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趣味教学法主要是指教师在

开展教学的过程中，使用幽默丰富

的语言、多样化的教学理念以及富

有感染力的教学方式为学生进行授

课，最大限度地增加课堂的趣味性，

使学生的注意力能够最大限度地集

中在课堂中。对于小学语文古诗文

教学而言，教师应当采用趣味教学

法展开教学。趣味教学法能够和古

诗文教学很好地结合起来，在提高

教学质量的同时，激发学生对古诗

文学习的兴趣。

关键词：趣味教学法；小学语文；

古诗文教学

趣味教学法在小学古诗文教学中的应用
贾玲利

一、 趣味教学法在小学古

诗文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 一 )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古诗文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教师积极探索适合

学生学习古诗文的教学方法，引导

学生积极主动学习古诗文，一方面

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另

一方面是对学生文化素养的培育与

提升。教师通过趣味教学法展开古

诗文教学，能够使学生更加尊重古

诗文学习，更加喜爱古诗文学习。

小学生尚处于学习的初级阶段，在

此阶段，如果培养了学生良好的古

诗文学习兴趣，就能够对学生以后

的学习之路进行一定的指引。

( 二 )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趣味教学法在小学语文古诗文

教学中应用的首要目的是增强学生

对古诗文的学习兴趣。相对于现代

文而言，古诗文教学要求学生掌握

古今异义的字词，理解古诗文意思。

只有当学生拥有扎实的语文功底，

才能更好地理解古诗文。但是对于

小学生而言，他们处于古诗文学习

的起步阶段，教师必须采用丰富

的、贴近学生生活的、具有趣味性

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学习古诗文的

兴趣。兴趣是学生最好的老师，古

诗文教学与趣味教学法相结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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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学习古诗文的过程中感受到了

