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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最灿烂辉煌的经典文化瑰宝。笔者立足现阶段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

现状，加强古诗词教学与音乐、舞蹈、书法、绘画等学科融合，对小学古诗词体验式活动进行了构建与实

施。通过学科融合，开展古诗词体验式活动，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立文

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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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词体验式活动可以尝试与
音乐、舞蹈、书法、绘画等多门学科进
行融合实践(见上图)，帮助学生把握
诗词意象，还原诗词场景，形象演绎
诗词意境，与古诗相约。

（一）诗与音乐的流淌：会心咏唱
得其韵

小学古诗词体验式活动可以采
取多姿多彩的唱诗形式。结合新时代
的一些文艺节目的形式和手段，使

“唱诗”活动变得多姿多彩。
1. 伴乐唱诗：是一种常见的形

式，就是根据古诗所蕴含的情感挑选
一首合适的曲子进行气氛渲染，从而
使“唱诗”更富有韵味。例如，一年级
《语文》下册中“江南可采莲”，让孩子
伴乐唱诗，植物中蕴含的各类文化意
象在学生学习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感
知体悟，也就构成了一种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传承。

2.游戏唱诗：游戏是孩子们的最
爱，即使是“唱诗”，他们也离不开游
戏。通过边做游戏边唱诗，孩子的各种
协调能力都得到了发展，而且还极大
地提高了他们学习古诗词的兴趣，颠
覆了他们的认知，“原来，诗也是可以
唱的，原来，诗和游戏是可以兼得的。”

3.快板唱诗:有的孩子，快板打得
好，用打快板的方式配合唱诗，也别

有一番风味。快板无疑是表达节奏感
的最佳工具之一。如：学习小组中，有
一个孩子从小就学习打快板，无论什
么节目都能用打快板的方式展示。在
唱诗活动中，他的“快板唱诗”还被大
家称为“唱诗一绝”呢！

（二）诗与舞蹈的契合：用心展示
得其意

舞诗活动，更能增加活动的乐趣，
使学生投入到古诗的意境中获得成功
的喜悦，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语文综合
素养，实现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

1.吟唱舞诗：爱唱爱跳是孩子的
天性，把它运用到“舞诗”活动中来再
适合不过了。比如四年级上册教材中
的三首古诗(王昌龄《出塞》、王翰《凉
州词》、李清照《夏日绝句》)归入同一
单元，这个单元的篇首语为“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就是对优秀传统文化
的一种提示，让学生于吟唱中传承优
秀传统文化。

2. 配乐舞诗：找一首合适的配
乐，随着优美的乐曲缓缓舞动，带给
人的是一种美的享受和艺术熏陶。几
乎所有的舞蹈都需要音乐来点缀，没
有音乐的点缀，舞蹈显得干巴又无
趣。那么“舞诗”也一样，有了音乐的
配合，“舞诗”会增色许多。

3.创意演诗：古人留给我们的诗

词的故事性也强，情节生动，令人回
味无穷，产生无限的遐想。比如张籍
的《秋思》，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
兄弟》，贺知章的《回乡偶书》等等，都
是用极其简洁的诗句描写了一个个
生动有趣的故事。这样的古诗尤其适
合孩子们“演诗”。于创意演诗中，体
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核心思
想理念、人文精神和传统美德。

（三）诗与书法的邂逅：细心美化
得其雅

根据孩子的兴趣和特长，引导孩
子积极动脑动手，书写古诗词，配上
插图，使其成为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1.工艺书诗：诗词与工艺的完美
结合

生活中很多工艺品也是古诗词的
天地，古人就很喜欢在空白的工艺品
上题诗作词，使之更具有韵味和雅
兴。充分发挥指导老师和学生的聪明
才智，由他们自主研发和开展以“工
艺书诗”为主题的各项拓展性学习活
动（见下图）。

2.功用书诗：实用与艺术的完美
结合

“书诗工艺品”代表的是学生那
一颗真诚的心。在母亲节那天，在扇
面上写上赞美伟大母爱的古诗词“谁

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送给妈妈作
为节日礼物，意义非凡；在同学生日
会上，送一个富有哲理意味的“诗词
书签”，能表达你美好的祝福；在朋友
离开之际，送一件写有“送别诗词”的
工艺品，表达你的不舍之情；又或者
在教师节到来之际，准备一件书写有
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句“春蚕到死丝
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的工艺品送
给老师，这不是既合景又有意义的礼
物吗？

