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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中存在的
问题与有效解决方法

●李孝琼

　　

[摘要]古诗词作为我国古典文化中的瑰宝,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艺术魅力,也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思

想内涵.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结合小学生年龄特点及认知规律,充分挖掘古诗词当中蕴含的情

感教育因素,引导学生感受诗歌所表达的真挚感情,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正确的价值观念.然而,从

当前语文古诗词教学现状来看,依旧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如教学方式单一、教学方法落后等.基于此,本

文将重点探究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有效解决方法,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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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学语文古诗词教学是基于语言、情感、意境为基础

的，具有独特魅力和艺术感染力的教学方式。 教师

要充分挖掘学生对古诗词的兴趣，引导他们感受诗歌中所表

达的思想与感情。 通过诵读古诗词提高学生学习能力，培

养学生的审美情趣，让他们在诵读过程中习得知识并提升自

身修养，从而促进其综合素养的发展。 同时，也要帮助学

生理解诗词内涵，体会其中蕴含的美与艺术境界，促进其形

成正确的审美观念，提高自身的理解能力与阅读水平。

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教师教学观念有待改进

受到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在古诗词教学中，教师依旧

沿用“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方式，它阻碍了学生对知

识的理解与掌握。 教师的“教”也往往以讲解为依据，忽

略了对文本本身的挖掘和解读，一味强调学生用死记硬背的

方式来学习语文，忽视了情感体验的重要性。 无论是课堂

教学还是课后作业设计，都无法体现诗歌教学的艺术性以及

人文性特点。

(二)注重知识积累轻感性体验

目前，我国古诗词教学依旧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师

在讲授知识时较为注重文字表达和知识点讲解，导致学生学

习积极性不高。 同时，由于古代诗歌语言较为凝练，缺乏

形象生动的比喻，因此，学生难以理解其中蕴含的思想内

涵。 在具体教学中，教师只注重诗词的背诵默写，忽视了

学生的兴趣引导和情感体验。 单一化的教学手段不仅无法

调动学生学习古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反而影响了教学质量

的提升。 此外，在讲解中，教师只注重对内容进行精讲，

忽略了意境的讲解与渲染。

(三)教师引导过多，且主观倾向性明显

在古诗词教学中，常常出现学生读不懂的情况，教师心

中有答案，但学生的理解与答案与教师存在一定的差异。

于是，教师试图将学生引导到标准答案上。 教学本是师生

交流、共同发展的过程。 然而，这种以“教”为中心的教学

方法往往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即学习是一个主动建构

意义的过程。 而要达到这样一种境界，教师必须把课堂还

给学生，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 然而，很多教师并未意

识到这一点，只是机械地向学生灌输知识和技能，学生对教

师提出的问题要么答非所问，要么一筹莫展。 他们的思维

方式被限制在死记硬背之中，缺乏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

优化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的策略

(一)运用情境教学法，引导学生感受意境美

情境教学法是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

认知规律，创设适宜的学习情境或氛围，以引起学生情感上

的共鸣，帮助他们理解教材，从而达到拓展思维、培养能力

目的的教学方法。 它不仅能使抽象知识具体化、清晰化，

还有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 从本质上来

看，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是语言运用和审美体验的过程，其

主要任务就是培养小学生对语言文字的感受能力、理解能力

和想象能力。 因此，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让小学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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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课堂充满“情”，让学生感受到古诗词所蕴含的美与意

境。 通过欣赏作品陶冶情操、启迪智慧，进而提升自身的

综合素质。 同时，在情境创设时还要注意：一是要有针对

性，对于古诗词教学而言，要结合文本内容进行情境设置，

做到有的放矢。 二是要注重启发性，教师应善于利用各种

资源启发学生积极思考，激发其联想能力与创造欲。 三是

要具有趣味性，应尽量选择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材料来引导

学生开展探索活动，可借助多媒体技术丰富教学内容，增加

师生互动交流的时间，营造生动形象的情境，为学生提供广

阔的阅读空间。

例如，在人教版二年级语文下册《村居》一课的学习

中，课前导学环节，教师可利用多媒体技术向学生展示一幅

画面——优美的小村庄中，柳树随风摇曳着绿色的柳条，一

串串嫩绿的柳芽冒出新叶，突然传来一阵孩童的笑声，原来

是一些放学归家的孩子正叽叽喳喳地谈论着什么……只见一

只只纸鸢在空中盘旋。 看到这样的画面，学生的积极性能

被充分调动起来，主动进入教师创设的情境中。 这时，教

师可提出问题：“同学们，你们从刚刚的视频中看到了哪些

事物？”“今天我们要学的这首诗《村居》描述的就是这幅美

丽的景色，让我们一起去探索吧！”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

积极参与其中，展开自主探究。 之后，教师可组织学生有

感情地朗诵全诗，以加深对词、句及情感内涵的理解。 待

学生掌握古诗大意后，教师再根据诗歌特点，联系上下文和

作者的思想情感，巧妙设置问题，让学生进行深度思考。

如“‘草长莺飞二月天’为什么不写成‘二月天草长莺飞’

