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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下小学古诗词教学中学生鉴赏
能力的培养策略

●宁小会

　　

[摘要]古诗词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以及古代文人墨客的智慧结晶,具有音律动人、句式整齐、情感丰

富等特点,在小学语文学科教学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需要教师灵活运用多种形式的教学手段,带领学

生深刻体会与鉴赏古诗词中蕴含的精神和价值内涵,以充分发挥古诗词的鉴赏价值和艺术感染力,促进小学

生鉴赏能力与语文素养的稳步提升.基于此,本文围绕小学古诗词教学的现实意义展开研究,深入分析新课

标下小学古诗词教学中学生鉴赏能力的培养策略,希望能为相关教育工作者提出一些与众不同的教学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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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课标下，以素质教育理念、人本理念为代表的现代

化教育理念深入人心。 同时，小学语文学科教育目

标、知识内容和教学形态均发生了诸多颇具创新的变化。

其中，古诗词作为小学语文学科教学中必不可少的重要板

块，着力优化古诗词教学方式方法，能够锻炼学生对古诗词

的理解与鉴赏能力，还能够涵养学生的人文情怀以及对古典

文化的热爱，使其深刻领悟到古诗词独特的文化之美、语言

之美、情感之美和哲学之美。 然而，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

看，在小学古诗词教学中依然面临着古诗词鉴赏能力培养的

目标不明确、内容失衡、教学方式固化等问题，限制了小学

生鉴赏能力的培养和发展。 由此可见，加强对新课标下小

学古诗词教学中学生鉴赏能力的培养策略研究具有深远

意义。

新课标下小学古诗词教学的现实意义

在小学语文学科教学中，加强对古诗词的学习，一方

面，可以凭借古诗词篇幅短小、语言凝练、句式整齐等特

点，在帮助学生积累丰富古诗词内容的基础上，不断提升学

生的审美感知能力与审美情趣，使其逐步形成良好的审美意

识。 另一方面，可以凭借古诗词中蕴含的丰富哲理，引导

学生积极发挥想象和联想，使其深刻体会到诗中语言的情感

内涵与哲理，不断锻炼学生的品格，从而促进学生鉴赏能力

与核心素养的双向发展。

新课标下小学古诗词教学中学生鉴赏能力的培养现状

随着我国教育教学体制的持续深化改革，新课程标准对

小学阶段古诗词的教学提出了更高水准的新要求，需要教师

主动转变自身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思维，将传统教学形式中的

吟诵注入古诗词教学中，在引导学生初步把握古诗词的内涵

与意境的同时，使其深刻领悟到古诗词的艺术魅力，最终品

味到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但是，受传统教学思想的

束缚，小学古诗词教学的整体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在培养学

生鉴赏能力的过程中依然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细节问题。

具体来讲，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古诗词鉴赏能力培养的目标指向不明确。 在当

前的小学古诗词教学中，部分教师对古诗词鉴赏能力培养的

关注度不足，过于关注知识目标的达成，没有综合考虑班级

学生的实际情况，从而制定科学、有效的教学计划，对古诗

词中值得学生进一步鉴赏的思想情感一笔带过，这就导致小

学古诗词教学的目标指向不明确。 久而久之，势必会限制

学生鉴赏能力的培养和发展。

第二，古诗词鉴赏能力培养的内容设置不合理。 在培

养小学生古诗词鉴赏能力的过程中，由于部分教师自身的鉴

赏能力不足，对古诗词的理解仅停留在表面，在实际的古诗

词鉴赏能力培养中过于关注诗词本身，对古诗中蕴含的深意

知之甚少。 并且教学内容仅局限在教材文本的讲解、分析

上，没有对教学内容进行适当拓展，这就导致古诗词鉴赏能

力培养的内容设置不够合理，不利于学生审美鉴赏能力的

提升。

第三，古诗词鉴赏能力培养的方式陈旧滞后。 纵观现

阶段小学古诗词教学的整体情况不难发现，部分教师依然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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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模式，没有对新课程标准和教材教参等

