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词教学总结报告(模板5篇)
在现在社会，报告的用途越来越大，要注意报告在写作时具
有一定的格式。通过报告，人们可以获取最新的信息，深入
分析问题，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报告
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诗词教学总结报告篇一

古诗词一直以来都是语文教学中的重难点,是素质教育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遗产中的精华,其地位不可小觑。下面
是本站小编整理有关古诗词教学经验总结的范文，欢迎阅读!

古诗，以她那丰富的内容，深远的意境，优美的韵律而成为
中国文学史上一颗灿烂的明星。古诗在小学语文教材中也占
有很重要的地位，它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文化，是小
学生接触了解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好教材。但由于古诗的形
式体制、遣词造句等方面与现在的语言习惯差别很大，因此，
古诗的学习对于学生来说也是个难点。往往教师在教学古诗
时，介绍讲解，强调字词，逐句解释。学生埋头笔记，学会
的标准就以会背、会解释来衡量。学生究竟从诗中领会了多
少美的意境，无从谈起;究竟得到多少语文基本能力的训练，
也无从落实。其实,古诗的教学也应该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
掌握学习的方法，积极参与到学习过程中，发展他们的思维，
锻炼他们的能力，让古诗教学也充分体现素质教育的特点。

一、 从整体入手，启发学生思维

有些教师在教学古诗时，一般从字词着手，逐词逐句理解，
往往把一首完整的古诗弄得支离破碎，也使学生学习失去了
新鲜感，失去了学习的主动探索性。我认为只要教师深入钻
研教材，精心安排教学过程，从全篇着手，从整体出发，启
发学生的思维，激发学生的探索积极性。例如，教学《惠崇



春江晚景》这一首诗时，教师精心设计了这一问题：你认为
这首诗描写的是什么季节的景色?你是从哪儿看出来的?学生
带着问题自学古诗，兴趣倍增。他们通过查字典、联系上下
文、相互讨论等办法寻求答案，各抒已见，教师再适当加以
点拨，既完成了教学任务，又充分锻炼了学生的自学能力。

二、 运用多种手段，调动学生积极性

选入小学教材的好多古诗，大多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是小
学生喜闻乐见的题材，如《小儿垂钓》、《蝉》等，在教学
这些古诗时，不妨让学生自己来表演诗中的人物动作，使学
生在开开心心演小品的过程中，体会诗中所描写的内容，增
加对诗意的理解。再如，在教学《早发白帝城》、《山行》
等诗时，教师也可以运用简笔画来辅助教学。教师画上一座
高高的白帝城，学生添上朵朵彩云;教师画上一条长江，请学
生加上一叶小舟，再画上重重高山;或是请学生动动脑，画出
其中一句的画面。在作画过程中，学生在逐步加深对字词、
诗句的理解，同时因为动脑又动手，兴趣浓，积极性高。 随
着教育技术的现代化，多种媒体都可以参与到古诗教学中来。
学生可以从屏幕上了解飞流直下三千尺，也可以在音响中感
受处处闻啼鸟。不管用什么方法，目的都是为了调动学生学
古诗的积极性，让他们主动投入到学习活动中，去探索，去
发现。

三、 抓住朗读环节，让学生品味诗意

经常听学生读古诗如小和尚念经，咿咿呀呀，拿腔拖调。其
实古诗的语言极富音乐美，它和仄压韵，本身的节奏、音律
就给人以美的享受。学生通过正确朗读，更能理解诗的内容，
领会诗表达的意境。在古诗的朗读教学中，为了充分发挥学
生的主体作用，教师可以经常向学生传授一些古诗朗读的基
本技巧，如停顿、重音、语速等，同时明确相对应的符号，
如停顿 / ，重音用 · ，延长用---等。在古诗教学过程中，
通过对古诗不断深入的理解，让学生动手动口，给古诗加上



各种朗读符号，自己练读，再同学间互读，接着全班试读，
让学生在朗读过程中体会诗的音韵节奏，领略诗的音乐美，
并发挥想象，感受诗的意境。学生在课堂上有充足的时间练
习朗读，不光提高了他们的朗读水平，还能加深对诗的内容
的理解，不是俗语有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嘛。