呢？”“观察天、烟、鸢的拼音，说说你发现了什么？”“学习

完这首诗，你有哪些感想？ 如果让你描写春天，你会怎么

写呢？”通过层层设问，一方面，学生的认知由感性上升到

理性，感受到事物发展变化过程的丰富性，从而增强对作品

意境的体验。 另一方面，也能帮助学生深入挖掘诗歌所蕴

含的深刻寓意，体会诗人的思想感情的复杂性和深刻性，提

高他们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由此可见，教学情境是优

化古诗词教学的重要手段，也是深化古诗词教育价值的有效

措施。 教师需抓住契机，精心选择恰当的方法，设计出富

有情趣和意义的教学情境，使之成为激发学生兴趣、激活思

维、启迪智慧的“催化剂”。

(二)以读代讲，注重学生的真实感受

古诗具有意境美、语言美、意象美等特点，是我国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课标明确指出，教读古典诗

词，应从学生熟悉的生活情境和感兴趣的事物出发，为他们

营造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激发学生学习诗歌的兴趣。 让

学生有意识地在积累、感悟和运用中，加深对作品思想内容

和艺术形象的理解和把握。 这就要求教师要重视古诗文教

学，重点在体会、感悟、创新方面下功夫，提高古诗文教学

效果。 教师还在激活学生情感体验方面下功夫，情感是人

对客观现实的一种特殊反映形式，它是由主体需要引起的内

心感受与态度，又叫意愿或意向，包括认识上的积极体验和

感情上的强烈向往。 语文古诗中包含了丰富的情感因素，

因此，可以将其作为培养学生积极情感的载体。 教师要注

意学生的个性特征，注重人文性的挖掘和熏陶，引导学生品

味词句所表达的思想感情，通过反复朗读、品悟、联想，逐

步养成诵读习惯，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感染、长才干、增

智慧。 从语言层面上来看，古诗讲究韵律之美、节奏之

美、声律之美，做到停顿正确。 在学生朗读过程中，教师

要根据不同类型的古诗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指导：(１)以

“情”为线，引领学生感知；(２)以“声”为主线，引发学生

想象；(３)以“境”为本，渲染气氛。 同时，还要关注学生

的个体差异，采取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 其一，结合具体

语境分析诗句的内涵，让学生领略诗人的情感变化，感受诗

人真挚深厚的情怀，体会诗人遣词造句时的匠心所在，从而

增强感性认识，陶冶道德情操。 其二，针对不同类型的古

诗创设相应的情境，调动学生参与意识，启发学生思考、探

索、发现，促进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发展。 其三，巧用

对比手法，揭示诗人写作思路和谋篇布局的特点，引导学生

揣摩诗歌意境，领悟作者遣词造句的妙处。

此外，以经典名篇为依托，借助诗词典故来深化主题，

加深印象。 例如，在人教版小学三年级语文上册《饮湖上

初晴后雨》一课中，教师要采用以读代讲、以读促思等方

法，帮助学生理解诗中蕴含的真情实感。 朗读中，要注意

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把握重点词语。 抓住关键语句，突出

中心思想。 二是读出情绪基调。 有感情地朗诵全诗，激发

学生的阅读兴趣，促进其思维的发散。 三是把握语音语

调。 朗读时要把声调与语气统一起来，做到抑扬顿挫、吐

字清晰，力求准确规范，避免错误。 朗读结束后，教师要

对学生的朗读情况作出评价并给予适当提示，如“大家读得

可真投入，读诗就要这样，不仅要读出节奏，还要读出诗人

的感情。 现在，我们把整首诗连起来再读一遍，注意保持

刚刚的节奏感。”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分析诗歌内容，教

师要做好引导，带领学生进入诗歌所表达的情境之中：“同

学们，从‘潋滟’一词中，你能体会诗人此时的心情吗？”

