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诗歌阅读教学策略研究

□刘森

针对古代诗歌而言， 其对华夏儿女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也必然会让现

代人产生心灵共鸣。 基于信息时代来临

的趋势下， 学生获取知识与技能的渠道

变得越来越广泛， 然而诗歌阅读是不可

或缺的。 而如何更加高效地实施诗歌阅

读教学策略， 早已演变成现阶段值得深

思的课题。 对此，文章立足于此，从如下

几个方面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一、初中诗歌阅读教学的重要意义

第一，能够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 诗

歌属于一门艺术， 而这门艺术主要将想

象当作核心，所以对于诗人而言，天马行

空的想象力是不可或缺的。 众所周知，优

秀的诗歌作品也涵盖着丰富的想象，倘

若学生对这些优秀的诗歌进行阅读，那

么就能够充分发散学生的思维能力，继

而促进其审美能力的全面提升。 第二，能

够帮助学生构建起良好的人生观与世界

观。 针对这个年龄阶段的学生而言，他们

会慢慢构建起自身的人生观以及世界

观， 所以这一时期同样是确保学生身心

得以全面发展的黄金时期。 诗歌属于人

生以及社会的缩影， 对学生的学习以及

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比如，杜甫

的诗歌当中体现出了他对国家兴亡的感

叹； 陆游的诗歌中表达了他对国家苦难

的关心与忧虑等。 总而言之，无论是针对

哪首诗歌而言， 均可以促使学生对作者

当时所处环境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这对

构建良好的人生观以及世界观大有裨

益。 第三， 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学科素

养。 学习语言的关键并非学习诸多的名

词以及术语， 而是学习借助语言抒发自

身感情的方法， 从而让表达的合理性得

到有效提升。 众所周知，诗歌属于语言艺

术之一，同时还存在着诸多特点，如朴素

自然、优美婉丽等，初中生在对这些诗歌

进行朗读的过程中，并辅以相应的鉴赏，

那么就能够在无形当中让自身的语言表

达能力得到稳步提升， 从而实现对其学

科素养的有效培养。

二、初中诗歌阅读教学策略

（一）重视诵读，体会诗歌的独特

魅力

结合相关调查可以发现， 大部分父

母在子女上幼儿园的前期阶段就会让他

们接触诗歌， 在潜移默化当中给他们以

后的诗歌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通常

而言，诵读一般包含如下几个部分：一是

朗读；二是背诵。 基于新课改持续深入的

趋势下， 诵读依然是现阶段学习诗歌的

关键方式之一。 然而在具体教学期间，大

部分初中教师并没有对朗读予以高度重

视，为了完成教学目标，他们通常会用诸

多的语言来讲解诗歌并要求学生背诵诗

歌，朗读次数却是屈指可数，导致学生学

习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要想解决这一现

状， 初中语文教师就要引导学生纵情地

朗读， 这样才能掌握作者想要抒发的思

想感情。 比如，在学习人教版部编教材七

年级上册《观沧海》这首诗歌的时候，初

中教师就可以引导学生对这首诗歌进行

朗读。 朗读的形式有很多，如自由读、跟

读、小组竞赛等，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充分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促使

