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8

No. 10 2021教学研究

中职语文低年级古诗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策略
倪轶潭

（上海市浦东新区教育党建与人才服务中心，上海 200125）

摘要：古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对学生的语言建构及使用、思维的发展及提升、审美的鉴赏及创造、文化的传承及弘

扬等方面有重要影响。中职低年级学生因受认知及思维水平的局限，在接受和理解思想内涵深刻、美学意境幽深、情感体验动人的古诗

时往往不能达到预设学习目标，在中职语文低年级师生中开展古诗教学活动时，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以 2020 年版《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

程标准》为指导，将中职语文低年级古诗教学为研究对象，本论文采用调查问卷法对中职语文低年级古诗教学现状进行调研，从中职语

文学生的古诗学习及教师的古诗教学两方面入手，经过数据整理分析，发现问题并进行归因，并针对中职语文低年级古诗教学中存在的

问题尝试提出优化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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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是中职低年级语文学习的重要内容，2020 版中职学校语

文课程标准指出古诗文学习既能够帮助学生完成字词知识的积累

进而建构丰富的语言系统从而提高其想象能力和诵读能力，也能

在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方面树立学生的文化自信，使学生更好地

传承及弘扬。课标在附录部分推荐 50 篇优秀诗文，上海中职校多

采用倪文锦版教材，据统计，倪文锦版职一语文（基础模块）上、

下册分别选取14首、16首古诗，考虑到中职学校教学的特殊性（多

数专业在职二下学期开展跟岗培训，不再进行文化课教学），职

一年级 30 首古诗在整个中职学段古诗教学中如此大的占比再一次

凸显了古诗教学在中职低年级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地位。

根据笔者教学一线的观察和实际教学经验发现，在中职语文

低年级古诗教学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为深入分析进而解决这

些问题，笔者制作了两份调查问卷对自己所在教学区内五所中职

低年级学生及授课教师进行调查研究，了解中职语文低年级古诗

教学现状，试图分析归纳其存在的问题。

学生版问卷针对 200 位低年级学生对古诗学习的兴趣动机、

课堂学习态度、知识迁移和学习困惑等方面的内容进行调查研究。

教师版问卷对五所学校的 30 名中职语文低年级任课教师的古诗备

课、教学、教学效果、学习活动等情况进行调查，并进行了个别访谈。

通过对上述调查问卷的结果进行数据分析，归纳整理，笔者

发现中职语文低年级古诗教学中存在着如下问题。

一、中职低年级学生古诗学习现状及存在问题

中职低年级学生刚升入中职，对古诗学习兴趣一般，加上基

础较薄弱，且思维更偏向具体形象思维，对图片、视频的兴趣远

大于古诗这样的较抽象的文字，而该学段对古诗学习要求较高，

学生需掌握古诗中汉字的读音、汉字的字形和含义，理解古诗的

诗句的含义和描绘的画面和古诗中蕴含的情感等较深层次的内容，

对学生来说，具有一定的学习难度，受厌学情绪的干扰，加上缺

乏自我约束的能力，学生存在随意抢话或插话等不良行为继而扰

正常的课堂秩序，学生课堂的注意力较为分散，教师为强调和维

持课堂秩序，调动学生注意力而浪费部分教学时间和精力，影响

古诗教学进度和其教学效果。同时，相当一部分的中职生的文学

和历史知识掌握量不足，不了解诗人生平及写作背景，难以真正

理解诗意，记忆也以机械记忆为主，多为死记硬背，导致的结果

就是记忆速度快，遗忘速度也快。

二、中职低年级教师古诗教学现状及存在问题

第一，教师教学目标不明确。倪文锦版职一语文（基础模块）

上下两册共 30 首古诗，从西周初年的《诗经》到清末近体诗，跨

越中国千年文明的历史长河，体现出博大厚重的优秀中华传统文

化，教师如何引导心智相对幼稚、不够成熟的低年级学生理解认

识中华文化的智慧，无疑是一巨大的挑战。2020 版中职语文课程

标准提出通过古诗文学习使中职学生能够：“体会中华文化的源

远流长、博大精深，增进对中华文化思想理念、传统美德、人文

精神的认识和理解。”①调查表明，55%的教师对于课程标准的

解读还不够全面深刻，因而无法在教学实践中将课程标准与古诗

教学做真正有效的结合，在教学实践的过程中存在着重字词的解

释，文字的翻译，缺乏整体教学观，缺乏引导学生对古诗意义的

领悟，多角度的阐述。部分教师非常重视职二上学期的学业水平

测试，将应试作为职一古诗课讲授的导向，做到“点点俱到”式

的考点知识传授过程，对于重点篇目更是强调学生的背诵记忆，

生硬的灌输不仅未能触及和启迪学生的心灵，对中职低年级学生

语文素养的培养，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传承更是无从谈及。低年级

教师必须更为深刻地去认识与理解课程标准，以期能够在教学实

践中更好达到课标中对中职古诗教学的要求。

第二，教师备课环节不深入。结合调查发现，备课环节，部

分教师缺乏对古诗文本的深入探究，40%的教师按照教学配套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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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书来解读文本，20%的教师参照网络相关资源，对文本缺乏深