一系列文件书籍进行细致的分析与深入的研读。 加之缺乏

对现代教育资源的科学运用，尚未基于班级学生的实际情况

制定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案，也没有利用各种先进的教学设备

进行辅助教学，这就使得古诗词教学效果不够理想，进而很

难实现对学生鉴赏能力的有效培养。

第四，学生认知模糊，学习动机较为薄弱。 在小学阶

段的古诗词教学中，绝大多数学生对自己现有的能力水平认

知比较模糊，并且缺乏良好的学习动机，没有深刻认识到学

习古诗词的重要性及必要性，不愿意主动学习和鉴赏古诗

词。 加之受限于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因素的影响，一些学

生遇到难以理解的古诗词，就会借助电子设备检索答案，但

是对正确答案的解析缺乏思考。 长此以往，小学古诗词教

学中学生鉴赏能力的培养与提高就更加难以实现。 因此，

如何在小学古诗词教学中培养学生的鉴赏能力，现已成为新

课标下小学语文教师亟待解决的热点议题。

新课标下小学古诗词教学中培养学生鉴赏能力的策略

(一)组织吟诵教学，感受诗词节奏韵律之美

新课标下，要想保证小学古诗词教学的有效性，促进学

生鉴赏能力的培养和发展，小学语文教师应当主动摒弃陈

旧、滞后的教育理念与教学思维，明确新课标的相关要求。

并基于不同古诗词的教育目标，深入分析古诗词中蕴含的价

值底蕴与思想情感，巧妙运用多媒体设备，组织开展多种形

式的吟诵教学活动。 如播放一些名人或经典的吟诵视频，

让学生在聆听过程中逐步掌握诗词的节奏韵律、音节轻重，

以及句中停顿的位置与长短，然后通过观看视频，或者在教

师的示范朗读下进行反复的朗读练习。 在保证学生流利地

朗读、背诵诗词的基础上，尽可能达到“发音标准、停顿正

确、感情充沛”的朗读要求。 与此同时，考虑到古诗词所

涉及的知识内容比较晦涩难懂，要想帮助学生更好地完成对

古诗词内容的深刻记忆和理解，促进学生鉴赏能力的快速发

展，教师应当巧妙利用微课视频，将古诗词内容转变为直

观、形象的微课视频。 并借助多媒体设备营造与古诗词内

容相关的画面氛围和背景，让学生在充满古典韵味的良好氛

围中自然而然地进入吟诵状态，并在反复的吟诵中深刻体会

到诗人所传达的精神和情感。 从而循序渐进地培养学生的

审美鉴赏能力，使其在古诗词学习中感受到诗词的节奏韵律

之美。

首先，以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这首古诗的教学为

例，要想保证学生迅速进入吟诵学习的状态，教师应先利用

现有的教学资源和教学设备，使用多媒体设备播放与本首古

诗相关的视频、音频和图画，让学生通过观看图画和视频，

了解到本首诗的相关背景与画面氛围特点。 其次，教师可

以让学生结合自身对这首诗的理解，感受这首诗的节奏、韵

律和吟诵方式，并尝试跟随视频按照正确的音律节奏进行吟

诵：“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

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在反复的吟诵过程中，

学生逐步掌握这首诗的节奏、停顿和韵律，进而有感情地诵

读和背诵这首古诗。 最后，教师应利用多媒体设备创设与

诗词内容相关的教学情境，让学生在观看视频、图片的过程

中感受到雨后西湖的朦胧，以便更好地理解苏轼对西湖美景

的喜爱之情，真正让学生在美的体验过程中发展自身的审美

鉴赏能力。

(二)利用读写结合，领悟诗词语言精练之美

首先，为了更好地促进小学生古诗词鉴赏能力的培养和

发展，教师应根据古诗词教学特点与班级学生的基本学情，

巧妙利用读写结合的教学方法，引领学生领略、品味诗词语

言的精炼之美。 例如，在学习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

北》这首古诗词时，教师可以先带领学生吟诵全文，让学生

对全诗的大致意思形成初步认识。 其次，再借助多媒体设

备将教材文本中的内容转化为生动形象的图片、音频和视

频，让学生在多媒体的辅助下，更好地了解到本首诗是５２
岁的杜甫在听到“安史之乱”被平定这一消息后所作，通篇

语言平实且感情奔放，字里行间流露出了诗人无限喜悦兴奋

的心情。 紧接着，教师可以联系杜甫青年时期所作的《望

岳》以及５６岁时所作的七律《登高》，详细讲述不同时期杜

甫的心境以及在诗中蕴含的情感，以此来让学生了解到诗词

语言的精炼之美。 最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杜甫的资料

展开收集，并选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漫卷诗书喜欲

狂”这一句中的“狂”字，鼓励学生用“狂”字进行创作，

这样不仅能够强化学生对古诗词内容的理解和感悟，持续锻

