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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古诗词赏析教学与信息技术的融合实践

●魏娟红

　　

[摘要]«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２０２２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强调了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性.文化

的传承、弘扬是核心素养教育的重要内容,古诗词中蕴含着大量具有教育价值、启迪价值的传统文化.古诗

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文学艺术中的瑰宝,古诗的教学贯穿于语文教学全过程.小

学阶段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不强,无法准确理解古诗中抽象、晦涩的意境.在小学古诗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

皆可以将抽象、隐晦的诗词主题以更加形象、具体的形式呈现出来.在小学古诗词教学中,教师可以将信息

技术应用于课堂优化、教学内容拓展等方面,为小学语文教学的创新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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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诗词教学长期以来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难点。 随着网

络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多媒体技术在教育领域

得到了有效应用。 教师利用信息技术开展古诗词教学可以

降低教学难度和学生的学习难度，从而提高古诗词教学的整

体质量和效率，为完成新课标育人要求做好铺垫。

小学古诗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忽视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结合当前一些学校小学语文教师的古诗教学实际情况来

看，部分教师受到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在制定教学目标、

确定教学内容、选择教学方法的过程中以提高学生考试成绩

为主开展诗词赏析教学活动和评价活动。 在教学内容方

面，一些教师更加侧重对诗词写作技巧、情感表达等基础性

知识的讲解，忽视了诗词背后蕴含的传统文化的教学，未能

根据小学生学习特点和认知规律提高诗词教学的趣味性。

一些教师更加青睐于对诗词这一特殊文体格式逐字逐句翻

译，引导学生机械式地背诵诗词内容，这种教学方法不利于

学生语文素养的养成和发展。

(二)教学模式单一

新课标指出，当前的小学语文教学要从课程结构、课程

内容和课程实施等方面进行创新，要落实以学生为主体的教

育教学思想。 教师要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帮助学生获得沉浸式的学习体验。 但是当前根据

小学语文教学活动的实际开展情况来看，一些语文教师在课

堂教学中忽略了学生的主体性地位。 教师未能立足学生的

基本学情和综合情况开展教学设计，导致诗词赏析教学缺乏

针对性。 同时，不同学生的成长环境、兴趣爱好、性格特

点和学习能力存在区别，使学生之间存在个体差异性。 新

课标指出，现代化的教育要注重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性，根

据不同学生的区别制定具有差异化的教学内容。 有些教师

缺乏对学生基本学情的认知，面对全体学生采用同一种教学

方法，设计难度相同、作业量无区别的学习任务。 这导致

一些基础薄弱、理解能力不强的学生无法紧跟教师的教学节

奏，而综合能力较强的一类学生也得不到拔高训练。 这些

问题最终导致语文诗词赏析教学活动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

不利于全体学生的进步和成长。

信息技术应用于古诗词教学的优势

在网络时代背景下，各类新型信息技术层出不穷，其在

各个行业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近些年，我国教育领域在信

息技术的支持下迎来了创新发展。 尤其在语文古诗词教学

方面，信息技术的应用在课堂教学中显示出了较大的价值。

在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可以为诗词拓展教学

提供丰富的网络教学资源，助力古诗词教学个性化、趣味

化。 教师可以依托网络资源，以视频、动画、图片的形式

呈现诗词内容，使学生从多个角度感知、理解古诗词表达的

意境和作者的情感思想。 具体来看，信息技术在小学古诗

词教学中的应用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借助大数据技术，精准分析学情

教师只有准确掌握学生基本学情，才能有效地优化教学

方案、完善课程结构，在教学实践中更好地落实以学生为核

心的教学理念。 在以往教学中，教师仅凭个人经验感性地



教学实践　　Qian Wei Li Lian

２０８　　　　 前卫 　２０２４．６

判断学生基本学情，这会受到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使其对

学生基本学情的评估存在不全面、不客观的问题，导致其对

学生个体差异性了解不全面。 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助力教

师在课前生成学生预习的数据，教师通过具体、量化、客观

的数据了解学生在预习阶段对古诗词中字、词、句的理解情

况。 利用信息技术教师可以精准分析学生在学习中面临的

困境，从而掌握每个学生的学习能力和诗词赏析的基础功

底，进而为诗词赏析教学的优化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在

课堂教学环节，教师利用信息技术中教学辅助功能的在线显

示、快速统计、即时分析等功能，对学生的学习状态、学习

效果展开检测，可以生成更加全面、准确、及时的课堂检测

数据，为教学活动的整体优化提供帮助。

(二)通过资源共享，拓展学习边界

在以往的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通常是课堂教学的主

体，学生被动接受知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得不到提升。

教师即便采用了合作学习小组的模式，也仅局限于固定的学

生范围，学生的交流和沟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在这种

教学模式下，教师无法准确把握每个学生的学习状态和学习

情况，教学资源也十分有限。 教师在小学语文课堂中应用

信息技术可以拓展其教学资源，为学生提供更为广阔、更具

深度的资源共享交流平台。 古诗词这一特殊的文体格式常

常给读者带来“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阅读体验，简短的篇幅

蕴藏着深远的意境，有些意境的塑造比较抽象、晦涩难懂。

小学生的想象能力和抽象能力有限，无法根据诗词内容联想

相关的诗词画面。 教师可以通过资源共享的方式展示与诗

词内容相关的视频和动画，培养学生的联想能力，拓展诗词

教学内容。

信息技术在小学古诗词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一)课前创设教学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课前导入环节的教学设计是决定课堂教学效果的关键因

