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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进步和发展，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受到现代教育

教学的忽略。语文作为小学阶段主要学习科目，同样也是学生

学习掌握其他科学知识的基础。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需要结

合性阶段课堂教学实际情况，了解学生语言知识学习的问题，合

理创设古诗文课堂教学模式，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提升个人

语言文化素养，帮助学生提升古诗词学习的兴趣，鼓励学生运用

个人所学知识进行古诗文创作，从而积累学生古诗学习自信心。

虽然古代汉语具有一词多义特点，学生学习起来具有一定的难

度，然而通过不断的日常练习，鼓励学生进行古诗文句的积累，

会逐渐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提高学生汉语言文字学习的能

力。

一、小学语文古诗文教学现状问题分析

(一)课堂教学过于呆板，学生学习缺乏兴趣

现阶段小学语文古诗文课堂教学比较呆板，由于古诗文难

度大，在小学低年级阶段较少设计古诗文教学，仅仅是根据教材

中所出现的相应古诗文进行授课。学生所了解到的古诗句比较

简单，从此之外，教师较少在课堂中渗透古诗文教学。对于小学

生来说，对于语言学习正处于敏感阶段，在本阶段对学生进行古

诗文教学，可以有效帮助学生提高语言素养，提升学生的课堂学

习能力。与此同时，在古诗文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关注小学

生心理变化，了解学生对于古代文言文的抵触情绪，并且能够合

理设置课堂教学环节，巧妙针对课堂教学内容进行教学设计。

活跃课堂教学氛围，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提升个人学习能力，

让学生能够积极主动投入到古诗文阅读学习中来，并且能够针

对古诗句提出个人的看法，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古诗句背后的深

刻含义。

(二)课堂教学环节单一，学生学习效果不佳

在古诗文课堂教学中，教师课堂教学环节设计比较单一，更

多的是教师引导学生进行古诗文朗读，紧接帮助学生进行古诗

文翻译。学生通过教师的讲解理解古诗文大意，接下来在课堂

教学中促使学生掌握一定的学习技巧，这也就达成了本节课的

教学目标。这样的课堂教学环节渗透在每一节古诗文教学中，

学生的课堂学习积极性难以得到调动，长此以往会让学生厌倦

古诗文阅读学习。学生缺少个人主动思考，导致学生学习起来

比较困难，长期的课堂教学束缚了学生的思维，无法提高学生课

堂学习效果。

(三)缺少实际生活融入，学生容易理解困难

古代诗人在进行文章创作时，思想灵感更多来源于生活，古

诗句与生活息息相关，然而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却缺少实际

生活的融入，课堂知识传授没有和学生建立足够的联系，从而导

致学生学习起来缺少一定的知识基础，导致学生无法进行知识

的建构。不论是山水诗，还是抒情诗，都与日常生活联系紧密，

来源于诗人对生活的感悟，体现了诗人伟大的胸襟。教师在课

堂教学中只有与学生实际生活建立联系，让学生通过个人的生

活体验进行古诗句的理解学习，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课堂学习

效果，促使学生在学习中掌握学习技巧，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帮助学生将古诗句的理解感悟建立在自己已有的生活经验

基础之上。

二、小学语文古诗文教学策略分析

(一)创作古诗教学情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古诗具有一定的情景，教师在教学中需要为学生营造合适

的课堂教学情景，激发学生的情感态度，提高学生古诗文学习的

效果。古诗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精髓，教师在教学中要提高对古

诗文教学的重视度，关注古诗文教学中的重难点，引导学生在有

效的课堂学习时间中高效掌握相关知识。即便古诗句在文言结

构以及语言运用上，同现代汉语有所不同，但现代汉语相关含义

的演变和发展根源是古代汉语，通过挖掘诗词和虚词之间的含

义，结合相应的语境，可以很快帮助学生掌握相关知识，从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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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生的学习能力。由于古诗句对于学生来说具有一定的挑战

