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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高阶思维的小学古诗词教学优化路径研究

●谢玉兰

　　

[摘要]现代教育范式下,小学语文教学特别注重通过古诗词等经典文本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将其视为

提升综合素养的关键途径.古诗词教学作为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承载着语言技能的传授,更

是高阶思维培养的有效途径.传统教学模式侧重于低阶认知活动,如记忆、理解与简单应用,虽有助于奠定

语文基础,但对学生深层次思维潜能的挖掘有限.现代教育理念倡导超越基础认知层次,深入探索如何在古

诗词教学中融入分析、评价和创造等高级认知维度,以适应新的时期对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教师应致力于

构建一个能够激发学生批判性和创新性思考的学习环境,使他们在领略古典文学精髓的同时,发展出更为复

杂的认知结构和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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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现代教育理论体系中，思维能力作为语文核心素养

的关键维度，尤其高阶思维能力，占据着认知层次

的顶端位置。 它强调超越表面的信息处理，深入到知识的

理解与创新应用层面，对促进深度学习至关重要。 古诗词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不仅浓缩了历史的智慧和民族的

精神内涵，而且是培养学生审美情趣与文化认同感的重要媒

介。 小学阶段的古诗词教学，肩负着开启学生心智、丰富

其文化积淀以及提升其思维品质的任务。 此阶段的教学实

践应致力于构建一个有利于激发学生批判性思考和创造性表

达的学习环境，通过引导学生深入探究诗词背后的文化意义

和哲学思想，实现从简单记忆向复杂理解的转变。 本文聚

焦于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古诗词内容，探讨如何在培养

高阶思维能力的视角下优化教学设计，旨在为提升学生的综

合语文素养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确保他们在掌握古典

文学精髓的同时，发展出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认知能力和文

化视野。

高阶思维的内涵及在小学古诗词教学中的重要价值

高阶思维的概念，根植于布鲁姆的“认知层次理论”。

该理论将认知活动细致划分为六个层面：记忆、理解、应

用、分析、评价和创造。 这些层面由浅入深，逐步递进，从

低阶的认知操作如记忆与理解，过渡到更高层次的思考方

式——分析、评价与创造。

在小学古诗词教学中，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显得尤为重

要。 它不仅是学生理解和欣赏古典文学的基础，更是个人

思维发展的重要标志。 通过古诗词的学习，学生被引导超

越文本表面，探索诗人情感世界的深处，体验语言艺术的魅

力。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需要运用分析技巧，解析诗歌的

结构、意象和韵律，揭示作品背后的文化和社会背景。 这

种分析通过对诗歌元素的深刻洞察，形成连贯的思维链条，

促进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同时，古诗词教学鼓励学生质

疑现有解释，挑战权威观点。 这要求学生具备批判性思

维，能够在尊重经典的同时保持开放的态度，通过逻辑推理

和合理论证来审视不同的解读。 这一过程有助于学生建立

更加全面和深刻的文学鉴赏力，使他们在面对复杂的信息时

能够进行有效的判断和选择。 批判性思维让学生学会从多

个角度审视问题，培养了他们的个性思维和创新能力。 更

重要的是，创造性思维在古诗词学习中占据了核心位置。

它鼓励学生跳出传统框架，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社会观

察，以全新的视角去诠释古代作品。 无论是通过写作、绘

画还是音乐等形式表达对古诗词的理解，创造性思维都推动

着学生勇敢地探索未知领域，积极尝试新的表达方式。 这

样的学习过程不仅加深了学生对古诗词的认识，也培养了他

们勇于创新的精神，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指向高阶思维的小学古诗词教学的基本原则

(一)开放性原则

在旨在培养高阶思维能力的小学语文课堂中，开放性原

则占据核心地位。 此原则强调打破传统教学模式的封闭性

限制，为学生提供更为广阔的认知探索空间。 开放性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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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环境能够有效促进学生的情感、兴趣及内在驱动力的发