学生深刻感受到诗人昂扬奋发的精神 ，

加深对这首诗歌的印象， 继而提高教学

质量。

（二）创设生动的教学情境，感悟诗

歌内涵

为学生的学习营造出生动形象的教

学情境， 能够促使他们从中深刻体会到

诗歌的内涵。 比如，在学习人教版部编教

材七年级下册《望岳》这首诗歌的时候，

初中语文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技术将相

关片段展示在学生眼前， 促使他们对泰

山高大雄奇的气势与神奇秀丽的景色有

一个清晰的认知。 紧接着，初中语文教师

通过引导反复朗读“会当凌绝顶，一览众

山小” 这一句话让他们感受到泰山的巍

峨高耸，理解诗人不怕困难，敢于攀登顶

峰俯视一切的雄心壮志与豪迈气概。 通

过这种方式， 学生们对这首诗歌的内涵

有了一个清晰的认知， 为教学水平的提

高打下扎实的基础。

（三）重视古诗背景的阐述，加深对

诗歌的理解

作为一名初中语文教师 ，首先需要

做的就是要将诗歌的背景讲解给学生

们听，即作者创作这首诗歌的背景以及

所处环境。 在具体讲解期间 ，初中语文

教师应当尽可能用诙谐幽默的语言进

行讲解，旨在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

主动性。 通过对诗歌背景的阐述 ，学生

可以对作者想要抒发的感情有一个深

刻的认知，这样他们才能更加高效地掌

握这首诗歌的主要内容 。 比如，人教版

部编教材七年级上册《天净沙·秋思》这

首诗歌是在作者一生都过着漂泊无定的

生活 ，也因之而郁郁不得志 ，于是在独自

漂泊的羁旅途中创作出来的。 如果学生们

对作者创作的背景有所了解的话 ，那么他

们掌握诗歌中心就变得易如反掌了。 客观

上讲 ， 诗歌之所以让人理解起来比较吃

力，是因为我们所处年代与诗人所处时代

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初中诗歌虽然篇幅不

长 ， 然而却蕴藏着丰厚的情感以及内容 ，

所以初中语文教师在具体教学期间需要

将学生眼中晦涩难懂的诗歌变成惟妙惟

肖的故事 ， 促使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比如，人教版部编教材七年级下册《游山

西村》这首诗歌主要是对江南农村日常生

活进行了描述 ，但又不具体描写游村的过

程 ，而是剪取游村的见闻 ，来体现不尽之

游兴。 初中语文教师在讲述这首诗歌的时

候就可以通过讲故事的形式让学生深刻

感受到诗句中涵盖的人生哲理 ，在确保学

生 掌 握 相 关 知 识 点 的 基 础 上 提 高 教 学

质量。

三、结语

总而言之， 初中诗歌阅读教学本身就

存在着一定的复杂性， 所以初中语文教师

需要借助科学的教学手段来提升初中生的

阅读水平。 在具体教学期间，初中语文教师

需要将以往的教学模式加以摒弃， 革新以

往的阅读方式， 采取上述几个教学策略发

挥学生的主体能动性， 而初中语文教师则

要扮演好引导者的角色， 引导学生主动投

入到诗歌的阅读教学当中， 促使他们在学

习当中感受到诗歌的独特魅力。

（作者单位：重庆市涪陵第九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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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背景下小学语文素质教育教学的

问题和策略探究

□严伟霞

小学语文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学中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是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学习的主要内容。 随着新一轮课程