性，小学生理解接受起来比较慢，难免会给学生造成学习负担，

通过创设合理的情境，引导学生投入情境学习，让学生认识到古

诗文的合理性，深刻感受古诗文的魅力，对于学生提高古诗文理

解能力有着极大的帮助作用。

例如，在学习《村居》一课时，本首古诗描写的是春天的季

节，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色。教师在本节课教学时，不要过于注重

各种诗词意向以及各种写作手法的讲解，对于小学低年级阶段

的学生来说，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掌握相关知识，理解文章主要

内容，体会到古诗句的意境美。教师在教学中可以通过创设一

定的情境，引导学生投入到本节课学习。比如通过师生对话，提

问学生诗人所描绘的一幅春景画中，都有哪些景物，学生通过对

古诗文进行阅读，找出相关事物的名词，教师紧接着可以提问学

生，这些事物都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让学生分别发挥想象，

结合古诗句进行回答。通过这样师生对话的方式，巧妙的给学

生创设了一定的课堂情境，同时也让学生主动进行古诗句学习，

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古诗句理解能力。

(二)优化课堂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学习热情

在古诗句课堂教学中，教师要不断更新教育教学模式，通过

不断学习现代化课堂教学手段，结合学生课堂发展需要，巧妙设

置课堂教学内容，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积极提升个人课堂学

习效果。适合学生的课堂教学式，可以有效调动学生课堂学习

热情，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提升个人学习积极性。古诗句前

后具有一定的逻辑关系，教师在课堂教学时需要合理设置课堂

教学环节，帮助学生建构清晰的逻辑知识框架，从而有助于学生

理性进行古诗句的分析，提高学生课堂学习效果。学生只有热

爱古诗句学习，才会不断在学习过程中进行知识创新，帮助学生

不断提升个人学习能力。在接下来进行知识运用时，有助于学

生发现个人思维，不断在个人积累的已有知识基础之上进行学

习，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例如，在学习《咏柳》一课时，在进行本首诗句的教学时，教

师可以通过设置相关故事导入课堂教学，从诗人贺知章进行本

首古诗创作的情景入手，调动学生本课学习的兴趣。接下来可

以借助多媒体教学模式，让学生观看相关视频，激发学生古诗句

学习的热情，教师可以通过之前所学习的《咏鹅》一课，让学生回

顾本首古诗，从而让学生推断出咏柳就是赞美柳树的含义。通

过举一反三的方式可以发散学生的思维，帮助学生成长。接下

来通过比赛朗读的课堂教学游戏，鼓励学生结合个人对诗句的

理解采用恰当的方式进行课堂知识学习，从而能够有效提高学

生的课堂学习效果。下面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小组合作讨论自己

所喜欢的诗句，分别进行诗句的翻译，并且可以加入自己的理

解，小组成员之间相互讨论交流。这一过程就能够帮助学生理

解本首古诗的大意，从而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古诗句理解能力。

(三)融合多媒体课堂教学，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不再

适应学生发展需要，对于比较晦涩难懂的古诗句讲解来说，仅仅

通过教师的口头讲解，难以带动学生课堂学习情绪，甚至会让学

生在课堂学习过程中不断走神，无法达到应有的课堂教学效果。

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现在社会，多媒体信息技术也应用到教

育行业，学生不仅在日常生活、家庭中接触到计算机，在校园内

也可以借助计算机进行学习。教师课堂可以借助多媒体教学，

将枯燥难懂的古诗句以及字词借助五彩缤纷的多媒体课件呈现

给学生，同时通过各种物象、图片以及视频的展示，可以有效提

高学生对于相关知识的理解，从而帮助学生提升对于股市剧学

习的自信心。这一过程也有助于学生想象力的培养，对于古诗

句的学习，同样需要培养学生一定的情感修养，提升学生对于美

的体验和感受，只有让学生切身体会到诗人的情感以及诗句的

优美，才会让学生爱上古诗句学习。

例如，在学习《小池》一课时，本节课教学时，教师可以通过

多媒体课件导入，给学生呈现出池塘以及泉眼和树荫的相关图

片，渲染本首古诗学习的氛围。也可以引导学生到消炎中去观

察身边中的春天，引导学生与大自然进行亲密接触，有助于学生

理解春天的具体含义，从而能够体会到诗人的创作情感。接下

来通过多媒体配乐，组织学生进行朗读，在学生朗读过程中，教

师要进行合理的指导。比如在宁静的景色下，教师可以提问学

生应该怎么读？学生会纷纷回答要轻柔的，甜美的朗读。这一

过程可以有效帮助学生理解文章情境，进一步激发学生对大自

然的热爱之情，鼓励学生到大自然中去发现美，创造美，保护大

自然中的美。在古诗句教育教学中，同时也对学生个人情怀进

行了培养，提升学生的思想认识，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了教育

教学基础。

(四)提高教师自身素养，重视古诗教学质量

在古诗句教学中，首先需要教师自身提升个人的知识素养，

不仅要掌握丰富的古诗句，了解古代诗人，同时也要能够将自己

对古诗句以及诗人的理解和认识以一种合适的方式传授给学

生，让学生进行学习，帮助学生掌握相关知识，促进学生的进步

和发展。在这样的课堂教学中，也会让教师提高个人威信，提升

学生对教师个人的敬佩之情，这也有助于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

对于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有着极大的帮助作用。教师自身具备丰

富的知识以及教育教学理论知识，并且能够严于律己，做好学生

的榜样，热爱古诗文阅读，从而提高学生的课堂学习积极性。教

师自身的优秀品质也会影响学生，学生也会努力向教师看齐，积

极主动进行课堂知识学习，从而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课堂学习

质量。

例如，在学习《望庐山瀑布》一课时，教师首先可以通过示范

朗读的方式，帮助学生纠正发音，接着引导学生进行模仿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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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朗读过程中体会诗人对大自然美景的赞叹之情，同时也能

