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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互联网时代的背景下，现代教育模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互联网信息技术开始在教育领域广泛应用，微课就是其中具有代表

性的教学模式之一。微课以互联网为载体，以短视频为核心的一种教学模式，应用在课前预习、课堂导入以及重难点内容解析方面可以取得

良好的效果。在小学语文经典诵读中应用微课教学模式可以帮助小学生更好的理解经典内涵，进而提升学生文化素养。本文简要分析经典诵

读的作用，阐述微课在小学语文经典诵读中应用的方法，并具体探讨微课在小学语文经典诵读中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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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经典一直是语文科目的重要构成部分，通过经典诵读不仅可以

增加学生的知识容量，开拓学生的视野，同时还能培养学生阅读的习惯，

小学阶段在语文学科中经典诵读更是极其重要。经典诗文不仅增强了小

学语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提高了学生学习的能力，还提升了学生的语

文素养。小学阶段，学生虽然求知欲比较强烈，但是由于年龄较小，认

知能力相对有限，要理解语文经典篇章具有一定的难度，因此，要让学

生在诵读经典的过程中理解经典篇章的内涵，就需要教师加以引导。微

课教学模式以视频为核心，直观形象，便于小学生理解，可以更好的让

学生理解经典内涵，接受经典的熏陶。 

1 小学语文中经典诵读的作用 

1.1 有助于培养学生阅读兴趣 

在小学语文中通过经典诵读可以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古诗词伴随

了小学生的整个成长过程，虽然小学生因年龄的问题可能无法完全理解

古诗文的内涵，但是可以感受到古诗文当中独特的美感。古诗文作为我

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无论在课内还是课外，经典古诗文的教学

和传承都非常有必要。经典诵读将是学生一生的良师益友，也是我们教

学的最终目的。人有学步时，读有起步时，适时的帮助学生逐步培养阅

读兴趣就会养成一种良好的阅读习惯。充分利用好一切可用的条件，为

学生创造阅读的良好环境，学生在阅读中就会有成就感。长期接触经典，

诵读经典可以使学生领略经典文化的魅力，使小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产

生浓厚兴趣，从而激发小学生对于阅读的兴趣。 

1.2 有助于增加学生的知识容量 

小学阶段是学生记忆力发展的最佳时期，也是学习语言文字的黄金

时期，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引导学生学习经典篇章，对于开发小学生的记

忆力以及培养小学生驾驭语言文字能力具有极大的帮助。如《三字经》、

《千字文》、《弟子规》等经典名篇，读起来不仅朗朗上口，还易于记忆。

随着学生诵读经典的过程，不但知识面会不断扩大，语言表达能力也会

不断的提高，视野变的越来越开阔，而且从诵读中语言不断地丰富了，

学生积累了大量的妙词佳句，同时也能快速增加小学生的识字量。此外，

随着小学生记忆力的提升，阅读量的扩大可以记诵更多的经典名篇，虽

然小学生可能无法完全理解诵读篇章的意思，但是这些经典名篇就像身

体的必需养分，只要被吸收，就会促进小学生不断的进步与成长。 

1.3 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 

语文科目的学习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在积累的过程中更是一个

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需要通过不断的积累。新课

标指出，要以学生的能力培养为出发点，注重学生语文能力素养，带领

学生从生活实际出发，以感悟生活作为语文阅读教学的主要手段。在小

学阶段引导学生诵读经典名篇，可以增加学生的积累，扩充学生的知识

容量，通过长期的积累就可以实现量变向质变的转化。如读到“香九龄，

能温席，孝与亲，所当执”这句话是，学生更能体会到黄香九岁的时候，

就知道孝顺父母亲，在严冬寒日能为父亲暖被窝。我们学习的是黄香孝

顺父母的精神，明确的是我们道德品质的提升。让小学生熟读、背诵经

典名篇不仅可以让学生感受古诗文的魅力，陶冶情操，也能提升学生驾

驭语言文字的能力。在长期接触经典的过程中，对学生人格的养成，弘

扬民族精神，都将是任何手段都无法代替的。  

2 微课在小学语文经典诵读中的作用 

2.1 有助于学生理解经典的内涵 

小学生由于年龄的原因，其认知能力和分析思考能力有一定的局限，

在诵读经典的过程中很难理解其中的内涵，只能进行简单的识记。而微

课的优势在于可以通过 5~8 分钟的小视频，以视频、图片的形式向学生

展示经典名篇的意境，内涵。对于小学生而言，图像更直观、形象，生

动，比文字内容更易于理解，对于视觉和听觉的感官刺激更直接也更有

效。比如在学习《登鹳雀楼》这首诗时，虽然仅仅二十个字，但是对于

小学生而言，很难理解诗中描绘的画面，因此，无法快速记诵诗文内容。

如果教师将诗中描绘的画面通过短视频的形式展示出来，让学生直观的

感受夕阳西下，太阳依山而落，河流奔涌向东而流，诗人站在高高的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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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楼上观望，视线所及，远处的景象逐渐模糊。此时教师就可以提问学

