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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 谨 活 泼 的 教 育 思 享 课

激激发发孩孩子子““诗诗心心””，，老老师师各各有有高高招招
课前诵读、故居凭吊、阅读传记，与古诗词时空距离近了

文/片 本报记者 李飞

济南市纬二路小学李传芳
从《千家诗》《唐诗三百首》
开始诵读

济南市纬二路小学语文老
师李传芳说，第二届中国诗词
大会满足了人们进一步了解自
己民族文化的渴望，引发全民
初探文化“博”、“大”、“精”、

“深”的热潮。节目中涌现出的
多位中小学生，他们展现的不
仅是广泛的诗词积累，还有落
落大方、从容淡定的儒雅气质。

“如何才能培养出具有如此
独特气质、文化底蕴的学子呢？”
李传芳老师引用《文心雕龙》中
的一句话来概括：操千曲而后晓
声，观千剑而后识器。选手对答
如流的背后是海量背诵的支持。

“语文课应该学古诗文经
典，除了在学校语文课堂学习
外，建议孩子可以从《千家诗》
或《唐诗三百首》开始诵读。”李
传芳老师表示，还可以阅读诗
人故事，了解诗词创作背景，拉
近孩子与古诗词的心灵距离。

李传芳说，13岁前是记忆
力的黄金期。大量的读记对于
大多数儿童而言并没有成年人
想象的那么困难，有的幼童在
玩耍中就能做到边听边记忆，4
岁的孩子只反复听就可轻松背
诵《三字经》。对于小学阶段的
儿童可采用“书读百遍”读书
法，逐步做到熟能成诵。

她举了个例子，她所在的
六年级3班，班里的小林同学率
先运用此方法读《大学》，当他
读到第77遍时，就能熟练背诵
全篇内容。目前，全班同学已挑
战完成“读《论语》25遍”，大部
分同学完成“读《大学》100遍”，
这个寒假又挑战了“读《中庸》
100遍”。“孩子们并没有感到空
虚乏味，而是觉得很简单，只要
每天认真读就好，而且越读越
起劲，还带动了课外阅读量，培
养终生阅读习惯。”她说，孩子
们以经典为友，汲取书中智慧，
学以致用，解决生活中遇到的
难题，期末学业水平考核成绩
突飞猛进。背诵诗词的方法亦
复如是。

历城区实验小学王克梅

开发校本课程

评选诵读明星

“无论是耄耋之年的大学
问家，还是孩童，其中喜欢古诗
词者一直在诵读和研究诗词。”

历城区实验小学语文老师王克
梅说，那么如何引导学生学好
古诗词呢？

她以自己所在的历城区实
验小学举例，首先学校将古诗词
诵读纳入课程体系，开发了校本
课程《诗文诵读手册》，一共十
级，每一级 40 首。十级之外还有

“诗文诵读超级小明星”，要背诵
185首诗。然后搭建平台，创造诗
词诵读的氛围，引导家长参与，
开展诵读比赛，设诗词接龙社
团，评选“诗文诵读示范班”“诗
文诵读小明星”等等，让学生充
分享受诵读诗词的乐趣。

王克梅老师还以身示范，
用自己对于诗词的热爱来陪伴
学生，唤醒学生内在的喜欢。每
天的晨读，课前三分钟的展示，
每周的社团，都是学生诵读、积
累、沉淀的时间。

“看着学生们沉醉在诗词
中，那求知若渴的眼睛，那朗朗
的诵读声，那由此散发出来的
自信，都深深吸引着我。”王克
梅老师常常和学生们一起不由
自主地朗诵：“俱往矣，数风流
人物，还看今朝”“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劝君莫惜金缕
衣，劝君惜取少年时”……

济南市东方双语李晓蕾
带学生访古迹
寻诗人印迹

“诗词大会的热播，引发了
孩子们学习古诗词的热情。”济
南市东方双语实验学校语文老
师李晓蕾举了个身边的例子：
春节期间，家人聚在一起，侄儿
和女儿拉着她玩起了“飞花
令”，两个孩子有模有样，抑扬
顿挫地朗诵含有“山”“花”“月”

“水”等词语的诗句，家里面洋
溢着快乐的气氛。

“作为一名中学语文老师，
反思自己的诗歌教学，也曾做
过一些探索，引领学生走进中
国灿烂的文化瑰宝——— 诗歌。”
李晓蕾老师分享了以下三个方
面的经验：课前诗歌背诵演讲、
课堂上注重描绘诗意、课下拓
展阅读，走访名人古迹。

课前诗歌背诵演讲。课前
三分钟，让学生声情并茂地朗
诵一首古诗，并从诗歌背景、内
容、历史故事等方面选择一个
角度来解读这首诗，按学号轮
流来，不重复。这样一学期下
来，学生接触了近百首古诗。

