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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课本里的古典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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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学课本中的古典诗词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培养小学生审美趣味和语言能力的重要途径。通过学习古

典诗词，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华文化的精髓，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然而，在当前的小学古典诗词教学中存在许多问题，影响

了古典诗词教学的效果。为了提高小学古典诗词教学的质量，本文探讨了小学古典诗词教学的意义、现状及改进策略，以期为小学古典

诗词教学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促进小学古典诗词教学的发展，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的审美趣味和语言

能力，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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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学古典诗词教学的意义

（一）继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古典诗词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

史记忆与文化精髓。在小学教育阶段引入古典诗词，对于培养学

生的文化自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岁月长河中，古典诗词蕴

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社会价值观念，如“不畏浮云遮望眼，只

缘身在最高层”所展现的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通过深入解读古

典诗词，孩子们能够学会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培养更加开放和

包容的心态，这对于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古

典诗词还是进行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在全球化背景下，了解

和掌握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是进行有效国际交流的基础。当小

学生通过学习古典诗词了解了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后，

他们将更有信心的向世界展示中国形象，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

解和尊重，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和传播者。

（二）培养学生审美趣味素养

古典诗词以其精炼的语言、丰富的意象，为学生提供了审美

体验的载体。诗词中的每一个字句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通

过诵读、理解这些诗词，学生不仅能够感受到语言的魅力，还能

够从中领略到诗人的情感世界，如王维的《鹿柴》描绘了深山空

谷中的宁静与美好，王之涣的《凉州词》则表达了对国家命运的

忧虑与对未来的希望。不同诗词中蕴含的情感体验，有助于学生

形成丰富的情感世界，提高审美能力。另外，古典诗词是培养学

生审美趣味的重要途径。诗词中常常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

将抽象的情感具象化，方便学生在理解诗词的同时，感受到自然

之美、人性之美。例如，李白的《静夜思》中“床前明月光，疑

是地上霜”一句，通过“明月”与“霜”的意象，营造出一种静

谧而美丽的夜晚景象，让学生在心中构建出一幅幅生动的画面。

这种意象的构建，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想象力，还能够培养他们

对美的感知能力。如此，通过古典诗词教学，可以多方面的培养

学生的审美趣味。从语言美、意象美、韵律美、情感美到思想美，

古典诗词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审美体验平台。

（三）丰富学生语言和想象空间

小学阶段是学生语言能力发展的关键期，通过古典诗词教学，

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语言表达水平，还能激发学生的想象力，拓

展其思维空间。一方面，古典诗词的语言表达具有高度的艺术性

和表现力，能够为学生的语言学习提供丰富的素材。例如，《春晓》

中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不仅语言优美，而且节奏感强，

非常适合小学生学习和模仿。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朗读的方式，