素，也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重要教学环节。 在这一教学

阶段，可以通过播放声情并茂的诗词朗读音频使学生感受、

体会诗词中蕴含的丰富的情感。 从教学实际情况来看，课

堂时间有限，组织学生开展课堂诵读只能做到讲透字义，学

生无法在有限的时间内深刻地体会到诗词的韵律之美。 以

《己亥杂诗》这篇文章的教学为例，该诗属于政治类的抒情

诗，内容比较晦涩难懂。 教师可以利用信息教学软件的

“朗读亭”功能开展诵读教学。 教师指导学生根据音频内

容，在预习阶段利用信息软件录制自己比较满意的音频，配

上合适的音乐上传到信息教学平台中。 然后，教师和学生

可以对学生的诵读作品展开互评，投票选出优秀的诵读音频

保存到资源包中。

课前教学环节中，教师分析学生的基本学情，根据学生

的综合学习情况开展教学设计，可以提高语文诗词教学的针

对性和系统性。 在长期学习过程中，不同学生在诗词理

解、记忆和背诵等方面会表现出较大的个体差异性。 教师

可以借助具备数据调查、分析的智能软件，设计与诗词教学

主题内容相关的古诗词字音、字形和字义等作业，要求学生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作业并提交到网络学习平台中。 教师根

据学生完成作业所用的时间以及完成作业的质量等数据，了

解学生的基本学情，并根据学生学习的具体情况和不同学生

之间的个体差异性对教学方案、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做出优

化。 这可以解决学生学习诗词中面临的困境，缓解学生的

畏难情绪等不良心理，激发学生学习诗词的兴趣。

利用微课开展教学是构建信息化诗词教学课堂的有效方

法。 微课具有内容凝练、重点突出、主题明确的特点，其

在小学诗词教学中的应用可以大幅提高教学质量。 在课前

教学环节，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和教学计划，在网

络上搜索或者自行制作与诗词教学主题相关的微课资源，并

在班级群和网络教学平台中共享。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以微

课为指导开展自主学习，让学生在课前了解与古诗词相关的

作者介绍、写作背景等基础性内容。 以四年级下册教材

《古诗词三首》的内容为例，在教学设计环节，教师可以自

行拍摄或者在网络上搜索与乡村生活、田园风光相关的视

频、图片资料，使学生感受到田园生活的恬静与舒适，为学

生感受诗词中作者的思想情感和价值取向做好铺垫。

(二)课中补充教学资源，创设学习情境

在诗词教学课堂上，教师要将信息技术的运用融入语文

教学的各个环节中。 在课堂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需要重视

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利用信息教学手段和网络资源突破教学重难点。

不可否认的是，古诗赏析对小学生来说是语文学习中的难

点。 古诗词的情感表达比较含蓄，内涵抽象，学生对诗词

中作者表达的情感思想和价值取向理解不准确是教学难点之

一。 在诗词教学课堂上，教师可以根据学生学习中的难点

问题，补充一些网络资料帮助学生对相关内容的理解，以实

现教学难点的突破。 例如，在教学《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时，学生对诗词创作背景“安史之乱之后”的历史事件了解

不够清晰。《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表达了作者在听到失地收

复之后的喜悦之情。 学生如果对诗词的创作背景和作者的

生平经历以及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了解不清楚、不全面的话

很难理解诗中“涕泪满衣裳”“喜欲狂”等激动的心情。 教

师可以播放相关影视作品的片段，让学生初步了解当时的社

会背景，感受到战争带给人们的灾难。 学生在了解创作背

景之后可以更加准确地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和价值

取向。

第二，利用信息技术的同屏上传功能实现教学多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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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 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和学习兴趣的培养，需要在系统

化、专题化的教学中实现和完成。 培养学生的诗词素养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思维水平。 小学古诗词的教学

