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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 “古”味:小学高年级小古文教学探析

●韩婷婷

　　

[摘要]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小古文”占据一席之地,其也是小学语文教学中重要的内容.但不可否认的

是,当前,小学高年级小古文教学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未能提升小古文教学的有效性.因此,教师应该让小古

文教学真正回归“古”味,通过采取高效可行的小古文教学措施,确保小古文教学工作提升学生的语文学习效

果,并推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进一步传承及发展.基于此,本文主要对小古文进行介绍,分析了小学高年

级小古文教学的重要意义,并提出小学高年级小古文教学回归“古”味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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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素质教育的背景下，语文教师应该认识到小古文教

学的积极作用。 由于小学阶段学生的理解能力以及

思维水平等还有待提升，学生在理解小古文时容易遇到一些

问题。 学生若是难以解决这些问题，久而久之，就容易对

小古文学习产生抗拒的情绪，从而难以提升小古文的教学效

果。 因此，教师应该深入研究小古文教学的方式，激发学

生学习小古文的兴趣。 这有利于提升学生学习小古文的效

果，保障学生后续语文学习的顺利进行。

小古文介绍

小古文虽说属于文言文，但是它和文言文还是存在着一

定的差别。 如文言文是基于口语训练所产生的书面语言，

其内容的理解难度比较大。 而小古文的篇幅往往较短，其

内容比较容易理解，也表现出一定的趣味性。 将小古文融

入小学语文教学中尤为适合，可以使学生在学习小古文的过

程中，感受到古汉语语言的韵味和美感，提升学生的语文

素养。

小学高年级小古文教学的重要意义

其一，通过开展小古文教学，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语文

的兴趣，发扬及传承我国的传统文化。 教师采取趣味性的

教学手段，提高小古文教学的有趣性，可以提高学生对小古

文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使学生在小古文课堂学习中展现自

身的学习能动性，推动学生高效理解语文知识。 在小古文

中会涉及我国的传统文化，涉及古人的道德修养和情感情操

等方面的内容。 这些内容有利于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激励学生主动发扬我国的传统

文化。

其二，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审美水平。 在小学语文教学

中，教师若想提高学生的审美水平，并非朝夕之间可以实

现，而是需要学生进行持之以恒地学习。 小学阶段正是夯

实学生审美基础的重要阶段，教师应该采用合理的方式夯实

学生审美基础，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 而教师开展小学高

年级小古文教学，则有利于实现这一目标。 在许多的小古

文中涉及一些传统文化的内容，在学生进行多次学习后，能

够领会其中语言运用的巧妙之处，作者情感融入的充沛之

处，以及意境展现的美好之处等，进而可以使学生在小古文

学习过程中逐步掌握赏析优秀文学作品的方法，提升学生的

审美水平和阅读理解能力。

其三，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学生思维能力的

提高不能脱离于语言的应用和建构。 小学高年级语文教材

中的小古文，不管是在文化方面、语言方面，还是在形象方

面的精髓之处，均能够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学生学习小

古文不但可以进行知识运用、认知理解等方面的思维训练，

也能够进行关于创造、探析等更高难度的思维训练，从而提

升学生的思维能力。

回归“古”味:小学高年级小古文教学策略

(一)示范讲解

小学高年级学生相较于中低年级的学生而言，其在理解

能力和感知水平等方面虽有所提升，但就整体来看，还是处

在相对薄弱的阶段。 教师在进行小学高年级小古文教学

时，应该将示范讲解作为重点，要讲透小古文重要的知识

点，保障学生对小古文的学习效果。 小古文在叙述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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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上和现代文的文本表达有着明显的差别。 教师应该结

