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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小学青年教师语文教学展示与观摩活动

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

一，它不仅为学生学习其他课程打下基础，而且

在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过程中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落实语文课程的育

人价值至关重要。古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有其独特的主题教育元素和情感

价值，为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提供了充

分的依托。

学习古诗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学生反复诵读，读

得滚瓜烂熟。［1］当然，这种反复诵读不是机械重

复地读，而是引发学生的读诗兴趣，尊重学生的独

特感受，有梯度地读。笔者以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

（以下简称“统编教科书”）四年级上册第七单元

《古诗三首》第一课时为例，遵循古诗文体特点，

明晰本节课育人价值，以“读”为主线，涵养学生

的家国情怀。

一、基于文体意识，明晰育人价值

文体，即文章的体裁。日常生活中人们缝制

衣衫，总要细心“量体”而后“裁剪”，务求“合

文体意识观照下“以读为要”的古诗教学探究
——以四年级上册《古诗三首》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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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文章或文学作品也同此理。因此，在解读或

撰写文章、作品时，不能忽视文体意识。［2］在语

文教学中，增强文体意识在于理解统编教科书的编

排意图，把握单元教学的横向关联，聚焦文体的育

人价值。

（一）统编教科书的纵向编排

统编教科书充分尊重学生的认知规律，以人文

主题和语文要素双线并行的单元组合方式，通过螺

旋序列形式编排了系列爱国主义教育的优秀篇章，

贯串不同学段。以古诗为例，第一学段主要以“大

自然的秘密”“儿童生活”“想象”等为主题，第

二学段以“祖国山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家

国情怀”等为主题，第三学段以“爱国情怀”“责

任”“理想信念”等为主题。

在本课中，统编教科书首次出现“家国情怀”

的主题，学生也是第一次接触边塞诗《出塞》《凉

州词》。在教学中，笔者引导学生初步了解边塞

诗，读出将士和诗人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的家国情

怀，继而理解“匹夫”的含义，让学生从中感悟出

家国情怀，为后续学习作铺垫。

（二）单元教学的横向关联

本单元编排了《古诗三首》《为中华之崛起而

读书》《梅兰芳蓄须》《延安，我把你追寻》四篇课

文，分别讲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在家国大义面

前的不同风采：有戍边将士赤心报国的情怀，有周

恩来少年时期的远大志向，有梅兰芳不屈的民族气

节，还有融入民族血液的延安精神。

《古诗三首》作为单元的开篇课文，编排了

《出塞》《凉州词》《夏日绝句》三首古诗，与单元

主题密切相关。教学伊始，笔者从单元的四篇课文

导入，带领学生初步了解四篇课文的内容，建立单

元内部的联系，感知从古至今不变的家国情怀，为

本单元后三篇课文的学习奠定感情基础。

（三）聚焦文体的育人价值

统编教科书中有不同的文体，只有依据各自的特

点来阅读，才能读懂文章的内涵，读出作者的情志。

以《古诗三首》为例，它的文体特点在于凝练

的语言和深刻的情感表达。学生通过学习能感受语

言的韵律美和情感表达的力量，获得审美体验，提

升语言运用能力和文化素养。因此，在教学中，笔

者重点挖掘古诗的育人元素，既遵循诗歌“语言凝

练、节奏鲜明、韵律和谐”的文体特征，又把握古

诗丰富的情感内涵，着重指导学生通过诵读来还原

古诗的意境，实现其特有的育人价值。

（四）基于真实学情的目标定位

学生感悟家国情怀的前提是对古诗内容的理

解。在教学前，笔者设计了预习单，对学生在预习

古诗时遇到的困惑进行了梳理，找准教学的重难

点。以某校四年级三班的学生为例，笔者通过调研

发现，在全班48名学生中，有42名学生对《出塞》

中“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这句诗

不理解，只有3名学生对《凉州词》的个别词语不 

理解。

笔者基于调研结果，确定了课时的划分：第一

课时学习《出塞》《凉州词》，第二课时学习《夏日

绝句》。本节课的教学目标定位在借助注释和资料

理解《出塞》《凉州词》诗句的意思，说出自己的体

会；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并根据难易程

度将两首诗调换顺序，先学习易理解的《凉州词》。

二、遵循古诗文体特点，以“读”贯串课堂 

教学

根据古诗的文体特点，本课遵循古诗教学“以

读为要”的方法，用“读”贯串本节课的学习，设

计了“读通读顺，读出节奏；理解诗意，读出情感；

体会诗句，读出感悟”三个层层递进的学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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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读通读顺，读出节奏

