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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对联，是中国语言的精华荟萃，具有浓浓的中华文化

特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绽放着奇异的光彩，被誉为“诗中之

诗”。在中华大地上，不论是名山大川，还是寻常街巷，随处

可见“对联”的身影。在部编版小学语文一年级、二年级及六

年级的教材中，以及小学阶段所要学习的一百多首古诗词当

中，也常常见到“对联”的影踪。对联不仅深深影响着中华民

族对于汉语言形式的传承，也对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深远的影

响。引导学生学好对联的意义重大，教学对联的与模式与方法

值得广大语文教师探索，寻求一种适合小学生学习对联的路径

十分必要。

蔡元培曾说过，“美是一步到位的道德”。对联，作为中国

汉文字长河中的精炼、小巧的民俗文艺，放射着无比璀璨的光

芒。它题材精炼、内容丰富、种类繁多、可俗可雅，具有很高

的艺术表现力与感染力。千百年来，对联虽然得到了人们的厚

爱，但却未在学校教学中得到足够的重视。如何能上小学生喜

欢上对联，在学习对联的过程感受中华对联的语言美、书法

美、音乐美，进而真正热爱对联呢？

下面，就从认识对联教学的意义、探索对联教学模式、寻

求对联教学方法、对联教学操作路径来谈谈笔者的思考。

一、认识对联教学的意义

1.对联教学能培养中华民族的认同感

对联教学有着极大的灵活性，对于学生思维品质的提升有

很大的帮助。对联教学对识字教学、阅读教学、作文教学等都

有着促进作用。对联的赏析与创作，不仅能够加深学生对中华

民族文化的了解，而且可以激发学生树立中国文化自信，从而

培养学生中华民族的认同感。

2.对联教学在教材、考试中多次体现

在部编版小学语文新教材中，一年级下册就已经在识字

（二）中出现一些简单的对子，二年级上册语文园地二中的日

积月累，三年级下册综合性学习“中华传统节日”中也都涉及

了对联编写的内容。在语文教材中，也有对联的编排。苏教版

小学语文第七册编有《春联》一文，七年级上册诵读欣赏部分

安排了《对联六副》。2002年，人教社把对联纳入九年制义务

教育小学语文第11册中。综观人教版小学一到六年级语文教

材，对联共出现了六次。第1次是在一年级下册的（识字三》

中，其余5次都安排在“语文园地”的“日积月累”中，分别

是二年级下册的“语文园地一”、三年级上册的“语文园地

三”、四阵级上册的“语文园地一”和“语文园地五”、五年级

下册的“语文园地三”。可见，对联教学本身就是语文课程的

一部分，与语文课本紧密相连。

对联题型在中高考中相继出现，对联题型设计难度越来越

大，内容也越来越广，由原来单纯的教材基础知识的考察扩展

到对社会生活、学生综合语言文化素养的考察。这种情况表明

当今语文教学应对对联教学予以重视。

3. 对联教学可以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

对联具有的高度的艺术性与语言魅力，蕴含了丰厚的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知识。如果能在语文教学中重视对联的教学，那

将会使语文教学变得生动、灵活起来。中小学语文教材中会有

一些引用对联的课文或小故事，不仅增加了趣味性，提高了学

生的学习兴趣，而且也让学生深刻体会到语文课堂和生活是紧

密相连的。通过这种形式，学生不仅对课文内容有了深刻的理

解，而且也激发了对联学习的兴趣，有一举两得的效果。通过

对联教学，积累精炼有趣的对联中的语言，发现对联的对称之

美，创造出符合时代特色的对联，将会极大地激发学生对中国

语言的兴趣与热爱。通过对联教学，有利于学生培养学生语言

文字运用的能力，有利于发展学生形象思维与创造思维等，并

提升学生思维的深刻性、敏捷性与独创性，从而提高学生的语

文核心素养。

4.对联教学可以提高学生的鉴赏水平

因为对联这种特殊的文本形式，再加之对联的历史悠久、

种类繁多，在现代生活中仍然时常需要运用，所以教师若能在

语文教学中重视对联教学，那么学生的鉴赏水平定然可以得到

提高。对联教学需要运用到音韵、语法、修辞、逻辑等方面的

知识，对联创作更需要不断思考、比较，因此会在无形之中提

高学生的鉴赏力与表现力，这对于学生成长是非常有利的。

5.对联教学的现实情况需要突破口

在语文教学中，对联教学的情况并不乐观。有的教师忽略

语文教材中的对联教学，有的教师自身也并不太熟悉对联的历

史与创作形式，还有的对联教学相对比较枯燥乏味，方法单

一。因此，探索对联教学不同的模式，寻求对联教学的多种方

法，是十分必要且有益的。

二、探索对联教学模式

对联教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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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样的对联教学模式适合小学生呢？现从阶段目