展，这些因素对于高阶思维能力的形成至关重要。 通过创

建一个充满活力和创新的教学体系，教师可以引入多样化的

教育理念与方法，使得语文课堂活动更加生动且富有变化。

(二)连贯性原则

小学语文教材的教学内容相对基础，但由于涵盖的知识

类型广泛且复杂，这一阶段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 尤其在

古诗词教学方面，教师需要引导学生深入研读文本，理解其

深层含义，并掌握其中涉及的各种语言要素如词汇、句式、

篇章结构以及主题思想等。 然而，由于这些知识点的学习

往往涉及听、说、读、写等多个维度，很容易造成学生思维

上的碎片化。 因此，在设计以高阶思维为导向的教学方案

时，教师必须重视连贯性的原则，即在规划教学流程时，需

着眼于整体知识框架的构建，找到不同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

系，使学生的学习过程呈现出连贯性和系统性。

(三)渐进性原则

在小学语文教育实践中，尤其是古诗词教学领域，高阶

思维能力的培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经历一个循序渐进

的过程。 研究表明，一些教师受制于应试教育的影响，在

教学过程中过于关注知识点的记忆和反复练习，忽视了对学

生思维能力的引导和发展。 这种做法使得学生缺乏对问题

进行深度思考的机会，所获得的知识停留在表面层次，难以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理解和应用。 鉴于此，为了促进高阶思