在古诗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读出古诗的节

奏，在诵读中感受古诗的音韵美。学生通过预习本

节课的两首诗，已基本能将两首诗读下来。因此，

教学伊始，笔者鼓励会读的学生来读诗，初步了解

其读诗的情况，并相机指导他们读准古诗中易错的

字，读准诗中的生字，再通过同桌间互读，引导学

生将诗句读通读顺。

古诗格律严谨，有特定的平仄、押韵规则，在

诵读时会产生一种韵律和谐、节奏鲜明的美感。笔

者指导学生再次读诗时，鼓励学生试着读出诗的节

奏。先由笔者借助手势示范读诗，可以按照二二三

的节奏来读七言诗，让学生边听边看手势，关注停

顿和语速；再通过指名读和齐读，及时纠正学生拖

音的问题，继而体会古诗独特的音韵美。

（二）理解诗意，读出情感

古诗不仅是文字的艺术，更是情感的载体，理

解诗意是学生读出情感的基础。《凉州词》和《出

塞》是边塞诗，内容以描写古代战争为主。生活在

和平年代的学生很难体会到边塞生活的艰苦和战争

的残酷。鉴于两首诗难易的不同，描写内容的差

别，笔者在教学中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来帮助学生理

解诗意，读出诗中“虽是悲壮亦悲凉”［3］的情感。

在教学《凉州词》时，笔者鼓励学生在自学的

基础上读出自己对古诗的理解。不需对诗句的内容

做出明确的解释，而要整体感悟。此时最好的办法

就是激发学生想象，借助想象出的画面读出诗中的

情感。例如，读第一句时，引导学生想象将士们开

怀畅饮的情景，尝试读出盛大与欢乐的场景；读第

二句时，想象此时听到的琵琶之声是悠扬的，还是

急促的；读第三、第四句时，可先理解诗意，再想

象将士们说出“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

回”的豪言壮语时的心情，继而读出自己的理解。

《出塞》这首诗对于学生来讲，有一定的难度。

笔者基于对学情的了解，让学生先说说自己不理解

的诗句，然后带着学生一起来学习，解决学生的困

惑后再鼓励学生读出理解。例如，第一句“秦时明

月汉时关”是难点，教学时可先出示一幅唐朝中

期的疆域地图，帮助学生了解历史背景，为了防

止游牧民族跨越边界侵扰中原，在阴山等地建长

城、设边关，这种防边筑城的措施始于秦汉时期。

对于大多数学生不理解的“秦”“汉”这个问题，

笔者帮助学生明确这是古诗的一种独特表达方式，

“秦”“汉”是相互补充的，并根据学生理解程度，

适时借助“依旧”这个词语搭建支架，引导学生更

好地理解第一句诗的意思，感受从秦汉到唐的战争

持续了近千年之久。这样的讲解，不仅拉近了学生

与教学内容的距离，而且让学生在理解知识的同时

产生了情感共鸣。

对于《出塞》第二句“万里长征人未还”的理

解，学生只能说出“人未还”是因为将士已战死沙

场，而无法深刻理解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无尽痛苦。

在教学中，笔者呈现文献资料——从秦汉到唐朝的

战争竟有1000多次。如此多的战乱要牺牲多少将

士呢？这时，笔者再引导学生在“黄尘足今古，白

骨乱蓬蒿”“白骨已枯沙上草，家人犹自寄寒衣”

的诗句中寻找答案。那触目惊心的累累白骨，家人

遥遥无期的期盼引发了学生对战争残酷性的叹息。

学生再次读这句诗时，便自然而然地有了情感的变

化。当学生了解了诗中相关的故事与资料后，笔者

通过让学生抄写古诗鼓励他们一边写一边体会诗句

意思，沉淀情感后再来读诗，水到渠成地读出了诗

句中蕴含的情感。

（三）体会诗句，读出感悟

读诗是个性化的行为，教师对学生可以指导，

但不能替代其体验和思考。［4］《凉州词》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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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所表达的情感是不同的，学生的感悟自然也是

不同的。这需要靠个人的经验和悟性去体会和想

象，因此教师要留给学生足够的空间来进行阅读和

个性化思考，这个过程不能用集体讨论来代替。

在教学中，笔者引导学生把每首诗的后两句读

出不同的感悟。在《凉州词》中，学生朗读“醉卧”

一词时，有的读出了将士的英勇无畏，有的读出了

将士的乐观豪迈，继而读出了将士们用生命谱写了

家国情怀；在《出塞》中，学生通过了解“龙城飞

将”的典故，有的读出了诗人对良将的渴望，有的

读出了诗人对和平的期盼，继而读出了诗人怀着满腔

赤诚，用写下的诗来表达自己的家国情怀。同样的诗

句读出了不同的感悟，这样的思考是学生静下心后的

思考，这样的读是自由的、开放的、创造性的读。

三、建立关联，读出家国情怀

读诗的过程也是学科育人价值形成的过程，它

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引导学生理解诗人

的原意，即“还原性理解”，读出诗中的情感；第

二阶段是学生独到的体验和感受，即“创造性理

解”，读出自己的感悟。

（一）读出关联，建立情感联结

《凉州词》和《出塞》有诸多关联之处，学生先

发现的是它们都是唐朝的七言绝句，再发现它们都

是边塞诗。其实这两首诗之间也有内在的关联。《凉

州词》中有诗句“古来征战几人回”，《出塞》中有

诗句“万里长征人未还”，这一问一答不仅将两首

诗巧妙地勾连在一起，也让学生真实感受到战争的

残酷，感悟到将士和诗人之间共有的这份家国情怀，

继而理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含义。

（二）读出情怀，践行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学生知道了“匹夫”不仅

指征战沙场的将士、以笔为矛的诗人，还有忧国忧

民的伟人、拥有民族气节的艺术家。在现实生活

中，“匹夫”还应该有谁呢？学生自然而然就想到

了自己，想到了身边的人，明白“匹夫”包含我们

每一个人，这种赤诚报国的家国情怀已成为一种民

族精神，从古延续至今。在课堂上，当每个学生的

名字出现在屏幕上时，相信带给学生这份触及心灵

的震撼是真实的、持久的。那一刻，“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不再是空洞的，而是化为一种无形的力

量激励学生铭记肩上的责任，用行动去践行，这就

是学科育人价值的具象化。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提出，

语文课程应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发挥其独

特的育人功能和奠基作用，以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发

展为目的。［5］基于古诗的文体特点，教师要深入

研读教材，明晰古诗在学段、单元中承载的任务，

引导学生在多层次、有梯度的诵读中感受古诗的音

韵美，体会古诗的丰富情感，不断获得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浸润与熏陶，充分发挥古诗在学科育人价

值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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