根据古诗的特点，以及小学生的实际，教师本着以学生为主
体的原则，用心编排教学过程，精心设计教学方法，启发引
导学生积极地投入到古诗学习中，让学生见前人之所见，闻
前人之所闻，想前人之所想。让学生在古诗学习中掌握一些
学习方法，不断向课外拓展。

古诗是我国灿烂传统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们大都具有
如下特点：语言优美精炼、想象丰富新奇、韵律朗朗上口、
情感动人心魄、哲理深刻入微，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一辈
子都难以忘掉。 那么，如何让孩子们领略古诗的美，让孩子
们通过古诗的学习，进而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呢?在教学的实
际操作中，我们的老师往往陷入两难的境地：讲多了，破坏
了古诗的整体意境美;讲少了，我们的孩子们又难以逾越理解
的障碍。下面我谈谈自己在古诗审美教学中所做的一些尝试：

一、反复吟诵，感受形象美。

通过反复吟诵来体会文章的美感。只有经过充分地、反复地
诵读，设身处境地进入诗的境界，细致感受其中的形象美，
才能深入地领略作品中的情致和趣味，从而获得审美的愉悦。

二、深入理解，体验情趣美。

古诗的语言凝炼含蓄，耐人寻味，经常是言有尽而意无穷。
古诗语言简洁所带来的一些特点，比如词序倒置、成分省略、
语句浓缩、意思跳跃等，都构成了孩子们学古诗的障碍。先
让孩子们理解重点词的意思，进而理解整行诗、整句诗、整
首诗的意思。解释时，只要将意思说通即可，不必按字的顺



序来解释。通过深入理解，古诗中的情趣美也就不难体会出
来。

三、多方迁移，领悟意趣美。

我们在古诗教学中有时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那我们何
不让孩子们对内容做回味、做迁移呢? 1、将古诗改写成短文。
在孩子们领悟了古诗描绘的那种美的意境之后，让孩子们将
古诗改写成短文。当然在改写之前，还要提醒孩子们诗的内
容，除了古诗所描绘的内容外，还可以做合理的想象。改写
是对孩子们一种美的熏陶，还培养了他们的想象力，促使他
们进一步理解古诗内容。 2、链接课外阅读。 古人云：熟读
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这是古人写作的秘诀。每学
好一首诗，就要求孩子们去找同一类的诗，这样可以培养孩
子们的自学能力。 我们老师，应该充分利用古诗的意趣美这
一内蕴力，催动孩子们在学习活动中，产生最佳的审美效果。

古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瑰宝。古诗教学是语文课程中
重要的一个版块，每个学年都规定有具体的数目。会背会理
解，能品意境是我们语文老师进行古诗教学的基本要求。大
部分老师在教授古诗时常犯的一个垢病是：每一首古诗采用
千篇一律的方法，学生学起来枯燥乏味，效果也就可想而知
了。叶圣陶老师曾说过“古诗教学，重在陶冶情操，扩展想
像，如果能抓住要点，讲解其中一两句就可以了，不必进行
繁复冗长的讲解。”为此，我认为一个老师在组织学习古诗
时，首先是要对古诗进行全盘的备课。只有对古诗的背景、
作者等方面了如指掌才能对古诗进行有效的教学。

一、紧扣课改理念，为师者首要观念转变，摒弃教师板书，
学生抄记的确满堂灌思想。要想法设想引导学生转变方式，
尝试自学。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小学语文教学要实现
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新理念下的古诗词教学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在教学古诗《江雪》时，由于这首
诗内涵丰富，短小精悍，词句优美，韵律和谐，节奏性强，



易读易记。针对这一特点，在教学时，每一部分我都是放手
让学生尝试在前，学生能学会的就不教，确实不能学会的也
是先让他们自学后再教。充分通过学生自主、合作、探究进
行尝试朗读、尝试讲诗意、尝试自己解答疑难问题，这样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就会很高。“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
会吟”，告诉我们，诗进入了学生头脑，是诗意迸发的前提。