标、整合资源、课堂内外联动来谈谈看法。

1.厘清阶段目标

教学对联不可一蹴而就，而是要尊重学生年龄规律特点，

进行阶段性的目标规划。

2.整合各项资源

由于对联是有机地分散在语文教材之中，在小学语文教材

的一百多首古诗当中，对偶句运用也具有一定的随机性，若想

进行进一步的深化教学，必须要进行

提前整合。

首先，有机整合教材资源。

教材当中的对联内容有的安排是在课文中，需进行的专门

有关对联的教学，如一年级上册的《对韵歌》，一年级下册的

《古对今》；有的对联内容安排的语文园地之中，也需进行对联

知识的专项训练；而古诗词当中的对偶句可谓是对联中的精

品，就更需要针对用词遣句进行更为细致读到的精细化教学

了。所以，提前对出现在语文教材中的对联内容进行预知、整

合，有利于对整个小学阶段的对联教学提早做好规划。

其次，精心编写校本资源。

中华对联题材广泛，但由于篇幅短小、精悍，因此也非常

便于搜集整理，汇编作为校本资源，来作为对语文教材中对联

教学的趣味补充，将会为语文教学增添不少妙趣。下面列举几

种供大家参考。

（1）数字联

北斗七星，水底连天十四点

南楼孤雁，月中带影一双飞

（2）方位联

北寺北城靠北斗

南禅南塔对南山

（3节日联

春节：

春满人间欢歌阵阵

福临门第喜气洋洋

元宵节：

蜃楼海市落星雨

火树银花不夜天

清明节：

燕子来时春社

梨花落后清明

重阳节：

习射谈经，天高地爽

佩萸插菊，人寿花香

（4）时令联

立春：

高天冬去苏万物

大地春回放百花

立夏：

晨钟报晓春方去

佳节称人夏始临

立秋：

风动桂林，气澄兰沼

声惊桐院，露冷莲房

立冬：

篱菊已残孟冬月

岭梅初放小春天

再次，随时积累生活资源。

对联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时常可见，最为常见的便是春联、

行业联与风景联了。因此引导学生在生活养成积累对联的好习

惯大有裨益。有名的风景联数不胜数，精妙绝伦。如：

草堂留后世

诗圣著千秋

（成都杜甫草堂）

栏杆外滚滚波涛，任千古英雄，挽不住大江东去

窗户间堂堂日月，尽四时凭眺，几曾见黄鹤西来

（武汉黄鹤楼）

登楼便欲凌云去

临水应知得月先

（镇江北固山多景楼）

翁去八百年，醉乡犹在

山行六七里，亭影不孤

（滁州醉翁亭）

湘灵瑟，吕仙杯，坐揽云涛人宛在

子美诗，希文笔，题笔雪壁我重来

（湖南洞庭湖岳阳楼）

心悬八封图，初对策，再出师，共仰神明传将略

目击三分鼎，东连吴，北拒魏，常怀谨慎励臣躬

（成都武侯祠）

山山水水处处明明秀秀

晴晴雨雨时时好好奇奇

（西湖天下景联）

3.课堂内外结合

对联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要求字字相对、词性相

对、平仄互对、结构相同等。因此，对联教学必须要涉及字

音、韵律、词性、语法修辞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对于小学生来

讲，学习对联是有一定难度的，因此对联教学要将上好对联课

与开展对联活动作为突破点，做到课内习得知识，课外巩固积

累，这样方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那如何做到课内外相结合呢？下面分享几种对联教学方

法，供大家尝试。

三、寻求对联教学方法

1. 朗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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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为语文教学基本法，朗读这种手段非常直接有效，既