古诗文学习的乐趣，会更积极主动

地学习古诗文。

( 三 ) 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
部编版小学语文教材中，古诗

文的篇目明显增多，选材也更为丰

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古诗文教学相较于现代文教学而言

具有其独特性。在时间方面，古诗

文距现代生活较远，与小学生已有

生活经验差异较大；在语言方面，

文言文生涩难懂，与现代小学生的

语言习惯大不相同。正因为古诗文

的这些特点，给教师教学造成了一

定困难，导致部分教师面对古诗文

教学时，认知不足，只重视知识与

技能方面的教学，忽视了对学生情

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的关注；

教学方式较为单一，以重复性的记

忆为主。趣味教学法强调通过贴近

学生生活的、趣味性强的方式进行

古诗文教学，学生对古诗文的学习

由被动变为主动，在教师趣味教

学法的引领下积极开拓多种学习方

式，学生成为真正的学习主体。在

此过程中，既锻炼了学生的能力，

也培养了学生的综合素养。

二、 趣味教学法在小学古

诗文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 一 ) 转变教师教学理念，提
升教师专业技能

在以往古诗文教学中，教师的

侧重点在于要求学生正确流利地背

诵古诗文。课堂上，通过大量的重

复诵读最终达到熟练背诵的目的。

虽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但

小学生自身的认知经验不足，古诗

文所属时代距离学生生活遥远，因

而这种机械式的记忆无法吸引学生

的兴趣。此外，在传统的古诗文课

堂上，常见教学方式是教师通过带

领学生逐字逐句翻译古诗文，这种

方式仅仅能够帮助学生了解古诗文

讲述的内容，并不能带给学生丰富

的情感体验，反而容易打击小学生

的学习兴趣。

基于上述问题，教师教学理念

的转变应当从多个方面展开。首先，

素质教育背景下，学校应当对教师

教育教学理念的转变进行一定的指

导与教育。为此，学校层面可以为

教师邀请相关专家来开展讲座或邀

请在此方面较有研究的教师来学校

为教师做理论的教学指导，帮助教

师了解趣味教学法，并将其与小学

语文古诗文教学更好地结合，做到

理念与实践的结合。其次，从教师

个人层面来说，教师需要对自己的

专业技能进行提升。教师可以通过

网上阅读文献资料查找相关政策法

规，线下与同事交流研究等方式进

行学习，这种线上线下结合的学习

模式能够促使教师开展全面的学

习，在集体的影响下教师自觉转变

教学理念。最后，在教学理念转变

的过程中，教师需要注意将自己的

教育理念与当下素质教育的大环境

结合起来。当下素质教育对于小学

生综合能力的要求大于学生对于理

论知识的掌握，学生不是单一地学

习理论知识，而是通过对理论知识

的学习，培养与提升自己的综合能

力。因此，教师及时转变教育教学

理念，不仅能够提升自身专业素养，

更重要的是能促进学生的成长。

( 二 ) 采用多元教学手段，营

造良好课堂氛围

（1） 新 颖 有 趣 的 课 前 导 入。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课前

教师采用合适的方法迅速将学生

的注意力吸引到课堂上来，是本

节课成功的关键。小学生普遍活泼

好动，注意力集中的时间较短。上

课伊始，学生的心思可能还在课下

的游戏上，教师走上讲台，如何快

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是教师智慧的

体现。因此，课前几分钟的时间，

牢牢抓住学生的好奇心，吸引学生

的学习兴趣将会为接下来的学习

奠定良好的基础。基于此，笔者提

出如下颇具趣味性的导入方法，以

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求

知欲。①猜谜导入法。通常情况

下，谜语是用精练又形象的语言描

述某一事物，由听谜语的人猜测是

何种事物的游戏。猜谜语是人们非

常喜欢的一种益智、休闲、娱乐活

动，猜谜语的过程本身就十分有趣，

谜语读起来又朗朗上口，富有韵味，

深受小学生的喜爱。谜语一般都是

短小的，非常适合用于课前导入，

既不费时，又能引起学生的兴趣。

比如，教学部编版二年级语文下册

《梅花》一诗时，教师可以在课前

准备一个关于梅花的谜语“有叶不

开花，有花不见叶，花开百花前，

飘香傲风雪”，让学生猜。这样一

来，学生不仅能够猜到这首诗的诗

题，还能够把握梅花的品格——不

畏严寒、生性高洁，既激起了学生

的兴趣，又为接下来的学习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②情境导入法。情境

导入教学法是一种通过设置具体、

生动的环境，让学生在课堂教学开

始时就置身于某种与课堂教学内容

相关的情境中，促使学生在形象、

直观的氛围中参与课堂教学。实践

证明，利用生活情境导入进行普通

话口语表达教学，更有利于激发学

生的探究思维和学习兴趣，完成课

堂教育教学目标。例如，在教学部

编版二年级语文下册《小儿垂钓》

时，如果直接进行学习，学生的积

极性可能不高。教师可将相关插图

通过课件的形式展示给学生，学生

通过观察图片、结合插图自由表达

自己看到的内容，揣测这首诗表达

的意思。在这一过程中，有的学生

观察到的内容丰富，表达流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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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学生观察到的内容较少，通过