二、教给学生学习古诗的程序。自学了解作者，查阅写作背
景，熟读成诵，尝试理解诗意，体会表达感情。

三.教会学生理解诗句的办法。常有、较有效的办法是拆字理
解连成句子的办法。四.举行快速背诵古诗比赛。提示法，对
仗法。

诗词教学总结报告篇二

一、初读诗文，了解作者

诗读百遍，其义自明，其情自见。诵读古诗方法很多，分自
读、对读、群读，又可分为默读、声读等。多读，可以让学
生把握诗词的内在节奏。节奏是古词的生命，读诗的过程也
是欣赏诗歌的一种过程。学生在读中整体感知，在读中有所
感悟，在读中培养语感，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读多了，
自然成诵，化为心中之本。

整体朗诵诗歌的过程中，由于现代文和古文之间的不同，首
先要引导学生读准每个字，每个词的读音，例：《回乡偶书》
中“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现在“衰’’
读“shuai，但古读音应该是“cui”，古读音更能押韵，更能体现
古诗的韵律美；例如杜牧《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
云深处有人家。”古时应该读xia．，而现在用汉语拼音读xi4，
就不和谐，不押韵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我就先让同学们
自己读，多读几次，体会到古诗的押韵美，学生自然选择读



古音了。

二、精读课文，了解诗意

读通古诗后，就要了解这首诗的意思，在语文课本中，古诗
词都会有注释，将不太容易理解的字词翻译出来。这时，我
多半希望学生采用小组合作或个人言的方法，一句一句让让
学生慢慢去自己探究，老师在旁适当点拨即可。还可以鼓励
学生借助古汉语词典，去自己翻找。这对于学生的自主学习
学习能力，有很大帮助。

三、研读诗文，体会情感

(1)了解背景：

有不少的古诗词，它们作者不同，背景不同，表达的情感也
不同。就拿“送别主题来说，有李白的《赠汪伦》，写汪伦
以歌声送友，李白借潭水抒友人对已感情之深；有李白的
《送盂浩然之广陵》，写李白以目光送友，以长江之水喻友
人之间感情绵绵不绝；有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王维以
酒送友，借朝雨，青柳，美酒表达对友人离去的伤感之情。
这些都淋漓尽致的表达出作者对友人的依依不舍之情。

再比如：翁卷的《乡村四月》、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
张志和的《渔歌子》等为我们描绘出风景优美的田园风光，
表达出对大自然、对劳动人民的赞美。同样是写景诗，不同
的是李白的《独坐敬亭山》，不仅写出了敬亭山秀丽的风光，
其中“尽’’、“孤独、“只有”等词又体会出诗人无比孤
寂的心情。从背景资料当中，我们知道李白才华横溢，青年
时雄心壮志，无奈朝廷黑暗，世态炎凉，长期的漂泊生活使
他饱尝人间辛酸的滋味，孤寂之感倍生，所以朗读时要读出
压抑孤独的心境。

(2)想象力的培养：



亚里士多德说过：“想象力是发现、发明一切创造活动的源
泉。没有想象就没有创造，善于创造就必须善于想象。想象
力对于一个人的重要可见一斑。古诗词具有简洁、篇幅短小
而意蕴丰富的特点，学生要充分了解诗中意境，诗句的言外
之意，就要靠自己的想象补充和领悟，去联想、补充和创造，
以构想诗词中的画面。例如：《江上渔者》学习古诗后，请
同学们想象在波涛滚滚的江面上，捕鱼人冒着生命危险，打
捞鲜美的鲈鱼，使人不由对捕鱼人产生同情与怜悯。

(3)课外拓展的必要性

从最简单的诗句“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
红掌拨清波”开始，我就引导学生通过画画的方式，来理解
诗句。自居易的`《忆江南》我搜集一些江南美丽风光的图片，
在大自然的神奇魅力感叹下，引导学生体会诗人为何难忘江
南，从而读出对江南的赞美。送别诗我通过让学生讲述与朋
友离别时的故事和心情，来体会朋友间依依不舍得离别之
情……古诗词虽然离我们很远，但古人的心情与感受无不包
含在这短小精炼，意味悠远的诗文中，只有贴近我们心灵的
诗句才是千古名句，我们也只有用自己的生活做比照，才能
更好的理解诗文。

总之，古典诗词是我们伟大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的结晶，是
我们的宝贵财富。一个没有传统的民族是可怜的，一个拥有
传统却不知道珍惜的民族是可悲的。优秀古诗词是小学教育
的重要资源，优美的诗词，深刻的内涵，高远的意境，流传
的佳句，精湛的语言，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我们广大语文教师只有重视古诗词的教学，不断充实自己，
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正确把握作品的情感，采取科学有效
的手段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才能使
学生热爱古诗词，热爱祖国优秀的文化，引导学生去发现它
的美，欣赏它的美，享受美感的体验，以此丰厚孩子们的人
文素养吧!