让学生感受诗句的韵律美，同时也可以通过改写、创作等方式，

鼓励学生尝试用自己的话语表达对诗句的理解，从而提升其语言

表达能力。另一方面，古典诗词中的意象和意境也为学生的想象

力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例如，《江雪》中的“孤舟蓑笠翁，独钓

寒江雪”描绘了一幅宁静的冬日景象，营造了一种孤独而清高的

氛围。教师可以通过绘画等教学活动，引导学生用自己的方式表

达对这幅画面的理解，从而加深学生对诗句意境的感受，激发他

们的创造力。

二、小学古典诗词教学的现状

（一）教师古典素养亟需提高

当前，在实际教学中，部分语文教师对古典诗词的了解仅停

留在表面，浅层次的理解无法支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深入解析，

难以引导学生感受到诗词中的深意和情感，不能帮助学生真正理

解诗词的美。此外，教师对古典诗词的鉴赏能力也存在不足。部

分语文教师在教学中往往过于注重字词的解释和翻译，忽视了诗

词的艺术性和审美价值。同时，教师在教学中对古典诗词的拓展

和延伸不足。部分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局限于课本上的内容，

缺乏对诗词背后的文化背景、历史故事等进行深入挖掘和拓展。

例如，在讲解《悯农》这首诗时，教师可能只是简单的讲解“锄

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等诗句的含义，未能全面的引导学生了

解古代农民的生活状况并与当前的社会发展相联系，难以培养学

生的文化素养和社会责任感。

（二）古典诗词教学内容浅薄

在现行的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中，古典诗词的数量虽然有所

增加，但其内容选择、教学深度以及教学方法仍存在诸多局限，

未能充分展现古典诗词的博大精深和丰富内涵。其一，教材中所

选的古典诗词多为耳熟能详的名篇，如《咏鹅》《敕勒歌》《咏柳》

等，这些作品固然经典，但内容相对单一，难以全面反映中国古

典诗词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接触到的多是简

单易懂的诗句，缺乏对深层次文化背景和艺术手法的了解，这导

致学生对古典诗词的理解停留在表面，难以形成系统性的认知。

其二，当前部分教师在教学中忽视了艺术手法的深入讲解，导致

学生难以体会诗词的艺术美感。其三，对诗词情感的挖掘不够深入。

古典诗词是情感的载体，每首诗都蕴含着诗人丰富的情感。部分

教师在教学中只是停留在对诗句情感的表层解读，未能引导学生

深入体会诗人复杂的情感。

（三）课堂教学模式较为单一

在当前的小学古典诗词教学中，教师仍采用较为传统的讲授

方式，即教师在讲台上讲解诗词的背景、作者、内容以及艺术特色，

学生则在座位上听讲和做笔记，师生之间缺乏互动和交流，这就

导致学生在这样的课堂中难以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更难体验到

古典诗词的魅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过于依赖课本，缺乏对古

典诗词教学进行深入挖掘和灵活处理的能力，使得教师在课堂上

的讲解内容相对固定，难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需求进行适时



156

Vol. 6 No. 10 2024

Education Forum

教育前沿

调整。另外，课堂教学中的活动设计也较为单一。教师通常会安

排一些简单的朗读和背诵任务，缺乏多样性和趣味性，导致学生

在课堂上只是机械地完成任务，缺乏自主探究和合作学习的机会，

不利于学生对古典诗词的深入理解。在评价方式上，教师仍以考

试成绩作为主要的评价标准，忽视了对学生综合素养的培养，这

种应试教育的倾向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过分关注分数。教师在

评价学生时，大多关注学生对诗词内容的记忆和理解，难以全面

考察学生对古典诗词的学习情况，也容易导致学生对古典诗词学

习产生厌倦和抵触情绪。

三、小学古典诗词有效教学研究

（一）注重诵读，关注字句品味诗情

诵读不仅是对诗词内容的简单重复，更是对诗词情感和意境

的深刻体验。通过诵读，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诗词的韵律、节奏

和情感，进而培养出对古典诗词的敏感度和鉴赏能力。在人教版

小学古典诗词教学中，语文教师可以通过多种形式的诵读活动来

激发学生的兴趣。例如，教师还可以采用配乐诵读的方式，利用

音乐的辅助作用，增强诗词的情感表达。比如，在《枫桥夜泊》

的课堂教学中，可以选用凄寒的古筝曲作为背景音乐，帮助学生

更好地体会秋夜的孤寂。除了形式多样的诵读活动，教师还应引

导学生关注诗词中的字句，品味其中的诗情画意。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可以选取一些富有表现力的诗句，引导学生分析其中的修辞

手法和表达效果。例如，在《江雪》中，“千山鸟飞绝，万径人

踪灭”这两句，通过夸张的修辞手法，生动地描绘出了一幅寂静

的冬日景象，让学生感受到诗人的孤独与落寞。由此，通过诵读，

引导学生关注字句、品味诗情，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诗

词内容，还能够激发学生的文学兴趣，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和语

言表达能力，让他们在诵读和品味中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二）创设情景，激发鉴赏理解兴趣

