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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文教育视角下的小学语文
古诗词教学优化研究

●翟晓锋

　　

[摘要]在素质教育背景下,古诗词教学在小学语文当中的地位逐渐上升.古诗词文化源远流长,而且其中凝

聚了我国上下五千年人们的情感与思想,同时也能够将我国传统文化很好地展现出来.由于我国现下教育

长期受到灌输式教育的影响,导致大部分教师为了能够快速落实教学目标,顺应考试需求,过于重视教材当

中的基础知识,而忽略了对学生开展人文教育.在小学语文课堂上,教师注重古诗词教学则能够很好解决以

上情况,从而保证学生能够形成良好的人生价值观,对提高学生的全面素养与综合发展具有一定的益处.基

于此,本篇文章首先讲述了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中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重要性,又进一步地提出了在人文教

育视角下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的策略,希望可以为相关工作人员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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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新课改下，小学语文教师在传授知识过程中，不仅

仅需要向学生讲解教材当中的知识，还需要培养他

们的思想意识。 处在小学阶段的学生，他们的思想意识还

在发育阶段，内心容易受到外部环境一些不良因素的影响，

导致小学生的人生价值观产生偏差。 很多古诗词蕴含着丰

富的人文精神及情怀，与新课改教学要求完全相符，有助于

小学生茁壮成长，因此，在古诗词教学中对学生进行人文教

育是一项重要任务。 在古诗词教学过程中，能够剖析出古

代诗人的想法与意识，通过分析他们的思想感情，可以感受

到诗人当时所处环境的真实情况，如经济与风俗人情等等。

与此同时，进一步分析其内容会发现古诗词具有一定的格式

与规律，这些都能够很好地展现出我国的文化底蕴。 作为

一名小学语文教师，有责任将我国的传统文化与历史内涵发

扬与传承下去，在课堂上将古诗词教学好，促使小学生的人

文素养得以不断增强，这对小学生日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重

要性

首先，从古诗词对景物的描述中可以感受自然，并热爱

自然，部分古诗词中诗人会对我国河山、美景进行描述，表

达出自己对自然美景的热爱之情。 虽然小学生无法像诗人

一样表达出自然之情，但是提高古诗词的人文教育对培养小

学生的感悟自然能力与逻辑思维能力有很大的帮助。 比

如，小学语文教师在讲解部编版二年级上册第四单元古诗二

首中的《望庐山瀑布》时，此诗朗读起来不仅朗朗上口，而

且诗句内容气势磅礴，在古诗词当中是非常杰出的作品，这

就需要语文教师在朗读过程中充满感情，使学生能够产生一

种身临其境的感受。

其次，古诗词是诗人表达自己内心情感的一种反应，对

古诗词进行深入分析，可以体会到诗人写作时的心情，促使

学生的内心想法与情怀能够被激发出来，感受到古诗词当中

的人生哲理、作者的思想精神等，有助于小学生逻辑思维的

进步。 要想学习好语文知识，就需要具备超强的想象力与

创造力作为学习支撑，而古诗词教学则能够满足此要求。

最后，小学语文教师通过讲解古诗词知识，能够很好地

培养学生的素质与品质，帮助他们形成良好的世界观。 在

人文素养教育下，古诗词教学对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人生价

值观具有一定的益处。 我国古诗词蕴含了古代文化、古代

历史及古代科技等内容，这些对学生来讲之前没有接触过，

课堂学习中就会有所思、有所收获。

在人文教育视角下的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优化策略

(一)利用古诗词创作背景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

通过古诗词教学进行人文教育，可以采用多种方法开展

下去。 小学语文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可以在恰当的时

机，向学生介绍古诗词作者的人生经历与创作背景，并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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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知识点，促使学生能够在进一步分析古诗词内容的基础