诗词教学总结报告篇三

在对语言进行学习的过程中，良好的语言环境能够起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因此，教师在对古诗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应根
据本堂课程所安排的教学内容，选择合理的方式营造良好的
学习氛围，从而帮助小学生找到学习古诗的感觉。

此外，当教师运用图片、音乐等作为辅助工具进行古诗教学
时，能够起到较好的气氛渲染作用，帮助小学生尽快进入状
态，降低其对古诗理解的难度。

同时，在教师运用多媒体等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开展教学活动
时，还能够调动小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其能够积极地投入
到古诗的学习当中。例如，在讲解曹操的《观沧海》时，教
师可运用教学设备，播放自然界当中湍急的水流那种气势磅
礴的声音，并在这种声音之下有节奏地将古诗文进行朗读，
使得小学生能够对该诗文拥有一定的感受。

之后，教师应再运用图片等形式，对当时所描绘的山川的险
峻、河流的汹涌等进行再现，使得小学生能够对当时的景象
拥有深刻的认识。此时，教师再对诗文进行讲解的过程中，
则能够大大降低小学生对该诗文理解的难度。

二、掌握科学的教学方法

在教学活动开展的过程中，有效的教学方法是提高教学效果
的关键途径之一。因此，对于小学语文教师而言，掌握多元
化的教学手段对提高古诗的教学效果有着积极的帮助。一般
而言，笔者在进行古诗教学的过程中，常用的教学方法主要
包括以下几种：其一，诵读法。

笔者在教学过程中，通常会要求小学生首先将古诗默读一遍，
对其中的生字词进行标注。之后再经过诵读以及笔者的讲解，
使得小学生能够对古诗当中所表达出的思想感情进行理解。



在此之后，笔者将会要求小学生有感情地进行朗读，培养小
学生的语感;其二，比较法。

在笔者进行古诗教学的过程中，通常会将一类的古诗进行系
统教学。例如，描写祖国山川河流的诗文，如《望庐山瀑布》
;表达对友人依依不舍的诗文，如《赠汪伦》《别董大》等。

通过对一类诗文的系统教学，能够在扩大小学生古诗积累量
的同时，实现其视野的开阔;其三，激励法。笔者在对古诗部
分的教学进行到一定程度之后，将会组织班级内的小学生以
分组的形式进行比赛。该比赛通常以不同的主题举办，如按
诗人划分、按朝代划分、按类型划分等。

三、加强古诗的美学教育

古诗是我国历史文化的积淀，在对其进行学习的过程中，不
应单单对其表现手法等进行学习，同时还应对其所蕴含的美
进行品味。因此，加强古诗教育当中美学的教育，对小学生
掌握古诗有着积极的帮助。笔者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通常
会注重以下四个方面的美学教育：其一，自然美。

我国的古诗当中，部分古诗所表达出的含义是对我国大好河
山的赞美。通过诗人赋有文采的笔下，这些山水仿佛被赋予
生命一样，活灵活现的展示在世人面前，使得人们能够对自
然界之美产生感叹，并激发我们对大好河山的珍惜之情;其二，
语言美。古诗当中的文字富含美的韵味。

通过文字的形式将韵律的美展现得淋漓尽致。例如，贾岛
的“鸟宿池边树”，又例如刘禹锡的“病树前头万木春”;其
三，品格美。诗人在古诗的创作之时，均将自己的情感融入
其中，例如，“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通过对这短短两句话的反复品读，就能够体会到当时曹操的
人虽年老，雄心仍在的气魄，从而能够给现代的小学生以激
励，鼓励其在少年之时就应树立远大的理想且为之奋斗不息;