“西湖可真会打扮自己，在阳光下，她是那样的婀娜多姿。

苏轼也陶醉其中，眼前的西湖此时又有了一些变化，请读出

这句诗——山色空蒙雨亦奇”“苏轼在本首诗中用了对比手

法，把西湖的晴天与雨天进行对比，仿佛一幅美丽的画，你

从画里看到了什么？”在问题的启发下，学生结合自身的感

受，通过反复诵读，厘清思路，感悟情感。 由此可见，以读

代讲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它有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

语言习惯和思维能力，从而提升其语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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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拓展阅读范围，升华诗词情感

在语文古诗词教学中，教师不能把目光仅局限于教材

上，而要站到学生的角度来理解和感悟，拓宽教学范围，丰

富教学内容。 在课外古诗的选择上，可从诗歌内容、形式

等方面进行拓展。 通过诵读、仿读等方法让学生体会诗歌

意境，感受诗歌情感。 在课堂讲授方面，可采用“点”与

“线”相结合的方式，将知识点化成线，引导学生梳理脉

络、归纳要点，使之条理化、系统化。 尽量以贴近教材古

诗意境、内容的课外诗词为主。 实际教学要结合以下几

点：其一，加强课内延伸，注重知识的系统性，做到纵向联

系。 另外，在学习过程中要注意对课文进行分析、评价，

以便加深对古诗的记忆，同时，也可为今后继续阅读积累素

材提供参考。 其二，牢牢把握课外资源与课内教材的联系

与共同点，力求相互结合。 例如，在人教版小学二年级语

文上册《望庐山瀑布》一课的学习中，教师可引导学生学习

其他李白的作品《早发白帝城》《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等，通过分析、比较这些作品中所表达出的思想感情，掌握

作者的思想内涵。 同时，在学习相关诗文时，可以尝试运

用自己熟悉的生活背景及身边的事物来展开想象，从而更好

地理解文章的中心思想。 总之，在挖掘课内与课外古诗资

源时，教师要立足于课标要求，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既不

盲目拔高，又能兼顾不同层次的需求。

(四)利用多元智能理论，实现个性化教学

教育的关键是教师，教师应明确教学目标，要意识到教

育并非一成不变的。 在素质教育的大背景下，小学语文教

师必须转变思想，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积极寻求一条适合

当代教育的发展之路。 传统教学中，教师往往将自己当作

教学的主体，忽略学生的主体地位。 导致很多学生没有掌

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对古诗词学习不感兴趣。 多元智能理

论要求教师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作为学习的主

人。 同时，教师积极与学生展开交流，根据不同学生的理

解能力制定适合的教学计划。 教师要尊重理解学生的差

异，鼓励学生。 例如，在人教版小学六年级语文下册《石

灰吟》一课中，本节课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正确流利地阅读

全文，并背诵相关诗句，能在教师的引导下翻译重点词句。

当教师让学生对重点词句进行翻译时，可以邀请不同学习能

力的学生，帮助学生找差距，找方法。 当学生回答错误

时，不要批评，耐心引导学生找出问题。 不仅能提高学生

的自信心，还能加深学生对诗词的印象，提高其古诗文翻译

能力。

(五)构建古诗词学习框架，加强学生思维的深刻性

现阶段，小学语文教师在授课时主要依靠口述和板书为

主，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深化，思维训练教学逐渐深入语文课

堂中。 要想提高古诗词教学质量，教师应构建古诗学习框

架，使学生能通过情境挖掘更深层次的知识。 在构建框架

时，教师应深入研读教材，使框架能建立在教材的基础上。

具体而言，要根据古诗主题选择合适的切入点，抓住关键词

句或情节设置合理有效的问题，引导学生展开思考。 例

如，在人教版小学六年级下册《春夜喜雨》一课中，课前组

织学生一同朗读此诗，待学生对故事有大致了解后，教师询

问：“同学们，你们认为春天的雨与其他季节的雨有什么不

同？”“用一个词概括诗中春雨的特点。”之后，让学生根据

古诗主旨与作者的思想情感绘制思维导图，在框架图的指导

下，学生能进行深度学习。 这样一来，既留给学生足够的

思想空间和想象空间，也有助于发散其思维，养成良好的思

维习惯。

结束语

综上所述，意象是一首古诗的核心，更是表达诗人情感

的最佳体现方式之一。 在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中，教师应

营造相关意境，带领学生走进意境，聚焦思想，进行反复有

针对性的思维训练。 也就是说只有激发其学生对古诗文学

习的兴趣，才能让他们了解到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教师应深入挖掘思维训练的可行性，将新型教育理念融入具

体的教学中，不断优化课堂整体构建，为学生营造良好的课

堂氛围，使诗词教学发挥其最大优势，让课堂不再沉闷、枯

燥、乏味，提升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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