入细致的解读以及独到的见解。调查显示，70%的教师用于古诗

教学的备课时间少于六小时，仅 20%教师的备课时间超过八小时，

学情在备课环节没有被充分考虑，低年级教师对古诗备课的着重

点放在目标的设计和内容的讲解这两点上，教学环节设计较单一

程式化，备好课是上好一堂高质量古诗教学课的必要前提，且倪

文锦版教材低年级古诗的篇目中精讲部分占比重较少，教师们在

备课的时候更应该全面思考和设计如何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开展高

效的古诗教学、合理的布置作业，从而实现古诗教学效果最优化。

第三，教师教学方法单调刻板。调查显示 30%的教师在古诗

教学中采用的教法较单调刻板，没有根据具体文本的具体内容设

计对应的教学方法，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千篇一律地按照作者简介、

创作背景、重点字词梳理、诗句翻译、诗歌主旨、作者思想情感

的顺序进行教学，部分教师甚至沿用低效的古诗教学方法，用填

鸭满堂灌式的方式将古诗知识传授给学生，这种偏被动接受型的

单一教学方法显然与中职低年级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相冲突，使

得以中差生为主的部分学生进一步丧失古诗学习的兴趣，古诗学

习效率愈发低下。单一的讲授法，诵读、背诵、默写等教学手段

的大量使用对激发中职低年级学生学习兴趣起到负面作用，这反

映出中职部分低年级教师专业素养的欠缺及对中职古诗教学研究

最前沿的动态、理论及新型教学方法的把握的缺失。

根据中职语文低年级古诗教学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结合中职

低年级学生的心理特点并从认识事物的规律出发，试图探寻改进

中职低年级古诗教学策略，使中职低年级古诗教学的有效性得到

提升。

三、以学生为中心，深度备课

将学生作为教学活动的主体，在认真分析学情前提下，把握

低年级中职学生的认识规律以及心理发展特点的基础上做好充分

准备，认真备课，才能提高古诗教学活动的有效性。备课阶段，

教师需多途径对文本进行深挖掘，吃透诗题、诗人信息、文本里

每个字的音形义、每句诗的含义、诗人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诗

的主题内容，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去梳理概括古诗教学的重难点。

如不经整理筛选，单一地把古诗教学的所有内容讲给学生，学生

不仅不能够掌握相关知识，甚至会因逆反心理而加剧对古诗学习

的厌倦，得不偿失。因此，中职低年级教师在进行备课的过程中，

对古诗内容应做有选择地讲解。如在备课职一上册《静女》时，

学生基础较薄弱，且此诗与学生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时代隔阂，教

师如果过分强调认清楚此诗中的生字，理解字词的意思，为学生

讲“风、雅、颂”“赋、比、兴”的形式特点，学生会觉得枯燥

且不易理解，因此在选取《静女》的教学内容时，为缩短诗与学

生的时代距离，对于字词翻译，写作手法，教师不应再过多要求

学生去记忆，要以讲解诗中含义和情感为主，结合中职学校中普

遍存在的恋爱问题，指导学生在诵读中想象诗中所描绘的画面（青

年男女恋人之间的相会），从诗中的字词出发，探寻出此诗所要

表达的情感（青年男女之间纯洁美好的爱情），引导缺乏社会经

历并且生理和心理也都不够成熟的中职低年级学生能较理性看待

及处理感情。

四、调动学生主动性，开展古诗教学

杜威强调教师要学会引导学生“从做中学”，中职语文的学

习尤其是古诗学习，也有必要调动学生参与课堂教学，倪文锦版

中职（语文）上、下册第六单元语文综合实践活动分别安排了“诵

读经典古诗弘扬传统文化 -- 中华古诗诵读比赛”“腹有诗书气自

华 -- 古典诗歌读写实践活动”，鼓励中职低年级学生对古诗之中

所蕴含的思想感情进行更为深刻的理解和思考，因此可结合课本

要求，设计相关活动，引导学生参与教学。

（一）开展古诗诵读表

中职低年级学生的学习自主性较差，很少愿意主动学习，教

师可以组织并引导学生进行诵读表演，这对于有着较强表现欲的

中职生有较强吸引力，可提高其对古诗学习的热情，诵读表演要

求学生在对古诗内容和诗人情感理解的基础上向台下同学展示，

通过活动可以提高中职低年级学生学习兴趣，且锻炼提高了学生

的想象、口语的表达、表现等方面的能力。教师也可借此侧面检

查学生古诗学习情况。

（二）借助影音资源融入教学活

中职低年级学生因注意力较难集中又在认知上存在追求好奇

的特点，在完成教学目标的前提下教师可对相关影音资源进行精

准筛选后在课堂上使用并融入教学，这既符合学生认知的兴趣，

又能帮助其对诗意、诗情的把握与理解，对学生学习古诗的效率

的提高有一定帮助。如在讲解职一下册《将进酒》时，可选取有

关作者生平简介的影视资源进行播放，学生能较为直观地明白诗

人因政治上遭受打击，理想不能实现，借饮酒来抒发心中郁积，

结合课堂讲解更能理解诗人表面强烈的豪纵狂放下所交织着的失

望与自傲、愤懑与抗争的复杂情绪。

作为中职低年级教师，要探索科学有效的方法引导学生真正

体会到古诗魅力，品味生活乐趣，丰富自身思想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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