其四，心灵美。

由于小学生的年龄相对较小，其审美能力尚不完善，而学习
古诗正可以弥补这一不足。例如，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通过对该诗文的学习，能够教会小学生应珍惜友情;又如“日
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一诗进行学习时，应激发
小学生对祖国山水的热爱之情。

总而言之，在小学语文古诗的教学当中，教师应在营造良好
的氛围之下，指导小学生通过有节奏的朗诵，体会到古诗当
中的韵律，了解当时的作者的思想，真正掌握古诗的精髓，
提高小学生古诗的学习效果。

诗词教学总结报告篇四

小学生还处在智力发展阶段，理解力、注意力、记忆力等都
未达到成年人水平，对诗词的理解和记忆有一定的难度，因
此小学语文课本里的古诗词的内容故事都是非常简单的，读
起来朗朗上口的。古诗的研究意义更加在于诗词的创作背景，
所以，在更高教育级别的中的研究，通常会研究诗词作者的
时代背景，会研究当时是发生了怎样的历史事件。

同样，在小学的教育中，由于学生的思想认知还无法达到所
应有的深度，但是教师同样可以将时代背景加以利用，加以
介绍。例如在讲述《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篇古诗的时候，
可以讲解作者实在怎样的情况之下创作的这首诗。

接着引申出作者王维当时为何对被贬，同时向学生提及当时
的历史小故事，增加学生对于这篇古诗的热爱度，这样就可
以使学生更加细致的掌握这首古诗的含义，同时方便背诵记
忆。

在为小学生讲解这些内容时，一定要化繁为简，通俗易懂，



给他们举生活中常见的小例子，帮助他们更好的理解。把古
诗词的意境和魅力带给小朋友，把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中华
文明传承给下一代，让中华文明的根深深扎下去。

二、教课方式避免生硬刻板

我国虽然近年来一直提倡素质教育，可是中国式教育仍然存
在着许多弊端，为提高学生成绩和学校的升学率，一些考试
只能全身心的投身于备考知识的讲解和强化，一味地让学生
背诵和默写，可是死记硬背却不能深刻理解知识的内涵。只
注重应试考试成绩，而不注重学生是否真的会灵活作用，活
学活用。

“把这些都背熟了”，这是中国学生经常能听到的话，老师
们总是把它挂在嘴边。对于诸如此类的教学方式，只会增加
小学生的厌烦感，尤其是小学生，就更加不愿意去背诵。

教师可以设计比赛的形式，同样是布置作业，但是告诉同学
们明天会是一个趣味比赛，这样的效果就不会只是增加了学
生大脑的记忆负担，让学生死记硬背，而不去理解古诗词的
意境和情怀，而是学生会从内心愿意接受并背诵这首古诗了。

三、联系生活，再现情节和趣味

小学古诗词读者是小学生,因此要启发学生体会诗歌中的童趣,
最好的办法就是帮助他们将诗歌中的内容和日常生活联系起
来.比如，在教授《晓出静慈寺送林子方》这首古诗的时候，
其中在讲述“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时候，可以配合幻灯片的
放映，让学生通过眼睛的直观感受来理解诗文中所描述的精
彩画面。

同样，教师的在课堂的具体教书过程中，还可以提问学
生“有谁见过荷花”，“在什么时候”等问题，通过联系生
活的实际，让学生自己阐述对于荷花的理解，同时可以讲解



荷花的花语，同时与本诗向对应。呆板的教学，学生不会引
起共鸣，通过联系生活的实际呈现给学生，学生会认真阅读，
仔细思考，对照反思，努力接受。

四、开动学生丰富的想象力

对于小学生来说画画远比写字要容易的多，他们能更容易的
用画笔来描绘自己心中理解的诗的样子，老师也可以根据学
生画出来的画向他们解释诗的含义，帮助他们更好的理解。

也可以要学生根据理解的诗歌内容进行舞台表演，充分开发
学生的想象力，不仅可以将课本知识活动形式话，避免了课
堂教学的死板，增加了课堂教学的多元化形式，也增加了学
生与老师的交流与互动，同时增进了师生之间的感情。

