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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古诗词教学是其中的关键，既能够陶冶学生的情操，提

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又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基于此，论文介绍了小学语文古诗

词教学的相关内容，分析了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总结了相应的优化措施，

希望能够实现小学语文教学的有效性。

揖Abstract铱In theprocessof Chinese teaching in primary schools, the teachingof ancient poetry is
thekey,which cannotonlyedify students' sentiment, improv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literacy, but

also effectively stimulate students' imaginat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related

contents of the teaching of ancient poetry in primary school,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eachingof ancient poetry in primary school, summarizes the correspondingoptimizationmeasures,

andhopesto realize theeffectivenessofChineseteaching in primary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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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新课程改革教学日益推进的大背景下，教师需要加强

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尤其是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

需要将古诗词教学作为课堂教学的关键，但很多教师只注重

学生的语文学习成绩，将古诗词讲解的重点放在知识点中，单

纯地要求学生背诵，不重视学生对古诗词的理解[1]。因此，在

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关注学生对古诗词真

正意义的理解，使学生了解到更多中国的传统文化，提高学生

的表达能力和理解能力。

2 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1 古诗词教学无法和传统知识传播进行融合

在新时期的快速发展中，很多小学语文教师仍受传统教

学观念的影响，单纯地认为学生在古诗词学习过程中应使用

传统的死记硬背方式，要求学生大量背诵古诗词，且在古诗词

默写过程中不能出现错别字，忽略了学生审美情趣的培养，导

致学生无法真正理解古诗词的含义和诗人背后的创作意图。

这种教学方式虽然提高了学生的语文学习成绩，但无法有效

地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除此之外，在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过

程中，教师往往会点名学生背诵古诗词，很少有教师提问学生

表达对古诗词含义的理解，这样学生只能够单纯地进行记忆

性背诵，只了解古诗词的字面意思，无法触及作者在写作过程

中的思想情感。

2.2 学生缺乏对古诗词的正确认识

在小学语文古诗词课堂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师认为学生

的思维能力不成熟，只能理解古诗词的表面意思，无法掌握古

诗词表达的思想情感，很少涉及古诗词情感讲解的内容。而古

诗词学习不仅要求学生学习古诗词本身，更要掌握作者要表

达的思想情感和观点，注重小学生人文情怀的培养。同时，在

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求学生背诵古诗词并掌

握和理解古诗词表达的内容，有助于学生掌握更多作者相关

的作品，建立良好的古诗词学习框架[2]。

3 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的优化措施

3.1 创设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相关情境

在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定期开展相关

活动，建立多媒体教学平台，合理地设计小学语文古诗词活动

相关的内容，为学生建立活泼、有趣的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课

堂。例如，在古诗《村居》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发挥出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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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作用，组织学生参加春游活动，这样学生能够在大自然中

感受春天的景象，由学生用语言表达自己观察到的春天景象。

最后学生会结合自己观察的事物和教师利用多媒体制作的课

件对春天景色进行描述。这样一来，学生就能够积极参与到教

学活动中，提高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的整体效果。

3.2 提升教师自身的教学水平

在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改变传统的教

学模式，创新并优化自身的教学理念，将学生作为课堂教学的

主体，充分发挥出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教师还应该积极掌握更

多的专业知识，提高教师自身的综合素养和专业水平，使学生

积极参与到古诗词课堂教学中。除此之外，教师需要提高自身

的综合素养，掌握更多古诗词相关的知识，体会作者在写作过

程中表达的思想情感，并引导学生进行学习，提高小学语文古

诗词教学的质量。

例如，在《望庐山瀑布》古诗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强化学

生对古诗内容的理解，如其中描绘的庐山瀑布风景及作者表达

对大好河山的热爱和崇拜。同时，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需要

强化自身的专业知识，深入了解作者表达的情感，这样才能够

为学生营造良好的课堂教学环境。在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过程

中，教师还需要发挥自身的引导作用，使学生更好地理解作者

在古诗词中的思想感情，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加深对古

诗词相关知识的理解。

3.3 实行多样化的教学方式

在现代化社会的发展中，教师需要应用电脑等设备为教

学提供优质服务。在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为

学生播放古诗词相关材料，使其更加深入地理解和记忆所学

诗歌。为了激发学生的古诗词学习兴趣，教师需要充分利用多

媒体技术，并为学生播放古诗词相关的音频和图片，使其深入

古诗词的情境中，这样古诗词中表达的感情能够深入学生的

内心中，有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品质。除此之外，教师还需要

合理地安排教学时间，如在《春晓》《村居》《草》《春日》等与春

天相关古诗词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组织学生参加春游踏青

活动，让学生感受春天的风景，使其能感受到古诗词中描绘的

风景，提高小学古诗词教学的整体质量。

3.4 强化小学语文古诗词课堂的目标

在新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目标主

要是培养学生对古诗词的理解能力和对古诗词新教材的吸收

能力。教师需要强化教学大纲的分析和研究模式，将小学生的

日常生活和古诗词赏析过程进行有效融合，更好地理解并吸

收古诗词教学内容，积极、主动地学习、感受并创造，提高学生

的综合素养。例如，在《早发白帝城》古诗教学过程中，教师应

指导学生在头脑中构造“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的雄伟画面，并引导学生想象“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

重山”的奇妙美景，提高学生对古诗词的感悟能力和理解能

力。同时，在新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呈

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特点，各个教师都有独特的教学

方式，且学生的思考问题方式都存在很大差异。在小学语文古

诗词教学过程中，课堂教学是其中的关键，有助于教师和学生

建立良好的关系，教师需要加强和学生之间的沟通，了解学生

的实际情况，以此为基础开展教学活动，并结合实际情况对古

诗词中的内容进行联想，还要建立学生感兴趣的语文课堂，使

学生积极参与到古诗词课堂中。

3.5 注重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的课外拓展

在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过程中，教师只注重教材内容，忽

略学生对教材内容的理解。为了改善这一现状，教师需要掌握

古诗词教学的内涵，注重课外拓展，提高学生的文化水平[3]。

因此，教师需要做好以下工作：首先，多搜集古诗词相关内容。

教师在教授新课程之前，应引导学生查阅相关资料，利用上网

搜索方式准备古诗词教学的相关资料，有助于学生加深对古

诗词作者、时代背景和创作背景的理解。其次，多运用。小学语

文古诗词教学既要求学生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又要领悟

作者的文化情怀，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如语言表达能力、情

感表达能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教师需要组织学生参加相关

活动，如举办与古诗词教学相关的班会和诗歌比赛等。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需要将古诗词教

学作为重点，使学生掌握更多知识，提高小学生的审美情趣，

引导其将古诗词和日常生活进行融合。同时，教师需要学习更

多的相关教学知识，实行多样性教学模式，激发小学生的学习

兴趣，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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