适当的创设情境，以此激发学生对于学习的热情，使语文课堂的教学

质量获得高度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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