教师与学生在良好的氛围下学习诗词，更加有助于学生对于
中华古诗词的热爱。

诗词教学总结报告篇五

文学作品是作者将其所处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活合
而为一后的体现，所以，不论遇到古诗词还是现代文学作品，
要想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领略其中的文化韵味，必定要考
虑作者的写作背景。如果离开对应的时代来分析作者的作品，
即使是名著，最终的解析也会大打折扣。

所以，在为小学生讲解古诗词的时候，教师应先向学生介绍
一下作者的生平、经历以及所处时代的概貌等，让学生在了
解作者的同时，来体会其创作思想。教师的积极引导，可以
很快地带领学生置身于诗人所处的情境，与之感同身受，既
能让学生快速地熟悉诗歌的内容，还能深刻地体会到其中所
包含的情感，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走进诗人、了解诗人。

二、品词析句，体味诗情



1.标记重点词语诗歌是对语言的升华，一字一句都饱含诗人
的情感，遣词造句只为达到更完美的境界。但如果教师在授
课的时候，不注重整体把握而逐字逐句地解释，反倒会失去
古诗原有的味道。

因此，新课标着重强调要考查：“是否能凭借注释和工具书
理解诗文大意。”所谓的标准答案，加上教师的过多讲解，
大多会使古诗教学变得枯燥乏味，教师应该鼓励学生大胆地
发挥想象力，根据作者的中心思想来体味诗情。

2.发挥想象古诗的篇幅不长，但其中饱含诗人的心血，是诗
人积累的知识与生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教师在讲授古诗的
时候，可以鼓励学生循着诗歌所描绘的内容发挥想象，勾勒
出情境。就拿《春日偶成》这首诗来说吧，教师就可以让学
生闭上眼睛，轻轻诵读这首诗，然后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来
想象出诗中所描绘的春游景象：在惠风和畅、杨柳轻舞的日
子里，诗人于午前漫步穿梭于山水之间，鲜花遍地，流水潺
潺，令人心旷神怡。

如此一来，学生就像置身其中，与诗人一同行走。此时，让
学生再次诵读诗句，感受诗人春游时的愉悦心情。

三、创设情境，感悟诗韵

古诗本来就韵味十足，教师在教授的时候要注意方式方法，
不可一味地灌输，要多角度、多渠道到地创设情境，引领学
生进入情境，从而感受词诗中优美的韵律和丰富的情感。具
体方法如下：

1.介绍作者背景每首诗都有作者，那么每个作者都会有自己
的生活经历和所处的时代背景，教师可以先让学生了解作者
的相关信息，然后再根据作者创作时的心情来展开想象。

如《游子吟》这首诗，由于年代久远，学生无法从现在的生



活中去感受作者所处的生活环境，所以，可以给学生讲讲
《孟母三迁》的故事，让他们体会一下母爱的伟大。这里必
须强调一下，介绍作者的情况只是为了让学生更好、更准确
地把握诗歌，切不可顾此失彼，要有重点地讲授诗歌内容。

2.联系现实生活生活实践是学生了解诗人的途径之一，所以，
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将生活中的事物与诗歌中提到的内容联
系起来，从而加深对诗歌的理解。

如，袁枚所作的《所见》，其中描绘的就是牧童骑牛高歌的
场景，忽然歌声戛然而止，原来这位牧童正在捕蝉。诗歌的
内容通俗易懂，教师可以带领学生想象自己干这些事情时的
场景，尽情感受诗中的画面美。

3.运用直观形象受制于古诗的课堂教学，所以，无法让学生
观赏实景实物，教师可以运用多媒体课件，将图画、文字和
声音结合在一起，让学生仿佛置身其境，从而更好地把握诗
歌的内容与思想。4.丰富情感想象在课堂上，教师要尽量鼓
励学生发挥对诗中情境的想象。这样一来，既能培养学生的
思维能力和想象能力，又能快速地学会古诗，感受其中的情
境美。

总的来说，古诗教学应从整体把握，让学生在轻松的环境下
了解诗人，体会诗情，感受诗歌美。多元灵活的教学方法，
不仅能让学生学好知识，还能提升其欣赏能力和文学品味，
从而进一步提升语文综合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