炼学生的自主解读诗词能力，使其更好地揣摩和推敲古诗词

的节奏韵律以及蕴含的哲理，还能够增强学生对古诗词内涵

的领悟和感知，从而促进学生鉴赏能力的快速发展。

(三)触发联想想象，欣赏感悟诗词意境之美

事实上，古诗词之美不仅仅在于听觉层面的韵律美，还

在于诗词营造的意境之美，即诗句中的事物、景物蕴含的某

种氛围，可以让学生在吟诵、鉴赏诗词内容时产生想象、联

想、回忆等心理活动，从而深刻触动小学生的鉴赏体验并引

起与作者的情感共鸣。 所以，在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中，

要想有效实现既定的教育目标，持续发展学生的语言应用素

养和鉴赏能力，教师应当通过内容扩充、鉴赏指导等方法，

触发学生的想象和联想。 这样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语文思

维与探索欲望，还能够让学生在鉴赏诗词的过程中感悟到诗

词的意境之美，以便更好地发展学生的鉴赏能力及文化

素养。

比如，在学习辛弃疾的《清平乐 村居》这首诗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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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可以首先详细介绍这首诗的创作背景、创作方法、诗词内

容和主题思想，帮助学生了解到这首诗描绘了农村一个五口

之家的居住环境、劳动和生活的画面。 其次，教师可以引

导学生发挥想象力，鼓励学生从诗歌内容、写作技巧等方面

进行梳理，引导学生认识到这首诗所讲述的具体内容，即诗

词通过描写矮小的茅草房屋、碧绿的青草、清澈的小溪等景

象，营造一种清新秀丽的良好氛围，暗示了农村生活的和

谐、惬意，给人一种诗情画意的感觉。 最后，教师可以通

过“内容扩充”的方式，让学生围绕这首诗词中所描述的内

容，展开想象进行二次创作，以此来调动学生参与古诗词学

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能够更好地欣赏、感悟诗词的意

境之美。

(四)创设趣味情境，品味诗词意蕴内涵之美

基于小学生发散性思维与鉴赏能力的发展特点，在实施

小学古诗词鉴赏教学时，教师应高度重视对文字素材、历史

文化背景等内容的深度解读，并通过创设多种形式的趣味教

学情境，降低古诗词理解与鉴赏难度，引导学生更好地感受

古诗词的艺术感染力和鉴赏价值，进而更好地发展学生的审

美鉴赏能力以及核心素养。 与此同时，在古诗词教学活动

中，教师应围绕诗词情感铺陈教学内容，带领学生深入挖掘

诗词背后蕴含的意蕴内涵和情感。 这样一来可以有效提升

学生的鉴赏能力，深化学生对古诗词的深刻理解；二来可以

陶冶学生的审美情操，逐步增强学生对古诗文内涵的感知

能力。

以《石灰吟》这首古诗的教学为例，教师可以先结合诗

文内容与主题内涵，创作《石灰历险记》这一故事，并结合

故事内容引导学生思考石灰具有怎样的品质，借此来帮助学

生形成对诗文内容的初步了解。 紧接着，教师可以巧妙利

用多媒体设备，播放与这首诗相关的视频或音频，以直观、

想象的教学情境引领学生展开对这首诗的深度学习，使其逐

步掌握这首诗蕴含的情感和价值底蕴，帮助学生树立起远大

的人生志向，逐步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以达到理想的教学

目标。 在完成这首诗的教学后，教师应当根据这首诗的主

题内涵，联系现实生活实际，引导学生理解石灰所经历的痛

苦，使其更好地感受诗人传达的情感，并让学生贴近作者的

情感，思考现实生活中像石灰一样坚强的革命先烈，借此来

强化学生对诗词内容的深刻理解，进而以文学鉴赏感受、品

味诗词的意蕴内涵之美。

结束语

综上所述，新课标下小学古诗词教学中，强化对学生鉴

赏能力的培养具有较为深远的现实意义，是小学语文学科教

学创新改革，以及深入贯彻落实新课标相关要求的重要体

现。 因此，小学语文教师必须高度重视古诗词教学策略的

创新研究，结合小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认知需要以及古诗

词教学的特征，通过巧妙利用多媒体设备组织吟诵活动、触

发学生想象联想、创设多种趣味教学情境等措施，不断提高

古诗词教学的有效性，引导学生逐步形成良好的语文思维与

鉴赏能力。 使其深刻感悟、体会到古诗词背后蕴藏的价值

内涵，进一步夯实小学生的语文学习基础，促使小学生的语

文核心素养获得全方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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