维能力的发展，教师应在教学设计中体现渐进性原则，即重

视学生思维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包括但不限于分析、综合、

评价和创造等活动。 通过精心设计的教学环节，教师可以

帮助学生建立起完整的思维路径，让他们能够在不断积累和

反思的过程中逐渐深化对知识的理解，最终实现从低阶思维

向高阶思维的转变。

指向高阶思维的小学古诗词教学优化路径

(一)拓展教学资源，培养学生探究思维

问题求解思维作为高阶思维的重要维度，强调学生在面

对复杂问题时能够有效地进行分析和解决。 对于小学生而

言，这种能力的培养不仅依赖于教师的指导，还需要通过丰

富的教学资源来构建解决问题的认知支点。 在小学语文教

学中，教师应巧妙地利用多媒体等现代教育技术，将抽象的

知识具象化，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从而帮助他们在具

体的学习中发展出问题求解的能力。

例如，在教授部编版小学语文五年级上册《示儿》这首

古诗时，教师可以开展一个旨在深化学生对文本理解的教学

活动。 课堂伊始，教师简要介绍陆游及其创作背景，特别

是他一生未竟的复国愿望，为学生理解诗歌的情感基调奠定

基础。 随后，教师提出核心问题：“为什么诗人临终前最牵

挂的是‘王师北定中原日’？”这一问题直接触及了诗歌的

情感核心——诗人至死不忘恢复大宋江山的愿望。

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教师引入了多样的

教学资源。 首先，播放了一段关于南宋历史背景的短视

频，这段视频不仅重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还解释了“王

师”“北定”的历史含义，使学生能够直观地感受到时代的

紧迫感与诗人的心境。 接下来，教师配以古典音乐，朗读

《示儿》，并通过投影展示一幅幅描绘南宋时期战争场景的

图画，从视觉上加深学生对诗句的理解。 同时，教师邀请

学生闭目聆听，想象自己置身于那个时代，感受陆游写下此

诗时的心情。

在完成这些感官体验后，教师引导学生积极开展讨论。

学生们结合之前观看的历史视频和个人感悟，积极发表看

法。 这样的讨论不仅激活了学生的想象力，也让他们更加

深刻地体会到诗人对国家命运的关注。 最后，教师总结

道，《示儿》不仅是陆游留给子孙后代的一份遗愿，更是表

达了他热爱国家的真挚感情。 通过这一系列的教学活动，

学生们不仅掌握了古诗词的相关知识点，而且学会了如何运

用多源信息来解析复杂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个

过程中锻炼了自己的问题求解思维，提高了分析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

(二)掌握认知冲突，培养学生批判思维

批判性思维是高阶思维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要

求学生能够理解文本的表面意义，更强调对文本内容进行深

层次的审视和分析。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巧

妙设计的问题引导学生质疑文本、反思自身的认知，从而激

发他们的批判性思维。 这种教学方式有助于打破小学生

“从师性”强的特点，鼓励他们独立思考，提高思维的敏捷

性和深刻性。

例如，在教授部编版小学语文四年级上册《题西林壁》

这首古诗时，教师可以开展一个旨在培养批判性思维的教学

活动。 课堂开始，教师简要介绍苏轼及其创作背景，特别

是他被贬黄州期间的心境变化，为学生理解诗歌的情感基调

打下基础。 随后，教师引入核心问题：“为什么诗人说‘不

识庐山真面目’？ 这与我们平时观察事物的方式有何不

同？”这一问题直接触及了诗歌的核心思想，即从不同角度

观察同一事物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为了引发学生的认知冲

突，教师展示了一幅从不同视角拍摄的庐山风景图集，并提

问：“当我们站在山脚下、山腰和山顶看庐山，看到的景色

是一样的吗？”学生们很快意识到，由于位置的不同，每个

人看到的庐山面貌都不尽相同。 接下来，教师进一步引导

学生思考诗句中的哲学意蕴：“那么，苏轼所说的‘横看成

岭侧成峰’又意味着什么呢？”这个问题促使学生超越字面

意义，思考作者想要传达的更深层次的信息——即视角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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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影响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

接着，教师提出更具挑战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只从一

个角度去看待事物，会不会错过其他重要的信息？”这一问

题旨在激发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使他们认识到单一视角的局

限性。 此时，有学生提出了疑问：“老师，既然每个角度看

庐山都不同，那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庐山呢？”这是一个典

型的认知冲突点，教师抓住这个机会，组织一场小型讨论，

让学生表达自己的看法。 有的学生认为，“真实”的庐山应

该是所有视角的综合；而另一些学生则觉得，真正的庐山存

在于每一个独特的视角之中。

最后，教师总结道：“正如苏轼所言，‘只缘身在此山

中’，我们往往因为置身于某个特定环境中，而难以全面地

认识事物。 因此，《题西林壁》不仅是对自然景观的赞美，

更是对我们思维方式的一种启示。”通过这样的教学活动，

学生们不仅加深了对古诗词的理解，还学会了如何从多角度

审视问题，培养了批判性思维能力。 同时，这种教学方法

也促进了学生个性化的思考，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逐渐形成

独立思维的能力。

(三)开展实践活动，培养学生创造思维

创造性思维是高阶思维的重要体现。 对于小学语文教

育而言，培养学生的创造潜能不仅有助于提升其文学鉴赏能

力，更能促进其综合素养的发展。 在古诗词教学中，教师

可以通过创设贴近生活的实践情境，鼓励学生对文本进行深

度解读和再创作，以此来实现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例如，在教授部编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上册《西江月·夜

行黄沙道中》时，教师可以开展一场名为“穿越古今，对话

辛弃疾”的课堂实践活动。 活动伊始，教师先介绍辛弃疾

及其创作背景，特别是南宋时期的农村生活场景，为学生构

建了一个时空框架。 接着，教师播放了一段模拟夜晚黄沙

道行走体验的音频，其中包括虫鸣、风声等自然音效，配合

着轻柔的古典音乐，营造出一种静谧而又充满生机的氛围。

这不仅让学生仿佛置身于词中描述的情境之中，也让他们对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等诗句有了更为直观的

感受。 为进一步深化学生的理解，教师布置了一项创意写

作任务：请每位同学扮演一位现代的“辛弃疾”，记录下自

己夜晚漫步在家乡小路上的经历，并尝试用古诗词的形式表

达出来。 为了支持这项活动，教师提供了《西江月》的基

本格律和韵脚规则，帮助学生掌握古诗词创作的基本技巧。

同时，教师还鼓励学生查阅资料，了解更多的宋词知识，如

《西江月》属于慢词还是小令，以及其平仄要求等，以此丰

富作品的文化内涵。 最后，教师组织了一场小型的诗词朗

诵会，邀请同学们分享自己的创作成果。 在这个过程中，

学生们不仅展示了各自的才华，更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如

何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创造出具有个人特色的文学作品。

通过这样的实践活动，学生们不仅加深了对《西江月·夜行

黄沙道中》的理解，更锻炼了自己的创造性思维，提升了文

学创作的能力。 这种教学方法不仅符合新课标的要求，也

为学生未来的学习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结束语

在小学语文教育领域，古诗词教学作为培养学生高阶思

维能力的关键途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通过精心设计的

教学活动，教师不仅能够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古典文学的精

髓，更能激发其批判性思考与创造性表达的能力。 古诗词

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为学生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促

使他们在感悟诗意的过程中，实现认知结构的深化与思维能

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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