激发学生内心对大自然的热爱情感。教师也可以找出与此写作

内容相关的其他古诗，古代许多诗人对瀑布进行了描述，留下了

千古绝句，教师在教学中可以不断渗透各种古诗句，帮助学生提

高对本首古诗的理解能力。这一过程考验教师自身的知识功

底，同时也能震撼学生的心灵，有助于教师做好学生的榜样，进

一步培养学生积极进步的心态。同时，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也可

以通过组织学生进行古诗句内容的分析，引导学生深入理解诗

句含义，体会诗人诗句创作过程中的表现手法，丰富学生对古诗

句知识学习的储备。

(五)鼓励学生实践创作，尊重学生主体地位

在小学阶段，教师也要鼓励学生进行文章创作，培养学生的

创作热情，让学生能够结合个人在日常课堂中所学古诗句，进行

模仿创作。从对古代诗人文章创作的模仿，到鼓励学生进行诗

句创新，引导学生形成个人的风格。教师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有

效带动学生诗句学习的积极性，帮助学生学会进行诗句运用，掌

握古代诗人进行诗句创作时的各种表现手法，在进行 文章创作

时，帮助学生提升个人的写作质量。学生只有将所学知识进行

输出，才能真正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体现出知识的实际

价值，从而可以有效提高学生古诗学习的效果。学生热爱古诗

创作，也会在日常课堂学习中积极主动进行古诗句的学习，学会

进行古诗句分析，从而能够有效带动学生丰富个人的知识储备。

与此同时，教师也要及时对学生进行评价和指导，在学生创作过

程中遇到困难时，及时给予帮助。可以结合学生之前所学过的

诗句，引导学生解决困难，这也有助于学生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从而能够提高学生的课堂学习效果。通过评估学生诗句创作情

况，也有助于教师掌握每个学生的学习特点，在接下来进行课程

教学模式的调整和优化时，能够有针对性的进行教学设计，帮助

学生合理进行相关知识分析，促使学生个人学习能力的提升。

例如，在学习《夜宿山寺》一课时，本首诗是伟大诗人李白对

山上的寺院进行的创作，诗人运用了比较夸张的写作手法，将寺

院楼勾勒的非常高，全诗一共四行，前两行从视觉上写出了楼的

高，后两句则是从听觉上烘托出寺院楼的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

相关事务的描述，从而生动形象的突出了事物的特点。诗人比

较豪迈，运用了各种夸张写作手法，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更能

够感受到楼的高，这也能体现出诗人的写作功底。教师可以结

合本节课所学内容，鼓励学生模仿诗人的写作特点，对自己所喜

爱的事物进行描述，并且以诗歌的形式呈现出来。学生在进行

构思的过程中，教师可以给学生巩固讲解本节课所学的写作手

法，同时对于学生在创作中的困难及时给予指导，提高学生的创

作积极性。对于学生的作品，教师也要及时的进行点评，首先肯

定学生写作过程中的优点，培养学生的写作热情，让学生在写作

过程中体会到古诗剧创作的乐趣，从而对于学生今后的股市剧

学习来说，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课堂学习效果。接下来也要对

学生写作过程中的问题及时进行指点，比如学生用字或者是写

作手法等运用不当，帮助学生进行改正，学生在改正的过程也会

进一步巩固古诗句各种写作特点和手法的知识，只有让学生动

手操作进行实践写作，可以有效促进学生个人学习能力的提升，

让学生能够意识到个人的不足，从而及时调整个人的学习方

式。

总结：综上所述，在小学语文古诗文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

古诗学习兴趣，激发学生古诗句学习的热情，可以有效帮助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不断养成良好的学习态度。古诗句的学习有助于

学生语文学习素养的提升，教师在课堂中通过给学生营造良好

的学习氛围，创设一定的古诗句学习情境，可以有效提高学生对

古诗句的理解能力，帮助学生提高个人学习效果。与此同时，在

这样的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不断结合学生的日常，扩展各种古

代语言文字知识内容，丰富学生的知识储备。同时鼓励学生大

胆进行文章创作，帮助学生在学习中探究语言知识学习技巧，提

高个人对语言文字学习的自信心。只有通过不断的练习，并且

结合学生个人生活经验，可以有效帮助学生理解古诗句背后的

深刻含义，懂得诗人的创作意境，并且能够设身处地了解诗人当

时的处境和个人情怀，这对于学生个人思想的提升起到很大的

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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