上带领他们学习诗文，这样的教学模式既可以开拓小学生的

视野，还可以激发他们对古诗词知识的学习热情，降低学习

难度，促使人文教育更顺利地进行下去。

比如，小学语文教师在讲解部编版二年级上册《登鹳雀

楼》时，本首古诗的作者是唐代著名诗人王之涣，当教师在

带领学生学习这一古诗的时候，可以先把王之涣的生平经历

与此诗的创作背景讲解给学生听。 王之涣是一个非常有才

华的人，在早年期间就考中了进士，最初是在冀州衡水县

(现河北衡水)做官，但是由于遭受到陷害就罢官了，在三十

岁以前就过上了访友的生活。 后来经过好友的劝导，十五

年以后，又任职文安县尉，最后在任职中去世。 此首古诗

主要呈现出诗人的胸怀与抱负，并反映出当时人们的乐观、

积极精神。 这样一来，小学生就会根据这些资源获取关键

信息，在学习古诗词时将背景引入其中，教师可以尝试着引

导学生去换位移情，感受作者当时的情感，这样有助于小学

生掌握与理解古诗词内容，把古诗变得简单、易懂。 在学

习此首古诗过程中，教师需要引导学生怀着积极向上的态度

去处理问题和面对困难，同时可以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如果

是你们登上了鹳雀楼，并看到壮美山川会有什么样的情感。

在这一教学环节中，可以帮助学生进一步感受古诗当中所蕴

含的精神、情感等等，与此同时，还可以激发出小学生积极

向上的进取精神。

(二)通过古诗词鉴赏对学生开展人文教育

小学阶段是学习知识的初始阶段，这个阶段的学生理解

能力也是相对匮乏的。 在小学语文课堂上，由于古诗词中

的词都是极简而又意义深远的，导致他们在理解的时候具有

很大的困难。 因此小学语文教师在课堂上向学生讲解古诗

词知识的时候，教师要有效发挥出自身的引导价值，带领小

学生对诗词进行鉴赏。 另外，教师还需要有目的地去培养

学生的想象能力，在讲解知识时，引导学生充分想象，让他

们在想象的世界中翱翔，去感受其中的意境、感受其中的人

文情怀，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发挥出人文教育的作用。

比如，小学语文教师在讲解部编版二年级下册第一单元

《村居》时，此首古诗主要讲述了在初春来临时农村的自然

美景，经过作者的描述这一情境栩栩如生。 因此教师可以

指出一些具有情绪代表的字词，如“拂堤杨柳”，并让小学

生发挥想象，可以尝试着让学生闭上眼睛进行遐想。 前两

句主要描写的是时间与景象，作者生动、形象地将自然景象

表达出来，而且还将农村的景色引入其中；后两句古诗主要

表达的是人物的活动，主要描写了儿童放学后放风筝的这一

景象。 此首古诗落笔明朗，用词干练，整首古诗都充满着

快乐的心情，为学生带来美好的心情熏陶。 在语文教师的

引导下，开展进一步赏析，为学生的想象插上翅膀，深深地

陶醉在文中，并体会此首古诗的魅力，让学生对大自然产生

强烈的热爱之情。

(三)在趣味朗读过程中感受到人文情感

在小学语文课堂上，朗读是教师经常采用的教学形式，

而且朗读在古诗词教学中也具有重要地位。《三国志》当中

的“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说的就是经过熟读才能够真正体

会其中的含义。 因此，教师引导学生在课堂上循环朗读，

可以促进学生对古诗词的理解与掌握，促使学生体会到古诗

词当中所包含的人文情怀与内涵，从而落实在教学古诗词时

对学生开展人文教育的这一目标。 开展古诗朗读教学，这

非常符合小学生的学习需求与学习特点，能够有效激发出小

学生学习古诗的热情与积极性，这样的教学方式可以起到事

半功倍的作用。

比如，小学语文教师在讲解部编版一年级下册《静夜

思》时，教师可以采用诗配乐的形式进行诗词教学。 教师

可以为小学生创造出各种感情色彩的音乐，可以有悲伤的、

欢快的，或是缓慢的。 当教师讲解完此篇古诗以后，可以

引导学生自主挑选背景音乐，并让学生表达出自己选择此背

景音乐的原因。 通过让学生自己挑选背景音乐，能够很好

地反映出学生对感情基调的理解与掌握。 与此同时，教师

还可以将其作为依据，并主动思考与探究学生对知识的掌握

能力，对学生开展有效引导。 除此以外，小学语文教师在

课堂上还可以划分小组，让学生采用小组表演的方法开展朗

读活动，让各个小组进行投票选出朗读代表，另外几名成员

根据古诗内容进行表演。 学生在表演时，可以体会到作客

