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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暨市实验小学 周音莹

当下，一些古诗词教学论文，多

数都在引导学生在感悟古诗词意境

上下功夫。由于小学古诗词教学对

古诗词格律的忽视，使得不少教师

视诗词格律教学为畏途，这成了古

诗词教学的隐痛。

在小学阶段的古诗词教学中，

若是渗透古诗词格律，是否可以让

学生学得更有成效呢？笔者就此进

行了教学探索。

一、教学生弄清诗词中平仄相
对的问题

格律诗中的平声与仄声，大部分

与现代汉语的普通话语音对应，普通

话中的第一声与第二声为平声，第三

声与第四声为仄声。个别字的平仄

可以依靠方言来确认。比如“十”

“石”“竹”“屋”“菊”“蝶”“读”等字，在

现代汉语中皆属平声，但古诗中它们

都是仄声，与诸暨话是对应的。

根据诗词平仄规律的不同，五

言绝句、七言绝句都有四种韵式，分

别是仄起首句押韵式、仄起首句不

押韵式、平起首句押韵式、平起首句

不押韵式。而每种韵式的四句诗句

的平仄情况并不需要花太多力气记

忆，它们就像数字统计，具有推理

性。如五言绝句仄起首句不押韵

式。顾名思义，首句五个字以仄声

起又以仄声收，是“仄仄平平仄”；第

二句要求与其对应，则是“平平仄仄

平”；第三句要求与第二句相承，但

末字一定是仄声且不押韵，就是“平

平平仄仄”；第四句要求与第三句对

应，即“仄仄仄平平”。在知道了这

一韵式之后，七言绝句、五言律诗和

七言律诗的平仄规律都可以通过推

理得出。

二、让学生初步了解古诗词中

的“韵”
笔者所带的班级从一年级就开

始诵读《三字经》《千字文》，二年级诵

读《幼学琼林》，三年级诵读《笠翁对

韵》。通过三年积累，使学生养成背

诵的习惯。在此基础上，他们对诵读

内容的探究兴趣也愈来愈大。

《笠翁对韵》是清代学者李渔所

编，按平水韵三十个韵部的顺序，共

九十段，内容包罗万象，每一段从单

字对到十一字对，末字押韵，读起来

朗朗上口。诵读《笠翁对韵》，不仅能

够进一步了解字音的平仄相对，也能

了解字意、词意及句意相对。字词句

的意思相对一目了然，字音的平仄相

对有着古今差别，在此有必要作一点

说明。如“一东1”的第一句“天对

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中，“天”为

平声，“地”为仄声，“雨”为仄声，“风”

为平声，“大陆”是仄声词，“长空”则

是平声词，这就是语音相对。在这个

句子中，古音平仄与现代汉语没有差

别。但同一段话的第四句“风高秋月

白，雨霁晚霞红”中，就出现个别字的

差别：“风高秋月”与“雨霁晚霞”平仄

对得很工整，末字“白”与“红”如果全

用普通话读，全是平声，似乎不相对

了。此时如果用诸暨话读一读，就会

发现“白”是仄声。从中可以看出，学

习方言也是对文化的传承。

学生还能从《笠翁对韵》中读出

另一种与诗词格律相关的规律：每一

个韵部的常用字韵有哪些。比如“一

东”的三段中，每一句后押韵的末字

为：风、空、穹、蒙、中、红、东、翁、公、

宫、曚、篷、弓、踪、嵩、龙、熊、烘。笔

者引导学生圈出这些字加深印象，然

后让他们在辅助的古诗诵读本或者

《千家诗》中找到对应的诗。例诗有

杜牧的《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

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楼台烟雨中。还有僧志南的《绝

句》：古木阴中系短篷，杖藜扶我过桥

东。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

风。从诗词格律的角度分析，这两首

七言绝句有两个共同点：第一，它们

皆属于七言绝句仄起首句押韵式；第

二，它们韵脚“红、风、中”“篷、东、风”

都属“一东”韵部。

三、加深学生对“对”“韵”的了解
人们常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

会作诗也会吟。”教师着力于让学生

背诵古诗词，却难以见到骆宾王之

类的作诗神童。如果缺失对“对”

“韵”的了解，即使熟背三千首唐诗，

也达不到作诗的程度。

或许有人会质问：让尚在小学阶

段的学生学习“对”“韵”未免小题大

做、劳神费力。但事实证明并非如

此。在诗词教学的探索实践中，笔者

欣慰地体会到，让学生学明白“对”

