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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情感教育的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探究
文/张文静

摘要：在当前的小学语文教学中，古诗词教学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开展小学古诗词教学时，具有多

样化的教学方式。而通过应用基于情感教育下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法，可在语文古诗词教学中，有效地融入情

感教育，让学生能够在学习古诗词的过程中，深入体会古诗词所蕴含的丰富情感，有效地提升语文古诗词教学

效率，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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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长期的历

史发展进程中，衍生了古诗词这一文化形式。古诗词作

为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中华传统文化当中具有极其重要

的影响力。开展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时，通过应用基于

情感教育下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可让学生通过对古诗

词进行反复诵读、认真记背、认知理解，能够逐渐体会

古诗词所蕴含的丰富情感，从而在情感教育的引导下，

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使学生在深入理解古诗词的基础

上，更好地去把握古诗词的思想与内涵。

一、创设良好的诵读情境，体会古诗词丰富情感

在小学教育阶段，小学生在学习古诗词时，可

以最有效让他们学习古诗词并且在教学的过程融入情

感教育的教学方法与方式就是通过古诗词有感情的诵

读，要让诵读更有感情，首先就要理解作品，把握作

品的情感基调。在诵读的时候就要贴合这个基调来表

达。所以首先教师要进行一个关于所教学内容的先导

教学，为同学们介绍一下诗文的创作背景，以及作者

的当时的人生境遇，让同学们初步了解到所学的古诗

文所表达的情感，对所学习的诗文有一个简单的理

解，明白所学的诗文应该是什么类型的诗文。这样在

掌握了诗文的类型后同学们对于诗文情感的表达就会

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知。例如在四年级下册的《塞下

曲》的教学时，教师就可以引导同学们通过诗中所涉

及的意象，如单于、塞上、大雁高飞、大雪等字词来

确定该首古诗的类型应该属于边塞诗这一大类。

在确定了诗文的类型后，我们要明白边塞诗的

情感也有很多，包括表达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

也有对战争残酷的描写，或者是表达对百姓的同情、

对国家的担忧或战争得胜的喜悦之情，最后还有诗人

对自己志向的抒发，表现自己的雄心壮志或者是壮志

未酬的愤懑。如何正确地判断和理解该首《塞下曲》

的情感，这时教师要求同学们要注意结合诗的内容进

行分析诗文内容与其表达情感的分析，让同学们自己

探索发现这首诗文所表达的是诗人对自己杀敌报国志

向，让同学们明白这首诗表达的是诗人对祖国热爱和

对边塞军人英勇姿态的赞美之情。在同学们理解了诗

文的这种情感表达之后，教师应该要让同学们多次进

行情感性的朗读。通过反复诵读，能够让学生逐渐在

一遍遍的情感渲染中去深入地理解与掌握古诗词的意

义，并能够让学生把握古诗词所表达的真挚情感。但

是，想要再在教学的过程中让学生体会古诗词当中所

蕴含的丰富情感，教师还应该依据古诗词内容以及小

学阶段学生的认知与理解的能力，为学生创设一个良

好的古诗词诵读情境，让学生通过诵读学习的方式，

融入古诗词的唯美意境中，充分激发学生学习古诗词

的兴趣，使其能够进行体验式的古诗词学习[1]。

例如，在教学《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一课

时，教师应导入这一古诗词的教学内容，简要地介绍

这首古诗词，并指导学生编撰“忆念兄弟、共话亲

情”的教学剧，让参演的学生们身穿汉服，在重阳节

当天，遵循登高望远的风俗登山，学生们在“登高”