课堂上注重描绘诗意。讲
解诗歌最难的是涵泳品味，常
常是言有尽而意无穷。放手让
学生自己阅读，结合课文注释，
与诗中情、诗中景、诗中人进行
沟通交流，领会诗意。发挥想
象，先把诗意在头脑中构成完
整的图景，再把图景描绘成流
畅优美的文字。按照“理解诗
意—勾画图景—语言描绘”的
步骤，让学生在诗意、诗情、诗
境里徜徉、涵泳品味。

课下拓展阅读，走访名人
古迹。为了更好地理解诗意，就
要了解诗人的生平及创作历
程，如学习李清照、辛弃疾的诗
歌后，印发梁衡的《乱世中的美
神——— 李清照》《把栏杆拍遍》
等介绍作家生平和创作历程的
优美散文。同时带领学生走进
漱玉泉畔的李清照纪念堂、大
明湖南岸的稼轩祠，寻找诗人
的印迹。

济南实验初中黄淼

从诗人传记入手

了解诗词真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是陶渊明生活的诗意；“晴空一
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是
刘禹锡生活的诗意；“安得广厦
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是杜甫生活的诗意……

济南实验初中语文老师黄
淼表示，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
因、品生活之美，是我们学习古
诗词的目的。

她引用中国诗词大会评委
康震老师的话说：古典诗歌的
价值，其一是让我们更清晰地
了解到一些古人的生活情境和
思想情境，并基于此而进一步
了解古代的社会与生活；其二
是从古诗词等传统文化中汲取
精神养料。我们的生活充满诗

意，我们的生命才能成为锦绣
文章。每个人对诗的真意都有
不同的理解，但只要它能对我
们的内心有催发，能使我们感
动，能唤起我们对生活的信念，
就是诗的真意。

黄淼表示，经典之所以经久
不息地烛照后人，因为它们凝聚
了千百年来人类关于诸多命题
的感悟。吟咏诗歌，不仅可以使
人博闻强记，积累文学素养，更
重要的是在反复吟咏中能受到
诗歌的熏陶和感染，与诗人的情
感产生共鸣。诗歌中的每一个字
都饱含着诗人的感情，诗人在诗
中所描绘的每一个客观事物都
融入了诗人的主观情感。

“通过背诵，我们既能跨越
时空与他们沟通、对话，也能与
我们自己的内心对话。当然，我
们说的背诵，不是死记硬背。”
黄淼老师说，学生尤其是初中
生可以从诗人的传记入手，在
了解社会历史、诗人生平经历
的基础上，加深对诗歌的感悟
和思考。“同时，我们还可以调
动自己的生活经历，尽管时空
相隔，但古诗词的情怀和精神
仍能与我们的人生和命运发生
关联，古人的心声，一样可以打
动今天的我们。”

山东省实验中学李鸿杰
高中生读古诗
要成诗人“知音”

“高中时光，是接近成人的
年龄段，要从这一阶段学会解
读古诗。”山东省实验中学语文
老师李鸿杰说。

他举了文学史上的一个例
子：庄子与惠子的濠梁之辩。惠
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
鱼之乐？”对此，文化学者陈鼓
应解读认为，庄子是从审美艺
术的角度，表现出与物同乐，体
现人对世俗世界的超越；而惠
子是从物质生活的角度，固然
真实，却永无那种超越性，而愈
显肉身的沉重。

“对我们生存的世界感性
的敏锐，意味着我们对我们之

所以存在于此有理性的审视，
诗歌正体现这种敏感。所以，叶
威廉说，读诗不为别的，在于培
养一种心胸。松浦友久说，诗是
心灵之歌。”李鸿杰老师说，从
这个意义说，读诗，不只是读而
成诵，要涵泳体会，成古人知
音。“高中时光，是接近成人的
年龄段，要从这一阶段，学会解
读古诗。”

李鸿杰老师表示，中国诗
的特性，顺性而读。如叶嘉莹所
说：我们要体会一个人的诗，该
怎样进去？如果他是从自然感
发写出来的，那么我们就从自
然感发来欣赏它；如果他是用
思索写出来的，那我们就要用
思索去寻求它。

另外，李鸿杰认为中国诗
的意趣，正在自然感发上。体现
在诗歌语言上，会有明显的非
语法化特征。所以读诗，不能简
单翻译，如对文言文一般。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
深”，这句话如烙印般深深镌刻
在每个中国人的心底深处。第
二届中国诗词大会恰如一位穿
越时空的古代文人悄然而至，
拂掠心田，带我们领略诗词中
所蕴含着的激越高亢、清婉秀
丽、平淡质朴之美。

2月13日，济南市中小学正
式开学。面对席卷而来的古诗
词热潮，中小学生们如何学习
并喜欢上古诗词？为此，齐鲁晚
报记者采访了省城中小学校的
五位语文名师。

济南市历下实验小学的学生在诵读经典古诗词。(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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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夕，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
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工程的意见》，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以幼
儿、小学、中学教材为重点，构建
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

《意见》指出，围绕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
教育教学规律，按照一体化、分学
段、有序推进的原则，把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
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
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于
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
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贯穿于教育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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