改革和素质教育的发展， 小学语文教学

和学生对语文学习的要求也有了很大的

改变。 为了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推动他

们的身心健康发展， 作者就如何在素质

教育中进行一些探讨， 以期能为以后的

教学工作提供一些参考。

一、素质教育的特征

素质教育始终处在一个持续发展的

过程之中， 在许多学者对素质教育进行

研究的情况下， 它被许多学者和老师们

冠上了许多的标签，例如：注重学生的整

体素质的提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

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掘人

们的智力潜力等，但是总的来说，素质教

育的特征是：首先，素质教育强调的是提

高学生的素质和涵养，以前，老师们强调

的是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 而素质教育

则是要求学生的学业和综合素质都要达

到，而且，过去的教育对学生的要求是与

社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相去甚远的。 其

次， 素质教育对师生的关系给予了更多

的重视，需要师生间消除之前的隔阂，使

师生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而不是把课堂

看成是一个传授知识的场所， 而是一个

讨论、答疑的场所，让学生们在课堂上畅

所欲言，大胆地进行讨论，充分发挥自己

的聪明才智，全面提升学生的素质，培养

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使教学更加有意

义。 最后，大部分的课堂时间仍然被老师

所占用， 学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自己去

了解和思考，而随着问题的累积，学生们

对语言学习的兴趣也会越来越弱， 甚至

会产生厌倦的心理。 此外，受传统教学方

式的影响， 教师对多角度教学方式的效

果缺乏了解，造成了教学方式的单一。

二、素质教育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课堂教学内容与素质教育需求

存在差异

在当前的小学语文教学中， 仍然是

以课本为主，大纲为辅的教学模式。 虽然

在提倡素质教育的过程中， 中小学的语

文教材已经做了很多的改革， 并且在内

容上也适应了小学生的发展特征。 在语

文教学中，语文写作是最重要的一环，而

对于其它方面的发展则没有一个较好的

评估，或者干脆就是一种漠视。 这就导致

了在小学语文课堂中，仍然停留在以“书

写”的方式来训练学生的能力，这与素质

教育的要求是相悖的。

（二）小学生学习心理建设不够，需

要进一步加强

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养成良好的

学习态度，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这对我

国小学生的学习心理建设具有重要意

义。 从外部来看，一个好的学习心理是一

个很好的表现， 它既能激励学生主动地

参与到学习中来， 也能让他们对学习产

生浓厚的兴趣， 同时也有助于他们确定

自己的学习目的。 然而，在语文教学中，

学生并没有积极地把这种学习心态运用

到自己的学习中， 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

问题。 在实践中，我们发现，在小学语文

课堂上， 学生的能力发展还存在着很大

的差距。

三、 素质教育下创新小学语文课堂

教学的策略

1.秉持着创新的原则

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的灵魂， 是一

个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力量。 与此类似，

一名学生要有持续的成长和进步， 也必

须要有创造力的支撑。 小学生的年龄相

对较小， 他们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 ，因

此， 小学语文老师可以利用学生的这一

心理和身体发展特点， 培养他们的创造

力和创造力。 从之前的语文课上的学习

来看， 语文老师总是把提高学生的学业

成绩放在首位， 并不注重对学生的好奇

心的满足。 为了改善这一状况，小学语文

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 可以打破一成不

变的授课方式，坚持创新的理念，既可以

使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语文课堂， 又可

以满足他们的求知欲。 具体的教学实例

是这样的： 小学语文老师在给小学生讲

解部编版《二年级语文》的必修内容：《咏

柳》时，让学生拿出彩笔和画纸，教师先

带领学生诵读几遍，合上课本，再进行每

一句地详细阅读，教师读一句，学生画出

相应的画面并填色， 同学之间互相交流

自己画的内容， 充分发挥想象力理解诗

歌内容，选出大家一致认为最优秀、最贴

合诗歌大意的作品张贴在黑板报上。 接

下来教师为学生播放相关动画演示视

频， 用趣味生活地口语化语言为学生梳

理诗歌写作脉络、 语言表达技巧和思想

感情等各方面内容。

2.抓住小学语文教学的重点以及难点

在平时的教学中， 小学语文老师要

掌握好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掌握好语文

学习的主要矛盾， 而主要矛盾就是解决

问题的根本，只要掌握住了问题的要害，

就能解决很多问题，达到胜利的彼岸。 具

体的教学实例有： 在小学语文老师给学

生们讲解古诗的理解时， 关键在于要使

学生对所古诗的背景有一个大致的了

解，然后带着问题去读，从课文中找出答

案，找到作者真实描述的对象。 首先，老

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阅读材料猜出古诗

的中心思想，并提出自己的问题，然后学

生带着这个疑问开始学习古诗， 这样就

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学习， 抓住学习的

重点。

3.引导学生积极想象，和教师产生

情感共鸣

为了适应素质教育的趋势， 小学语

文老师应该与学生共同学习， 成为学生

的同伴，与学生建立起平等的师生关系。

所以， 语文老师应该引导学生进行积极

的想象，与老师建立起自己的感情，许多作

家的作品都是基于想象而来的，所以，在进

行教学的时候， 语文老师也要让学生们的

想象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让他们在感

情上产生共鸣。 比如，在二年级的语文老师

给学生们解释《日月潭》的时候，可以让他

们进行充分的想象。 利用多媒体向学生展

示台湾省第一大湖———日月潭的美景，让他

们联想起见到日潭、月潭时的欣喜心情，激

发他们与自己一样的感受， 从而激发他们

对祖国壮丽山河、与自然的深切感情。

4.适当优化调整课堂教学内容，进行素

质教育

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让学生们不能

光看书，更要学着做一个人。 ”语言的学习，

关系到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 对他未来的

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小学语文

教师在平时的课堂上， 要注重对课堂教学

内容进行适当的优化和调整， 实施素质教

育， 选取恰当的教学内容， 使教学变得生

动、生动。 在教授二年级下册《日月潭》这一

课时，作者不仅让学生发挥想象力，而且还

收集了台湾省其它景点的照片和有关的历

史背景。 组织学生开展一场别开生面的台

湾趣味知识介绍课堂， 熟悉当地的多元文

化色彩， 拓展视野， 让学生的眼界更加开

阔，从而感受到自己的渺小，激励自己提高

自身素质，以便融入社会。

四、结语

总而言之， 在素质教育和课程改革的

大环境下，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非常重要，

关系到他们的将来的发展，所以，小学语文

老师要注重通过适当的方式来提升学生的

综合素质，让他们发挥想象力，对课堂教学

内容进行适当的优化和调整， 把握好小学

语文教学的重点和难点，采取适当的方式，

与同学们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 不断地改

进小学语文教学的读写方式， 拓宽学生的

思路。

（作者单位：广东省惠东县平山第一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