他乡的思乡之情，让学生和作者之间出现情感共鸣，促使他

们更深入地理解古诗词当中的内涵与意义，产生对故乡的思

念情怀。 再比如，小学语文教师在讲解部编版三年级下册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开展反复、

循环的阅读，让学生自己去体会此首古诗写了什么内容，然

后教师再进行讲解。 当教师讲解完，就可以为学生播放适

当的音乐，让他们在音乐的配合下进行朗读，教师可以引导

学生将诗词中的兄弟想象成自己处在异地的好玩伴，并询问

他们在每年的节假日期间，你们有没有联系呢？ 你们有没

有彼此想念呢？ 有没有约好下一次见面在什么时候呢？ 这

样学生在朗读的时候就会真正感受到思念家乡、怀念亲人的

思想感情。

(四)在积累拓展过程中开展人文教育

我国历史为我们保留了非常多的精神财富，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需要以教材内容为基础，适当地对学生进行知识拓

展，为他们打开通往新知识的大门，帮助小学生积累丰富多

彩的文学资源，从而提高他们的人文素养。

比如，小学语文教师在讲解部编版四年级上册古诗三首

《夏日绝句》时，教师可以在传授知识过程中适当地对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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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进行拓展与补充。《夏日绝句》的作者李清照，是宋代

时期非常有名的女词人，教师可以将才女李清照的生平经历

进行划分。 以宋朝南渡为界限，前期的李清照，出生在当

地的名门世家，生活富足，婚后与丈夫伉俪情深，这一时期

的李清照，写出来的古诗词基本上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但是在后期，才女李清照却感受到了国破、夫忘，此时的她

非常痛苦，写出来的作品也明显出现了变化，基本上都是抒

发内心的苦闷与孤寂。 而《夏日绝句》这首古诗出自李清

照的后期，教师就可以对学生开展知识拓展，为他们引出

《如梦令》这一诗词作为比对，在学生在朗读后，让他们表

达出自己的想法与感受，经过这两首古诗词的对比，对学生

所表达出来的内容进行补充，以此来提高他们对语文资源的

积累，从而提高他们的人文素养。

(五)品味意境，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古诗词内容基本上都是运用各种意境去表达所想所感，

教师在传授知识过程中需要有效发挥出这一作用，即为小学

生创造出一个与之相应的场景，并引导他们去品味其中的意

境，去感受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 此时，学生就可以发挥

出自身的想象力，在情景交融时，提高审美能力，净化他们

的思想，以此来形成积极、阳光、向上的学习态度，同时帮

助他们塑造良好的人文精神。

比如，《悯农》这首古诗，这一首古诗主要展现出农民

勤勤恳恳劳作的景象，抒发出诗人对劳动者的尊重与怜悯之

情，提醒人们爱惜粮食。 在教学此首古诗时，教师可以带

领学生到学校周边的田间去观察，让他们学习种菜，通过自

己的实践，可以真实感受农民的不易，进一步体会作者表达

出来的情感，同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还能够培养学生珍惜粮

食、尊重劳动者的人文精神。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小学语文古诗词课堂教学中，不仅仅可以

让学生获取到丰富的知识，而且还可以使他们体会到诗词中

蕴含的人文精神和情怀。 每一位小学语文教师都需要及时

更新自身的教学手段，意识到当下教学背景下对古诗词教学

提出的更多要求，通过丰富多样的教学模式为小学生提供良

好的教学气氛，更好地对学生开展人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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