通过生动的情景创设，可以有效激发学生对古典诗词的兴趣，

提升其鉴赏和理解能力。在人教版小学古典诗词课程教学中，教

师可以采取多种方法来实现这一目标。在赏析王维的《鸟鸣涧》时，

语文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播放山林月夜的图片和视频，搭

配轻柔的古典音乐，营造出宁静祥和的氛围。通过真实的情景创设，

帮助学生清晰地感受到诗中“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意境。

同时，教师还可以让学生闭上眼睛，想象自己身处山林的月夜之中，

感受月光洒在身上的清凉与宁静，这种沉浸式体验有助于学生更

深刻的理解诗歌意境。除了现代信息技术的引入，教师还可以通

过实践教学，让学生在自然生活中发掘古典诗词的艺术美。例如，

在学习《咏柳》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到自然公园中观察柳树的

形态，感受柳树的柔美，并以绘画、剪纸等艺术形式，创作出柳

树与诗歌相关的作品。例如，学生可以用彩笔描绘出“碧玉妆成

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的景象，或者用剪纸表现“不知细叶

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的意境，多样化的艺术创作活动不仅

能够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还能加深他们对诗歌的理解。

（三）师资建设，保障课堂教学质量

1. 提升专业素养

教师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古典文学知识，还需要了解儿童心

理发展规律，掌握有效的教学策略。对于人教版小学古典诗词课程，

教师应深入研究每首诗词的历史背景、作者生平、艺术特色及文

化价值，通过解读诗词中的情感、意境，帮助学生理解诗词的深

层含义。同时，教师还应具备一定的古汉语基础，以便准确解释

诗词中的生僻字词，帮助学生克服阅读障碍，激发学生对古典诗

词的兴趣。

2. 创新教学方法

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采用多样化的教学

方法。在人教版小学古典诗词课程中，教师可以创设与诗词内容

相关的教学情境，如通过角色扮演、诗词朗诵比赛、诗词创作等

形式，让学生在体验中学习，在实践中感悟。此外，教师还可以

利用多媒体技术，将诗词内容以动画、视频等形式呈现，增强教

学的直观性和趣味性，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3 构建培训体系

教育部门应积极组织教师参加古典文学知识培训、教学方法

研讨、教学经验交流等活动，为教师提供学习和成长的平台。通

过邀请古典诗词的专家进行专题讲座，介绍古典诗词教学的最新

方法；组织优秀教师进行公开课展示，分享成功的教学案例；建

立教师专业发展档案，记录教师的成长历程，为教师的职业发展

提供支持。同时，学校应为教师提供充足的教学资源，如图书资料、

教学设备等，创造良好的教学环境，为教师的教学工作提供便利。

（四）延伸阅读，丰富学生知识素养

在小学古典诗词教学中，延伸阅读不仅能够拓宽学生的知识

面，还能激发学生对古典文学的兴趣，培养其独立思考与鉴赏能力。

通过延伸阅读，学生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诗词背后的文化背景、

作者的生平经历以及诗词创作的时代背景，从而全面把握诗词的

内涵与外延。对此，教师在选择延伸阅读材料时，应注重材料的

多样性与适切性，既要考虑到学生的年龄特点与认知水平，又要

兼顾材料的文学价值与教育意义。例如，在学习李白的《静夜思》时，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阅读李白的其他作品，如《望庐山瀑布》《赠汪伦》

等，通过对比不同作品中的情感表达与艺术手法，帮助学生梳理

李白诗歌的特点与风格。同时，教师还可以介绍李白的生平事迹，

让学生了解李白不平凡的人生经历，感受其豪放不羁的性格特点，

进而对李白的诗歌产生更深刻的情感共鸣。另外，在学习《悯农》

时，教师可以结合农业生产知识，向学生介绍古代农业生产的工具、

技术以及农民的生活状况，让学生了解古代劳动人民的艰辛与智

慧。通过启发学生思考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在农业生产方面的差

异，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此外，教师还可以推荐一

些描写农村生活的优秀诗歌，如孟浩然的《过故人庄》、范成大

的《四时田园杂兴》等，让学生在欣赏诗歌的同时，感受到田园

生活的宁静与美好。

四、结束语

总之，古典诗词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学

生提供了一个了解和接触中华传统文化的窗口。对此，教师需要注

重诗词的诵读和字句品味，创设情景激发学生的鉴赏兴趣，加强师

资建设以保障课堂教学质量，启发学生想象来引导学生感悟意境，

以及通过延伸阅读丰富学生的知识素养，从而改善小学古典诗词教

学的现状，提高教学质量，让学生在学习古典诗词的过程中获得更

丰富的文化体验和更深层次的审美享受，帮助其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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