（四）诗与绘画的交汇：诚心直观
得其象

关于“画诗”体验活动，一般通过
两个途径进行，即“课内的即时画诗”
和“课外的自由画诗”，把古诗词拓展
性学习活动与课内的诗词教学有机
结合起来。

1.课内的即时画诗
“课内的即时画诗”是指课堂即

时描绘。比如在教学《元日》这首诗
时，教师重点介绍了我国古代的春节
习俗，有点燃爆竹、饮屠苏酒、换新桃
符等，紧接着，让学生描绘出春节除
旧迎新的景象，从而使学生感受古代
百姓积极向上的奋发精神。这样一
来，有利于激发学生对中华传统节日
的兴趣，增强学生的文化归属感和文
化自信。

2.课外的自由画诗
课外的选择描绘，学生可以选择

自己喜欢的古诗来细细描绘。鼓励学
生自行设计，加强合作意识，积极参
与到班级“古诗意境”描绘大赛中来。
学生的创造力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比
如，学习了《咏柳》这首诗，学生不仅
画出了诗句中描写到的景色，还扩充
了不少诗句中没有提到的景物；有的
学生还画了“四季诗连环画”，春夏秋
冬各一幅，排在一起煞是好看；还有
的把自己喜欢的诗人出一份“画诗”
手抄报，专门收集他的古诗进行描绘
并进行排版。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提出：
“热爱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感受语言
文字及作品的独特价值，认识中华文
化的丰厚博大，汲取智慧，弘扬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建立文化自信”。古诗词是
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经典文化瑰宝。
为了更好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立足现阶段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现
状，加强学科融合，对小学古诗词体
验式活动进了构建与实施。

（一）有利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继承和发扬汉民族最珍贵的文

化遗产是我们的使命。古诗词尤其是
唐诗是中华民族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是中华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习近平同志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
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引经据典，为优秀
传统文化“代言”，诗情画意的语句中
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动人魅
力和智慧。

(二) 有利于突破课程改革的困境

在国家课改政策引领下，各地的
课程开发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小
学语文教材充实了许多脍炙人口、人
文情怀的古诗词篇目，这些古诗词闪
耀着华夏文明的光芒，洋溢着民族的
激情。古诗词体验式活动，教师在提
升课堂教学质量时，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与古诗词教学充分结合，促使学
生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而更进
一步推进对学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

（三）有利于落实立德树人的目标
语文具有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特

点。小学语文古诗词中有丰富的传
统文化内容，蕴含诸多良好的人格
品质和优秀的传统美德。通过古诗
词体验式活动，发展学生的语言运
用能力，提升他们的语文素养，同
时，将教书与育人结合起来，让立德
树人与古诗词体验式活动中实实在
在地发生。

学校变革的重心就在于教育实
践活动的持续改进，学校文化建设
的重心在于创生体验式活动文化。
古诗词教学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不能只局限于课堂，还要开
展体验式活动。在小学语文古诗词
体验式活动中，引导学生挖掘、感
悟古诗词中所体现的传统文化气

息，接受传统文化的洗礼。通过学
科融合，开展各种古诗词体验式活
动，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思
想情趣。只有不断的尝试、探索、挖

掘，才能在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中
实现课内与课外的双向探索，完成
弘扬传统文化、全面复兴传统文化
的重要任务。

三、古诗词体验式活动之展望

二、古诗词体验式活动之实施

一、古诗词体验式活动之意义

工艺书诗

诗情扇面

诗理书签

诗词对联

诗词工艺品

把以抒情为主的古诗词书写在空
白扇面上，配上相应的画面，不失
为一件高雅的艺术品。

把含有人生哲理的古诗词书写
在自己亲手制作的书签上，再夹
在自己的书中，就能够起到一种
警示作用，可以时刻提醒孩子自
律自强。

对于喜欢书法的孩子来说，学写
毛笔字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对仗
工整的古诗非常适合拿来作为
对联书写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