中，教师要秉持“以读为本，以读促思”的教学原则，促进

学生思维的多元化发展。 古诗词深度学习教学活动的开展

要建立在多元分享的基础上。 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教师

要利用好平板电脑、网络、软件平台的交互功能，实现教学

资源的共享和学生学习成果的展示。 教师运用信息技术中

同屏上传功能可以实时展示学生的学习成果，集中解决部分

学生身上存在的学习问题。 同时，运用同屏功能也能提高

教学的趣味性。 将学生学习成果和大部分学生学习中存在

的问题展示出来之后，教师采用生生互评的方式激发课堂活

力，使学生在评价他人学习成果的同时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之

处，从而促进诗词教学的良性循环。

(三)课后互动分享，延展学习空间

语文是一门综合性、人文性的学科。 发展学生思维，

拓宽学生视野，是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 新课标指

出，语文教学要发展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使学生通过课程

学习逐渐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形成适应终身发展和学科学习

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通过古诗词教学提高学生语文素

养是小学语文的教学重任。 提高课后学习的有效性可以使

诗词学习融入学生的生活中。 无论哪一种诗词题材的创作

灵感和创作基础都来源于生活。 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提

出生活教育理念，为教育的创新提供了科学、合理、可行的

理论指导。 借助信息技术进行课后互动分享可以延展学生

的学习空间。 在课后拓展阶段，教师需要根据教学实际情

况和学生的学习情况补充优化学习资源。 教师可以运用陶

行知“生活即教育”的思想理论，鼓励学生将诗词带到生活

中进行学习，在生活实践中发现古诗词的“影子”。 例如，

在教学《惠崇春江晚景》这首古诗时，教师可以播放早春时

节江边景色的变化动态图，使学生结合实际生活中的场景理

解、感知“春江水暖鸭先知”这一景色。

根据古诗想象画面是教师提高学生诗词赏析水平、培养

学生诗词素养的关键路径。 小学语文教学中，习作教学也

占有很大的课时比例。 教师可以将诗词中意境与学生日常

生活贴近的古诗，作为训练学生写作能力、想象能力的素

材。 在教学《惠崇春江晚景》时，教师可以穿插习作教学，

要求学生在早春时节观察江边景色的变化特征，分析动植物

生存、活动状态，并围绕古诗中的内容创作现代小短文。

这首诗是作者根据一幅画的内容所创作的。 古诗的魅力在

于，其能给读者一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阅读体验。

诗词的创作来源于生活，是作者对生活场景、生活事件的感

悟。 在诗词课外拓展教学中，教师可以采用反向思维，使

学生以诗词内容为核心，结合生活经验、生活场景，以现代

白话文的形式描述出诗词中展现的意境和作者的思想情感和

价值取向。

此外，教学评价也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环节。 教师借助

信息技术开展教学评价可以保证评价标准、评价结果的准确

性、客观性和及时性。 在以往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采用

结果评价方式，以主观感受开展学习评价。 这种学习评价

的弊端在于无法实现教学评价的量化。 针对此类问题，将

信息技术应用于教学评价中，可以将学生的课堂表现、学习

状态作为评价标准，并以具体数据的形式呈现出来，使最终

的评价结果更加客观、准确。 此外，在信息技术的支持

下，教师也可以实现诗词教学评价方式的优化和创新。 借

助于信息技术和信息软件，可以开展师生互评、生生互评的

评价方式，让学生参与到学习评价中，以凸显出学生的主体

地位。

结束语

综上所述，诗词赏析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点内容。 新

课标背景下，教师要挖掘诗词中的情感教育、思想教育元

素，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 信息技术应用的优势可以提高

语文课堂教学效率，降低学生理解学习诗词的难度，激发学

生学习诗词的兴趣。 教师要根据诗词类型和教学模式选择

合适的信息技术，助力小学语文诗词教学实现创新和优化。

参考文献

[１]曹甜．基于信息技术优化小学古诗词教学实践探析[J]．中小

学电教,２０２２(０８):３７Ｇ３９．

[２]吴微微．信息化背景下古诗词教学渗透传统文化教育的策略

研究[J]．汉字文化,２０２３(１８):１１０Ｇ１１２．

[３]周丽．信息技术赋能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的实践探索[J]．教

育传播与技术,２０２３(０３):４９Ｇ５３,７９．

[４]吴萍．以生为本,深度融合———交互式环境中的古诗词教学

[J]．知识文库,２０２３(１１):１Ｇ３．

[５]陈建峰．新课改背景下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策略探索[J]．小

学生(上旬刊),２０２３(０４):６１Ｇ６３．

[６]曹先玉．核心素养背景下的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策略研究

[J]．天天爱科学(教学研究),２０２３(０３):８７Ｇ８９．

[７]贺进．基于信息技术的初中语文古诗词趣味性教学策略[J]．

中小学电教(教学),２０２３(０３):５５Ｇ５７．

[８]杜琴芳．小学古诗词教学有效性提升路径的研究[J]．小学生

(上旬刊),２０２３(０３):４Ｇ６．

作者简介:

魏娟红(１９７４－),女,汉族,甘肃白银人,本科,高级教师,会宁县

郭城驿镇教育管理中心,研究方向:小学语文教育教学.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