生：“诗人如果要看的更远，应该怎么办？”通过提问的方式引导学生理

解“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含义，对于小学生而言，这种直观形

象的方式可以有效的指引学生理解，深入的理解经典内容。当学生逐步

理解经典的内涵后，图文结合记诵也会变得更加轻松。 

2.2 有助于提升学生阅读的深度与广度 

经典诵读的魅力，在于体味文章中的深刻道理，从而影响学生精神

思维的广度与深度。小学生经典诵读除课本中要求的古诗外，我们可以

根据学生的实际将《论语》、《三字经》、《百家姓》等这些名家篇章也作

为经典进行诵读。这些文章短小精悍，朗朗上口，文笔细腻流畅，可以

培养学生遣词造句的语言美感，熏陶学生的思想境界。运用微课方式，

将名家讲解通过短视频的形式展现，耳熟能详，熟读成诵，由易到难，

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增加学生的学习乐趣，这种文化的交融无

时无刻都是对学生和教师的一种影响和熏陶，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经

典诵读，提高了学生学习古文和白话文的水平，跟随着诵读在诵读中受

益，久读成诵，人的精神气质语言交流都会发生非常的的变化，对于其

他知识领域的学科学习更是一个促进。 

3 微课在小学语文经典诵读中的实践分析 

3.1 朗读指导型微课 

在新课标中明确提出：“让学生通过朗读的形式体悟作者的情感思

想，感受作品的魅力，进而提升欣赏水平以及审美情趣。”朗读指导型微

课适用于古体诗，主要是以朗读为主，通过导入相应的音像画面辅助学

生理解作品意境，感受作品美感。小学阶段学生接触的古诗词比较多，

比如《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饮湖上初晴后雨》、《望天门山》等等，

这些古诗篇幅比较小，学生可以通过多次朗读来体会作者的情感思想，

领略古诗的艺术美感。比如在学习《夜书所见》这首古诗时，就可以采

用朗读指导型微课。微课内容主要分为三点，第一是解决本诗中的生字

词，比如“萧萧”、“促织”、“篱落”，让学生掌握正确的读音，并理解其

含义；第二是教师范读，指导朗读时的停顿和节奏，要读出节奏感，根

据此诗的特点，可以划为二二三拍；第三是体会诗人情况，通过语速以

及语气的变化，有感情的朗读，教师在范读时，要注意表现出诗人强烈

的思乡之情。这三步设计，由浅入深，先让学生掌握生字词，便于理解

古诗内容，然后指导学生掌握正确的朗读节奏，最后通过体会诗人表达

的情感，尝试在朗读的过程中表达出这种情感，借此让学生不仅完成记

诵，同时也能体会到诗人浓烈的思乡情。学生学的轻松，学的愉快，相

信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在诵读的同时必将会感悟到经典的魅力。 

3.2 赏析理解型微课 

赏析理解型微课的基本特点是以鉴赏和理解为主，通过图文、视频

的辅助，深入浅出的讲解诗文内容，有文、有图、有声，活灵活现的展

现在学生的视野中，直观而形象，生动而灵活，在快乐中让学生掌握古

诗文的内涵，这种形式的微课适用于蕴含哲理的诗词，它如同雨丝一样

温润着我们的心田。但是，在古诗文当中，有一部分诗文对于学生而言

理解难度较大，其中蕴含的哲理、思想等学生无法正确理解，比如“问

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等等。针对此类古诗文，就需要进行重点讲解，让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

对古诗进行鉴赏分析。比如《题西林壁》，这首诗不单单是一首写景诗，

同时也是一首哲理诗，诗中借景说理，阐述在看待事物时要客观全面，

否则必然无法得到正确的结论。在学习此诗时，微课设计如下：第一步

指导学生正确朗诵全诗，为后续讲解打下基础，并重点解释“不识”、“缘”

等字词，让学生基本理解诗文内容；第二步通过视频向学生形象展示“横

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景象，让学生感受诗中描绘的庐山

之美景；第三步指导学生正确理解“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诗人之所以无法看到庐山的全貌，是因为本身就处于庐山之中，然后以

此为基础加以引申，让学生理解诗人在诗中表达的哲理，在看待事物时

不能主观臆断，只有保持客观全面，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第四步组织

学生进行讨论分析，让学生表达自己对于诗中所阐述的哲理的理解。在

学生学习的过程中，每一个环节就是一个感知的过程，帮助学生全面深

入的进行理解所学的知识，让学生通过辅助手段提升了学习的灵活性、

思维的广阔性、知识的深度性、理解的主动性，是质的提高和飞跃。 

4 结语 

经典篇章是古人思想以及智慧的成果，是经过历史考验仍然历久弥

新的文化瑰宝，5000 千年的光辉灿烂文化，无论是其中蕴含的文学价值

还是人文精神，在当下都有较高的学习价值。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让学生

诵读经典，对于培养学生阅读兴趣，提升语文素养，陶冶情操具有重要

作用，而微课的应用，有助于增强经典诵读的效果，可以使学生更好的

理解经典中蕴含的思想、哲理以及人文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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