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古诗词教学是一个难点。我

们要采取有效措施，帮助学生整合古诗词信息，使他们从更深

的层次理解古诗词信息，更好地呈现背景资料，全面提升学生

的语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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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词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精粹。 古诗词教学

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夯实学生的核心素养， 还能够使我国的优

质文化更好地传承下去。 但是纵观当前的公开课教学，很少涉

及古诗词，古诗词教学总是被教师当做一个简单、机械的“翻译

课”，没能帮助学生领会到古诗词的魅力所在，也没能将古诗词

蕴含的丰富意蕴渗透到学生的内在意识之中。 因此，在古诗词

教学中， 教师要选择一些与学生内在认知思维相近的教学策

略，充分激发学生的认知动力，使古诗词教学收到更好的效果。
一、整合古诗词信息

要想让学生从更深的层次去体悟古诗词的内涵， 我们必

须让他们全面关注诗人。 但是，在当前的古诗词教学中，很多

教师对诗人信息的呈现方式所采取的多数是直接揭示和生硬

的告知，或是让学生收集资料，采取机械的共享方式。 这种方

法没能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他们只能被动接受。 因此，我们要

选择巧妙的方式整合诗人的信息， 将其与古诗词的核心进行

巧妙的链接，使学生的认知能力得到长足的发展。
如学习李白所写的《望庐山瀑布》时，在课堂教学的导入

环境，我就为学生设计了一个“以词串猜诗人”的游戏。 首先，
我将一些词串写在了黑板上，分别是：青莲居士、唐代、《古朗

月行》。 然后，我让学生来猜一下哪个诗人与这些词串相符。 学

生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到了这些词串上，老师还没说完，他们就

纷纷叫出了“李白”。 虽然学生说出了正确答案，我也没有就此

停手，而是带着他们一起将猜测“升级”：“请大家来猜一猜，老

师还准备了哪些和李白有关的词呢？”学生纷纷举手想要回答。
有的学生说是“喝酒”，因为喝完酒，李白就会诗兴大发，写出更

加精彩的诗歌；有的学生说是“诗仙”，因为李白的想象力非常

丰富，他所写出来的诗就像仙人一样虚无缥缈。最后，我利用多

媒体的帮助将《望庐山瀑布》这首诗呈现在了学生面前，并结合

学生所提出的关键词“诗仙”，向学生提出了新的核心问题：“请

大家读一读《望庐山瀑布》这首诗，找出一些具备‘仙气’的词

语。 ”这样，本次的课堂教学过程就成为了一个体味“诗仙”的

“仙味”的过程，学生在探寻的过程中也有了很多的收获。
二、理解古诗词信息

古诗词距离学生当前生活的年代比较久远， 小学生的理

解能力较低，因此，很多古诗词他们理解不了，必须依靠教师

的讲述。 但是，如果教师的讲述过多，学生的思维就无法深入

古诗词的内里，对古诗词产生深入的体会。 因此，我们可以尝

试着为学生设置一些认知冲突，帮助学生激发思维，体悟古诗

词的内核，并借助教师的点拨，探入文本深处的内容。

如学习柳宗元的《江雪》时，其中有句“千山鸟飞绝，万径

人踪灭”。 我先这样描述了这句诗：“从这句诗中我们可以看

出，诗人看到了一千座山，一万条小路，看来，作为著名的大诗

人，柳宗元不仅能写出一首好诗，他的数学也学得很好啊！ 他

能够把自己看到的山和小路数得非常清楚。 ”话音刚落，学生

就议论起来，他们迫不及待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老师，您说

的不对，千山和万径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并不是诗人真的看

到了一千座山和一万条路。 ”教师肯定了学生的发言，并给予

了一定的表扬，并让学生认真体会这句诗中的“夸张”之意，明

白诗人为什么要这样写。 有的学生说：“千和万就是表示山和

路非常多，它是一个大概的数，不是准确的数。”教师同样进行

了表扬，并让学生试着读出古诗中的山之多、路之繁。
在本次的教学过程中，我采取的是故意示弱的方式，以引

导学生的思维，使他们积极思考，理解古诗中的信息，这样，学

生对于“千”和“万”这两个数字的理解就变得极为通透了。 除

此之外，学生的认知积累也变得更为丰富，从更深的层次体会

到了下雪天所给人带来的那种苍茫与荒凉之感。
三、呈现背景资料

古诗词都有着独特的时代印记，也蕴藏着诗人的故事。要

想使学生真正地体会诗歌的内蕴， 就要帮助他们探索详尽的

资料。为了避免生硬地呈现资料，我们可以为资料包上一个故

事的外衣，以趣味浓厚的方式呈现在学生面前。
以《渔歌子》为例，词人张志和有着悠闲自得的心理和淡

泊名利的胸怀，为了帮助学生体会到这一点，我就给他们讲了

一个小故事：张志和的爱好就是钓鱼，他常年出去钓鱼，很少

回家。 哥哥为了劝他回家，避免他钓鱼时出现意外，就为他写

了《渔歌子》这阕词。“太湖水，洞庭山，狂风浪起且须还。”一个

“且须还”就能够让我们体会到哥哥对弟弟殷切召唤之情。 但

是张志和并不想回去，他也写了一首《渔歌子》，就是我们今天

要学的这阕词，用来回应哥哥。
学生在听故事的过程中表现的兴趣盎然， 他们也体会到

了词作之中所蕴含的真情实感， 这也为他们体会词作内核奠

定了基础。
古诗词的价值文化极为丰富， 它的认知规律是非常独特

的。 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教师要以诗词的特质为依托，结合学

生的认知规律，采取有效的教学策略，使古诗词教学犹如“变

脸”一般，新鲜、有趣，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提高，使教学收到

更好的效果。

给古诗词教学“变脸”，提高学生语文素养
吕雁虎

（甘肃省会宁县太平店镇大川小学，甘肃 会宁 73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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