之时，诵读这首古诗词。让学生通过诵读古诗词，初

步认知这首古诗词的内涵，逐渐理解这首古诗词。教

师还应该提供一个充满感情的示范性朗读，让同学们

可以通过教师的示范性情感朗读，知道这首《九月九

日忆山东兄弟》在朗读时正确的情感表达方式，之后

教师就可以指导学生们应运用深入品读的方式，让学

生能够进一步体会到“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

倍思亲”的思想情感。并让同学们在这个深入品味古

诗和投入感情阅读古诗的过程中将自身的体会融入该



品艺长廊 07

首古诗词当中，与诗人的情感产生交流共鸣，真正地

体会到诗人在九月九日人在异乡，思念亲人的情绪。

最后教师可以让同学们自行深入诵读，让他们通过充

满感情的诵读，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在外漂泊游子思乡

恋乡的真切感受，使学生能够在情感的引导下，进行

古诗词的体验学习，提高古诗文的教学效果，让同学

们加强自己对于所学内容的理解与掌握，并在今后的

学习和日常生活中可以灵活运用。

 二、应用诗词绘画的方式，感悟古诗词真挚情感

相较于其他文体形式而言，古诗词创作对于创作

者本身的文化素养具有较高的要求，要在古诗词中展

现出唯美的诗画意境。教师可依据古诗词这一文学创

作的特性，指导学生将所学古诗词，通过诗词绘画的

“诗画”的形式展现出古诗词的意境，使学生能够感

悟到古诗词当中的真挚情感。

例如，在进行《四时田园杂兴》一诗的教学时，

教师可采用多媒体播放古筝音乐，为同学们营造一个

古色古香的学习气氛，通过听觉给予同学们一个直接

的刺激，同时也活跃了课堂的氛围，让同学们可以把

注意力集中到所教学的《四时田园杂兴》这一首古诗

之上。在利用音乐营造了这种气氛之后，学生在诵读

这首古诗词时，就能够更加容易地进入正确的朗读情

感之中，并且逐渐深入地认知这首田园诗的宁静美好

生活意蕴。其次，教师再利用多媒体播放这首古诗

词的诵读音频，使学生能够在体会古诗词意境的基

础上，通过方法的想象，绘画出这首古“诗词的诗

画”。学生可在“昼出耘田夜绩麻”的诗词中，学生

可绘画出“耘田”的除草图，“绩麻”的搓麻织布

图；在“村庄儿女各当家”的诗词中，学生可绘画出

男女各司其事、各管一行的图画；在“童孙未解供耕

织”的诗词中，学生可绘画出小孩喜爱劳作的画面；

在“也傍桑阴学种瓜”的诗词中，学生可绘画出小孩

桑树下学种瓜的画面。教师还可引导学生相互进行诗

画评价，或者鼓励同学们勇敢上台展示自己绘制的诗

画，并让他们讲解自己所绘制的图画。对于优秀的同

学要给予积极真挚的表扬与夸赞；对于理解有所偏差

的同学，教师不要急于否定同学们的想法，要进行了

解与探讨后再进行判断对错，以及对同学们要耐心地

进行指导与指正。教师也可以让学生通过讨论，让他

们在互相的探讨学习之中，逐渐深入的感悟古诗词当

中所蕴含的展现宁静美好“乡居生活”的真挚情感，

同时明白合作的意义与重要性，培养他们自主学习的

能力，锻炼同学们独立思考的能力。

三、通过展开丰富想象，增强对古诗词情感体验

古诗词具有较强的概括性。在古诗词中，诗人寥

寥数语就能够充分展现出多姿多彩的情境内容，勾勒

出或烟雨蒙蒙的江南、天高地阔的塞北，并且还可以

表达与流露出作者丰富的情感。但是，小学生的认知

与理解能力都处于一个刚刚发展的状态之中，其逻辑

与思考能力还比较薄弱。所以在学习古诗词的过程当

中，单凭同学们自己是难以有效和准确地把握古诗词

所讲述的情节与诗人想要表达的情感的。因此，教师

应积极引导学生们在学习与诵读古诗词的过程中，展

开丰富的想象，构建起同学们自己对于诗文一个最初

的情感印象，并以这个印象为起点，进行全文情感的

理解，进行更深一步的学习。因此，让同学们通过对

诗词内容进行合理想象，不但可以让同学们更加深入

地了解古诗词的意蕴，还可以让同学们增强对古诗词

的情感体验。

例如，教师在进行《枫桥夜泊》这一诗的教学

时，不少小学生都难以通过诵读的方式去体会古诗词

所蕴含的唯美意境与丰富情感。但是教师可以引导与

帮助同学们通过想象的方式，去感受古诗词中所展现

的一景一物和一事一情。在这首诗词当中，有落月、

啼乌、霜色、江枫、渔火、旅人、姑苏城、寒山寺、

渔船、钟声等意象，构建出一种夜色下朦胧的江南水

乡之美。所有的景物有着明暗与动静之间的相互对

比，江畔岸上，不眠之人的心境与周围的景物达到了

高度的融合，人景默契体现出了深夜里旅人内心当中

的孤单寂寥，诗人在夜里卧听钟声时，诸多情感体验

也尽在不言中。通过充分利用想象学习的方式，可以

让同学们将他们自己置身于诗文所描绘的美妙情景之

中，可让学生们从心里深处出发去感受诗词的画面之

美，可让学生们融情入境地去感受古诗词中所描述美

景。在这样的一个环节中，同学们不但可以提高了自

己对于所学内容的理解与掌握，还锻炼了自己的想象

力，构架相关的诗文场景，增强了自己对古诗词情感

体验[2]。

四、运用互联网，丰富教学形式

古诗词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小

学阶段语文科目中的古诗词教学更是让同学们可以感

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的重要一步。而且通过古诗词的

教学还可以弥补传统教学中对于同学们情感教育不足

的缺点。但是古诗词并不像一般的故事一样对于小学

阶段的同学们充满吸引力，而且其不同于现代风格的

语言表达方式，也让同学们难于理解。所以同学们可

能很难会对教学的古诗文产生学习与探究的兴趣。那

么，此时教师就应该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作用，在学习

古诗文之前就收集好有关教学内容的资料，并在教学

课堂中借助多媒体教学工具展示出来。例如，教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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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静夜思》这一首唐诗的教学时，就可以提前通

过互联网收集好有关该诗文的背景资料与诗文解释，

还可以寻找一些可以展现诗文内容的音频和视频资

料，让同学们可以在这个多媒体教学工具展示的过程

产生对古诗文学习与探究的欲望，让同学们可以从古

诗的背景以及诗人的心境出发深刻地体会到该诗文想

表达的是人们远在他方，在孤寂的夜晚中思念家乡的

情感，也教会同学们应该如何去欣赏诗句的美妙，即

让他们感受到该诗以明白如话的语言雕琢出明静醉人

的秋夜的意境。

所以在互联网的帮助下，不但可以让同学们更加

容易地去理解古诗词的内涵与意义，提高教学的质量

与水平，还改变了以往单一平淡乏味的教学模式，活

跃了课堂气氛，构建了积极学习古诗词的课堂环境，

从多个感官上给予同学们最为深刻的刺激，让他们从

情感上更加直接体会到诗文所表达的情绪，从内心深

处对诗人的感情和处境产生共鸣。在这个互联网高速

发展的时代，教师学会运用互联网来帮助自己的教学

工作，也是自己与时俱进不断提升自己教学能力与创

新自己教学思维的重要表现。综合起来就是在这个过

程中提高了小学古诗词教学的水平，优化了同学们学

习古诗文的效果。并且同时在教学过程中以一种可以

激发同学们兴趣和吸引同学们的注意力的方式将情感

教育融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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