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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古诗，因其本身蕴含的美感而成为审美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古诗以其情景交融、以物托志的优美诗句表现了自然之美、生活之美和

艺术之美，表达了诗人对周围事物的真情实感和喜恶爱憎。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合理运用创设情境的方法，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

审美、爱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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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之所以喜欢诵读古诗词，是因为其短小精悍，诵读起来朗朗上

口。有学生在上学前就能背诵很多古诗，但背诵起来就像小和尚念经—

—有口无心。在古诗词教学中，教师要指导学生有感情地诵读古诗词，

这是古诗词教学的重中之重。在传统古诗词教学中，教师往往通过自己

范读来指导学生朗读、诵读、品读，而对同一首古诗词，有的教师能读

出情感，有的教师读起来却平淡无奇、缺乏感情，再加上普通话不标准

等因素的影响，范读教学不尽如人意。这时，教师如果运用多媒体教学，

播放专业人士的古诗词朗读录音，便会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1 驾驭古诗的情境，激发学生的审美动因 
审美活动是以情感为核心的心理活动，要激发学生的审美、爱美动

因，就要从学生的情感入手。人的审美感知能力是指人的视觉、听觉等

感官面对审美对象产生的感应能力。就如欣赏音乐要有收听音乐的耳朵，

欣赏绘画要有审视画面美的眼睛一样，面对古诗词，学生要具备对语言

文字的感知能力。教师要培养学生对古诗词的感知能力，应首先从感官

的直觉性入手，让学生在形象、直接的感受中提高审美能力。古诗词富

有节奏感，音乐美能增强古诗词的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在古诗词教学

中，教师可利用诵读咏吟的方法，在动听悦耳、抑扬顿挫的旋律里，将

诗词中的语言文字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 

2 引导学生想象和联想 
古诗词是古代文人的智慧结晶，具有短小精悍、意境深远的特点。

在古诗词创作的过程中，诗人将自己的思想感情融入到具体的情境中去，

以达到借景抒情或者托物言志的作用。古诗词的意境非常优美，小学古

诗词教学要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减轻学生对古诗词学习的畏惧情绪，

就要让学生体验和感知古诗词的意境美，增强他们对古诗词的感悟。小

学生的想象力比较丰富，教师在古诗词教学中要善于引导学生想象和联

想，让学生闭上眼睛想象古诗词所描述的景和境，这样他们的思维就会

高度集中，在想象和联想的过程中在脑海中呈现出古诗词所描绘的画面。

除了能够感受到意境美，学生在具体的情境中还能和作者形成思想上的

共鸣，体会到作者的心情，理解作者的感情，对古诗词主题的把握也就

会更加准确。长期如此，学生理解古诗词的能力就会提高。 

3 用故事创设情境 
小学生普遍对故事感兴趣，在学习叙事性比较强的古诗词的时候，

教师要加强和生活的联系，激活学生的生活经验和情感，将学生的思维

带入到某种情感中去，帮助学生更好地消化和理解古诗词。教师要结合

具体的古诗词内容，利用学生生活中类似的故事创设情境，让学生融入

到特定的情感氛围中去。这样，在讲解古诗词的时候，学生就会自然而

然地进入到具体的情境中去，古诗词学习也就会取得良好的成效。 

人类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感情，有的伟大、无私，有的温馨、平凡。

在学生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感人事件。教师要利用这些感人故事，将

学生的情感带入到古诗词中去，哪怕是一个普通的缝衣场景，都会凸显

出母爱的伟大。在学习这些古诗词的时候，教师还要让学生谈谈自己对

这些情感的感悟和体会，增强学生对各种情感的认识，让他们成为一个

细心体会生活的人。 

4 多媒体呈现画面 
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要善于利用多媒体创设情境，因为其具有集图

画、文字、视频、声音于一体的特点，能够将古诗词中抽象的语言描述

直观地呈现出来，古诗词的画面感会更强，带给学生视觉上的冲击，他

们会快速地进入到古诗词的情境中去，和作者直接对话。这样就能感同

身受，和作者形成思想上的共鸣，从而更好地把握古诗词的主题和思想

感情，小学古诗词教学的效率也会提升。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提前在网络上搜集与所学古诗词相关的视频

和图片，然后利用多媒体将其做成视频集锦，同时还要配上应景的音乐。

很多古诗词都与古筝音乐比较相配，当音乐响起，朗诵者的声音传入学

生的耳中，他们的眼前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与古诗词相应的画面。各种

事物栩栩如生地展现到面前，学生很快就会被带入到诗歌的情境中去，

被美好的景象所感染，也就能更好地体会到作者的真情实感。 

5 让学生大声朗诵 
古诗词的节奏感十分强，富有韵律，朗诵起来朗朗上口，让学生感

受到音乐美。学生在反复朗诵的过程中，脑海中自然就会浮现出古诗词

的意境，这样就能在朗诵的过程中融入到具体意境中，对古诗词的理解

也会更加深刻。在学生朗诵古诗词之前，教师要让学生掌握朗诵的节奏，

让他们带着感情朗诵。比如在学习泊船瓜洲的过程中，教师就要指导学

生朗诵，先要范读，让学生抓住朗诵的特点，然后让学生反复大声地朗

诵，将学生带入到生动具体的情境中去，让他们感受古诗词意境，领悟

诗歌字里行间所渗透的思想感情。 

6 创作背景导入 
导入是小学古诗词教学的关键，古诗词是特定时期的产物，离学生

生活比较遥远。小学生的阅历和知识积累有限，理解古诗词存在着一定

的难度。因此，在小学古诗词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巧妙地导入，为学生

创设古诗词情境，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融入到古诗词的意境中去。教师

在导入环节要介绍古诗词创作的时代背景，以及作者当时的遭遇，让学

生从整体上认识古诗词，为学生构建良好的古诗词学习情境，帮助他们

更好地理解古诗词。 

总之，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创设情境至关重要，能够将古诗词中的

事物直观地呈现出来，将学生带入到诗歌意境中去，让他们和作者直接

交流，学生对古诗词的理解会更加深刻，能够准确把握古诗词的主题和

思想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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