聆听他人的表达，激起了自己的求

知欲。教师抓住学生的这种心态开

展后续的教学，会起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再如，在教学部编版二年级

语文上册《望庐山瀑布》时，教师

及时准备课件，通过播放瀑布气势

磅礴、飞流直下的景象，让学生进

入古诗的场景中，同时产生丰富的

联想与想象，引起学生与诗人之间

的共鸣。③故事导入法。心理学家

布鲁诺曾经说过，学习的最好刺激

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教师在进行

古诗文教学时，如果能够将故事与

艰涩难懂的古诗文结合起来，既能

激发学生的兴趣，又能为学生学习

扫清障碍。例如，在教学部编版五

年级语文下册《闻官军收河南河

北》一诗时，要想理解诗人为何“喜

欲狂”，及时了解古诗背景是非常

重要的。授课前，教师以引人入胜

的背景故事为切入点，再循序渐进

地学习古诗文，学生能够轻松过渡

到新课的学习中来。

（2） 多 元 有 趣 的 课 后 作 业。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提出，

教师要精心设计作业，作业要有启

发性，分量要适当，不要让学生

机械抄写，以减轻学生负担。科

学合理地布置作业，是检查和巩固

学生所学知识的有效方法。以往的

古诗教学结束后，教师通常会布置

背诵、抄写、默写等枯燥无味的作

业，这些作业不但不能提升学生的

语文综合能力，还容易使学生对学

习古诗文产生抗拒心理。教师应积

极开发多元化的、富有趣味性的作

业，使学生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感

受到学习的乐趣。①以画促记。小

学生天生对色彩着迷，拿起五颜六

色的画笔随心所欲地创作是他们最

爱的活动之一。让学生用画笔画下

所学古诗，既能调动学生学习古诗

的兴趣，又能加深学生对古诗内容

的理解。在部编版三年级语文下

册《惠崇春江晚景》一诗学习结束

后，教师可以布置手抄报作业，要

求学生画出自己眼中的惠崇春江晚

景图。这份作业对学生的绘画功底

不做要求，但最好能够画出诗中出

现的景物，如“竹子”“三两支桃

花”“江水”“戏水的鸭子”“河豚”

等景物。之所以如此要求，是因为

一方面可以检查学生对古诗文内容

的掌握情况，另一方面可以指导学

生通过图画的内容背诵古诗文。这

样一来，既避免了学生重复枯燥的

诵读，又使学生通过感兴趣的方式

背诵了古诗，一举两得。②以演促

悟。《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对

课程改革目标作出了明确规定：要

改变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

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的学

风，培养学生获取新知的能力、分

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合作

的能力。一般情况下，表演作业会

在故事性较强的课文教学中出现，

但实际上，古诗教学中也可以视古

诗类型适当布置表演性作业。例如，

部编版三年级语文上册《所见》一

诗中，天真活泼的小牧童横坐在黄

牛背上，不知因何事开心地唱起歌

来，嘹亮的歌声在树林中回荡；因

为想要捕捉鸣叫的蝉，忽然之间歌

声停了，牧童静悄悄地立在树旁。

这种贴近儿童生活的古诗能够引起

学生的共鸣，学生在琢磨“演技”

时也加深了对古诗的理解与感悟。

《稚子弄冰》《池上》《回乡偶书》

等诗都可以布置这种类型的作业。

( 三 ) 关注学生心理状态，全

面培养学生能力

趣味教学法的主要目的之一是

使学生在一种轻松愉悦的环境下进

行学习。教师在进行教学时，需要

注重对学生心理的关注，在充分了

解学生心理的基础上开展的教学才

是符合学生发展的。只有在这种情

况下展开的教学才能够达到对学生

综合能力培养的目标，这也是符合

当下素质教育的教育目标。

例如，教师教学《示儿》这首

讲家国情的古诗时，可以在课前与

学生多交流，了解学生对亲情与爱

国情的看法，因为古诗文描写的爱

国情和亲情与现代的爱国情和亲情

会存在一定的差别。《示儿》表达

的感情较为宏伟，对于小学阶段的

学生来说理解较难。因此，教师采

用对比教学的方式教授爱国情与亲

情，这对学生来讲比较易于接受。

对比教学方式也是趣味教学法中的

一种，采用对比教学能够很好地对

学生进行情感的呼唤，继而培育学

生的爱国意识。

教师在运用趣味教学法开展教

学的过程中，鼓励学生认真观察、

勇于发言，不断启发学生思维，循

序渐进地提升学生听、说、读、写

的能力，这符合当下素质教育的大

环境，也符合小学教育对学生培养

的要求。

教师在进行古诗文教学的过程

中采用趣味教学法的方式，一方面

是对当下素质教育大环境的响应，

另一方面是对学生全面能力培养以

及核心素养提升要求的响应，在这

种情况下展开的教学是紧跟社会发

展以及教育变革的。为此，教师应

当进行深入探究与融合，以促使小

学古诗文教学与趣味教学法更好地

结合，继而对学生进行综合的培养

与教育。（作者单位系江苏省苏州

市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花港迎春

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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