合学生的语文学习情况，科学制定教学的方式方法。 在落

实小古文教学时，教师可以利用实物展示的方式，使学生在

学习中能够保持较高的专注度。 教师还可以引入相关的典

故，不断提高学生在小古文学习中的积极性。 这不仅可以

提升学生学习小古文的效果，也有利于教师实现小学高年级

小古文教学的重要目标。

例如，在讲解《自相矛盾》这一篇小古文时，教师就可

以进行示范讲解，通过实物展示的方式呈现给学生。 如教

师提前准备好用纸制作的小盾牌、钢铁材质的小长矛。 在

课堂教学中，教师说：“我的盾牌和长矛都无人可敌”，随

后，教师可以让学生拿粉笔或是圆珠笔作为长矛，刺向小盾

牌，看看到底能不能刺破盾牌。 之后，学生就会发现圆珠

笔、粉笔不能将盾牌刺穿。 这时，有的学生就会心领神

会，会询问教师：“用你的长矛是否能够刺穿你的盾牌？”这

种方式有利于营造出积极的课堂氛围，使学生能够主动投入

到课堂学习中，深入理解“自相矛盾”是什么意思，促进学

生理解本节课的重点字词，掌握翻译小古文的方式。 教师

还可以激励学生通过现代语言来讲述自相矛盾的故事，深化

学生对本文内容的记忆和理解程度，更利于保障小学高年级

小古文教学的质量。

(二)情感诵读

正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教师在开展小学高年

级小古文教学时，应该认识到诵读的重要作用。 教师在引

导学生进行诵读的过程中，应该向学生讲解有效的诵读方

式，使学生在诵读的过程中更切实地体会到小古文的韵味和

魅力。 一方面，教师要先富有感情地诵读小古文，引导学

生关注教师在诵读时是怎样把握诵读节奏的、是如何进行停

顿的、是怎样控制语气的。 随后，教师再让学生结合所学

的诵读技巧加以模仿，使学生渐渐摸索出诵读小古文的相关

技巧；另一方面，教师还可以应用多媒体设备，为学生播放

专业人士诵读小古文的视频片段，还可以配合播放相关的诵

读音乐作为情感的引发要素，使学生在诵读小古文时，能够

准确地把控好诵读的节奏等。 这有利于学生在诵读的过程

中深入领会文中所蕴含的道理及情感等。

例如，在讲解《两小儿辩日》时，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

设备播放适合的音乐，使学生在音乐背景下练习诵读的语气

及节奏。 教师可以多次播放小古文诵读的音频或视频，以

便使学生可以反复练习小古文的诵读技巧。 同时，教师播

放诵读视频可以使小古文课堂具备浓郁的诵读氛围，提高学

生学习小古文的积极性。 学生学习小古文，有助于学生了

解古代人对奇妙自然现象的探索和求知精神，使学生认识到

学习是没有止境的，从而使学生在往后的学习中也会更加主

动地进行探索和求知，不断提高自身的学习成效。

(三)小组合作

在传统的小学高年级小古文教学中，部分教师通常会采

取“灌输式”的教学手段，使学生处在“单独奋战”的状态

下学习小古文。 殊不知，这种教学方式很容易削弱学生的

学习效果，也会影响到学生之间的有效互动，不利于提升学

生的合作学习能力。 学生是否具备合作学习能力会对学生

往后的学习产生一定的影响。 因此，教师在开展小学高年

级小古文教学时，可以采取小组合作的教学方式，促进学生

在小古文学习中的有效互动，提升学生学习小古文的成效和

学生的合作学习能力等。 一方面，教师需做到将学生正确

地划分小组，确保各个小组之间在小古文学习基础和理解能

力等方面能够有所均衡；另一方面，在保障小组的划分效果

后，教师还应该给各个小组制定相应的学习主题，分配合理

的学习任务，使学生以组为单位进行探讨与分析，做到高效

性、准确性地完成学习任务。 教师也可以结合学生对小古

文的学习需求等，在课堂中开展互动性的活动，进一步提升

学生学习小古文的效果，提高小古文教学的质量。

例如，在讲解《伯牙鼓琴》时，教师在将学生进行分组

后，可以向学生提出以下问题：“同学们，谁知道伯牙鼓琴

是什么意思？ 在这篇小古文中描绘了哪些内容？ 是什么因

素导致伯牙绝弦？”针对这些问题，学生可以小组讨论的形

式共同探讨老师的问题，以便摸索出清晰具体的学习脉络，

使学生在分析上述问题的过程中，可以深刻领悟《伯牙鼓

琴》这一小古文的内涵。 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叙述钟子期为

何能够成为伯牙的知己、本篇小古文讲述了哪些道理。 通

过教师的引导，学生在学习《伯牙鼓琴》一文后懂得要珍惜

自己的“知音”，学生在小组合作学习中也会主动与其他组

的同学紧密配合，一同探讨学习问题，从而提升学生合作学

习的能力。

(四)读写结合

在小学高年级语文教学中，“读写结合”对学生学习小

古文而言至关重要。 在小古文教学中，在学生较好把握小

古文中的内容后，教师还应该让学生投入到读写训练中。

例如，让学生围绕小古文内容来创编相关的故事，学生可以

用现代文的语言表达方式创编小古文的内容。 需要明确的

是，这种创编方式并非对小古文内容的直接翻译，而是需要

学生结合小古文编写故事性的内容，要具有一定的语言色

彩。 教师可以制定关于读写的规则和要求，使学生在不断

创作的过程中，加深对小古文内容的理解。 读写结合训练

对提升学生学习小古文的效果具有明显的作用，教师应该巧

妙组织读写活动，以便激发学生学习小古文的兴趣。 同

时，这种方式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语文阅读和写作能力，有助

于高效实现小学语文教学的相关目标。

例如，在讲解《书戴嵩画牛》时，教师可以引入读写结



基础教育　　Jichu Jiaoyu

２０２４．１７　 前卫 　　６７　　　

合的内容，并制定出创编要求和任务：讲述在《书戴嵩画

牛》这一小古文中展现出了怎样的故事。 随后，学生会厘

清故事的情节，在故事创编的过程中，利用丰富的表达方式

来体现文章的故事性。 在学生完成故事的创编后，教师可

以让学生在课堂中读一读自己的创编作品。 针对创编水平

较高的学生，教师要及时表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

在小古文课堂学习中的参与程度。 这种方式可以提高学生

学习小古文的效果，提升学生对古文内容的翻译和创编

水平。

(五)学习反思

在小学高年级小古文教学中，教师可以向学生融入古文

哲理，促进学生的有效思考，使学生能够在课堂中学有所

获。 这种方式能够使学生进行较好的学习反思，以便及时

改善自身的不足之处，从而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 在展开

小古文教学时，教师应该认识到学习反思环节的重要性，为

学生深度学习小古文知识创造更多的可行条件。 教师在引

导学生学习古文哲理的过程中，应该先让学生理解小古文的

内容，再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和总结，使学生构建完善的学习

认知体系，充分领悟小古文所表达的思想和主旨。

例如，《学弈》文中描绘出了两人在学习下棋时，其中

一人聚精会神、认真学习，而另一人较为懈怠、懒散，导致

两人学习下棋的效果存在较大差别。 学生在阅读《学弈》

这一小古文时，教师应该引导学生进行有效的学习反思，让

学生反思自身的学习状态，说说其在学习过程中是否存在懈

怠、懒散的情况，使学生受到小古文的正向引导，改掉自身

不良的学习习惯。 教师的这种引导方式也发挥了小古文教

学的深层次作用。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当前的小学高年级小古文教学中，教师应

该尽己所能地使小古文教学回归“古”味，使学生感受到小

古文的节奏之美和语言之美等古文魅力，从而激发学生学习

小古文的兴趣，促进学生语文学习的整体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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