可以帮助学生突破字词障碍，也为积累语言提供了最简洁的方

法。“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对联教学更是离不开朗读。为了

学好对联，对于语文教材中的对联以及相关的韵书（如《声律

启蒙》、《笠翁对韵》）的反复朗读十分有必要。

2. 吟诵法。

吟诵法在朗读的基础上提高了一定难度，吟诵最重要的难

点在于平声字、仄声字以及入声字的区分。因此，在教学对联

中，教师首先要注意的是查证清楚每个字声调，而查证清楚之

后再教学生吟诵对联就相对简单，也非常有意义。运用吟诵教

学法教学对联，不仅有利于汉语言文化的传承，还能够让学生

通过对联这个文本与创作对联的作者达到情感的联结与共鸣。

3. 创作法。

教学对联的创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用不同字

体来书写对联，将书法教学与对联创作结合起来，是一种非常

有价值的融合。二是通过积累，教会学生自己创作对联，能够

更好地激发学生的脑力，雄健学生的笔力，让学生真正把语文

学活，并将所学知识真正运用到生活中去。如教会学生创作春

联、行业联，可以让学生活学活用。三是通过熟练掌握对联创

作技巧，可以培养优秀学生尝试创作格律诗歌，这样又能为学

生学习古典诗歌又打下坚实基础。

4. 考察法。

学贵自得自悟。为了让学生能够亲身体验累积对联的快

乐，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利用寒暑假、周末等走向名山大川、风

景名胜、大街小巷去寻找对联，再通过询问、查找网络资料、

阅读书籍去考察对联背后的故事。通过实地考察，会将学生学

习对联的“课堂”打开，让学生能够跨越时空去学习对联，开

阔视野，加深印象，养成探究学习的好习惯。

5. 竞赛法。

小学生的年龄特点是非常喜欢竞赛，单一的学习方法容易

枯燥，不能很好的激发兴趣，因此采取竞赛法能够更好地激发

学习对联的热情。如开展积累对联比赛、创作对联比赛、书写

对联比赛，能够有效地促进对联的学习。

6. 展示法。

这种方法比较常见，通过对联书法展、对联创作展以及走

向社区为居民写春联等多种方式联动，以点带面，这样不仅可

以增加学生学习对联的兴趣与信心，也有益于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承与传播。

四、对联教学操作路径

以上是基于对联教学的认识、模式与方法的思考。如果一

所学校要推进对联教学，又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呢？结合本人在

学校的实践，来具体谈谈对联教学的操作路径。

1.课前准备阶段

因为是很多学校很少重视对联教学，不仅教师很少重视对

联教学，学生更是容易忽视。因此在对联教学之前，教师首先

进行学习非常有必要的。建议学校教学处于语文学科组先要对

教学进行专题培训，督促教师认真学习对联教学的理论，积极

观看名师的课程教学录像，进行认真的集体学习与交流。教师

对对联教学有了充分的交接与认识，在教学当中就能够做到有

的放矢，游刃有余。

2.集体备课阶段

在全体语文教师集体学习完之后，语文科组可以挑选对对

联教学感兴趣的语文教师组成对联教学骨干小组，专门定期开

展集体备课，再分年级试讲，并开展对联公开课的听评课活

动。通过一系列的活动，整个学科组将会对对联教学有更加充

分的认识和积累一定的经验，为下一步对联教学做好铺垫工

作。

3.课内深化阶段

通过语文教师们在课堂的熏陶、引导，学生们会逐渐对对

联产生兴趣。为了让学生能够真正热爱并学会对联，教师可以

在语文课堂上渗透与深化对联教学。首先可以在每次的语文课

上，教师可以进行10分钟左右的《声律启蒙》或《笠翁对韵》

的诵读，力求让学生能够做到自然成诵，终身不忘，为学生学

写对联欣赏对联提供示范。其次，在专门的对联教学中，教师

们可以有意识地鼓励学生当场对对子，写对联。再次，语文教

师还可以将对联的教学延伸至古诗文教学中，因为古诗文当中

本身就包括了很多很好的对偶句，堪称是古诗当中的“点睛之

笔”。将对联学习融合在古诗文学习当中，不仅令对联的形式

更加高雅，而且丰富对联的背景学习。在古诗文当中引入“对

联”的学习，更增加了古诗文学习的深度与广度，更具有趣味

性与深远性。这样既能促进学生对对联的认识，也能提升学生

的古诗词的鉴赏水平。最后，在书法课堂上，书法教师也可以

通过书法艺术更好地表现对联的美，让书法与对联两者相互融

合，取得更好的效果。通过多层次的课内深化，实现对联教学

的步步深化。

4.课后巩固阶段

在对联教学的过程中，课后的巩固亦是不可忽视的一部

分。孔子在《论语》首句提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任

何学习都离不开复习与实践，对联的学习亦是如此。因此，教

师也要特别重视对对联学习的评价。如“对对子”、“对联书

法”展示、“对联诵读比赛”、“对联搜集比赛”等丰富的活动

形式，不仅巩固了对联的学习，还增加了对联学习的趣味性，

从而激发学生学习对联的热情。

对联教学，犹如语文学习池塘中的一尾尾灵动的鱼，让语

文教学充满了灵动与活力。同时，对联教学又与现代人们的生

活紧密相关，对中国优秀文化的传承有着特殊的意义。总之，

对联作为我国的一种独特的汉语言形式，它的作用不容忽视，

对联的教学也非常值得学校与语文教育工作者深入思考与不断

探索。

参考文献

[1]刘乃境. 针对语言素养的对课教学策略研究[D].,2016.

[2]尹继兰. 对联与语文教学研究[D].苏州大学,2012.

[3]罗维扬 . 对联的种类及特征[J]. 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03(02):

38-43.

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