“韵”并非难事，而学会了“对”“韵”，学

生学习古诗的劲头大大增强，逐渐从

“要我学”转变成“我要学”，甚而拿起

稚嫩的笔开始创作稚嫩的格律诗。

在笔者负责的荷花诗社中就有

这样一个男孩，他叫钟褀，是六年级

学生。进诗社前并不知道诗社学的

是什么。一开始背《笠翁对韵》“一

东”并不情愿。学完“一东”的三段

后，笔者引导学员们在《千家诗》里

找韵脚对应的古诗，钟褀的兴趣开

始被激发出来。《笠翁对韵》学习到

“四支”，笔者开始按顺序教授五言

绝句的四种韵式，并要求一一找对

应的古诗。在这样类似玩古诗“捉

迷藏游戏”的过程中，诗社的学生渐

渐明白了学习《笠翁对韵》的重要

性，也懂得了古诗鉴赏的基础就是

学习“对”与“韵”。形成这点共识

后，笔者建议学生按照韵式写诗，过

程中给他们一些主题和意象上的提

示。每一次笔者提出建议后，钟褀

一定会在下一次诗社活动时拿出诗

来。不久前的一次诗社活动中，他

破天荒地来找我，特意递过来一张

纸片，纸片上抄着他新写的两首诗，

一首七绝，一首五绝。“这孩子是真

的爱上写诗了！”笔者十分欣喜。钟

褀所作的诗如下：

除 夕

新符随笑语，

爆竹伴新风。

万户通宵昼，

千门更映红。

笔者在纸片上写了这样一句评

语：诗情画意已端倪，平仄还需更规

则。然后特意跑到小钟同学的教室

门口，跟他交流了修改建议，并把纸

片还给他。这个男孩，让笔者看到

了一颗优秀的种子正在破土而出、

茁壮成长。

除了钟祺，荷花诗社的其他学

生也不断给笔者带来惊喜，在此选

录学生创作的几首小诗：

寒 雪

三（5）班 姚淇文

朔雪凌空舞，寒梅吐蕊初。

柴扉深闭久，陌上影踪无。

寒 梅

三（5）班 陈 盼

寒冬一树梅，朵朵暗香开。

簌簌山中雪，呼呼风北来。

清 明

五（6）班 陈韦洁

佳节清明时最好，

落花风雨景无穷。

柔风拂柳悠悠荡，

庭院花枝卧翠浓。

这些诗只要稍作平仄上的调整

就很见格律诗的味道。随着时间的

推移，学生的创作劲头越来越高，每

周都有新的诗作递到笔者手里。

以“对”“韵”为突破口的诗教新探

□仙居县白塔镇中心小学
徐伟芳

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农村孩

子逐渐远离农村生活，对大自然也越

来越陌生。如何利用自然资源为学生

创设沟通交流的场景，如何在大自然主

题下学习语文，探索出一条语文学习新

路是笔者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本文试

从“大自然语文”资源的挖掘、“大自然语

文”内容的设计与开发两个层次来阐

述“大自然语文”的课程实践。

一、“大自然语文”资源的挖掘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

应使他们具有适应实际需要的识字

写字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口

语交际能力，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

国语文。”因此，大自然资源只有与语

文学科资源融合在一起，才能显现

“大自然语文”课程的魅力。为此，笔

者将大自然资源与语文课程资源中

的口语交际、习作、阅读和综合性学

习进行整合，找到它们的契合点。农

村有许多自然资源和民间艺术资源，

是一个资源大宝库。如何将这些资

源为语文所用，笔者试图从以下几方

面展开。

1.“美丽乡村”资源的开发

“大自然语文”课程实践地被民

风淳朴的美丽乡村所环绕。这些乡

村传统文化浓厚，民风民俗淳朴，伴

随新农村建设，大批民宿兴起，带给

学生无限的语文学习资源。学生走

进乡村，赏乡村美景；考察新农村变

化，悟村规民约；研究民宿，体验生

态环境建设。当废弃的犁、酒坛、汽

车轮胎、木头、拖拉机、自行车等都

成为创意环境布置的材料时，学生

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纷纷拿起相

机拍摄记录。

笔者以“美丽乡村”资源为主题，

利用乡村浓厚的传统文化、淳朴的民

风民俗进行口语表达的专项训练，组

织开展了“跟我游乡村”导游培训、“民

间故事”创编、“美丽乡村行”作文大

赛、对联创作大赛等系列活动。当学

生置身于真实的生活场景之中，他们

的学习是主动的，“实景课堂”带给学

生深刻的学习体验，学生内心的乡土情怀油然而生。

2.“户外农耕”资源的利用

把语文课堂置身于大自然中，让学生真切地体验

户外农耕生活。户外农耕生活的体验包括农耕劳作

项目、传统文化项目和野行军项目。农耕劳作项目包

含“薯中作乐”“土豆寻趣”“开心玉米”等，传统文化项

目包含传统游戏、民俗民艺、石头画……田间的农耕

劳作成了学生创作的源泉。

3.“竹林全课程”资源的整合

“大自然语文”课程实践地——淡竹，位于国家级

风景区大神仙居（学校距景区南大门仅1公里）。这

里最显著的环境特征就是大片大片的毛竹。古人为

竹写下了一首首古诗词，因竹产生或引发的成语更是

数不胜数。“竹林全课程”关注各学科的融合，把教室

直接搬至大自然，在真实的生活场景中寻找教与学的

真正意义。课程包括以下内容：诗词竹韵、竹林探秘、

竹林面积测量和计算、竹农年收入、竹林小诗创作、编

竹帽子、唱山歌等。这些都是五年级下册“我爱阅读”

主题的最佳拓展延伸，不仅培养了学生对书的热爱，

也丰富了学生的阅读感受。

二、“大自然语文”内容的设计与开发
“大自然语文”内容的挖掘围绕语文课堂入大自

然、大自然资源进课堂两方面展开，将语文素养浸润

在大自然活动的“源头活水”中。

1.语文课堂入大自然

以就近、适合的原则，开设校外语文实践活动

课。语文实践课的开设紧紧围绕主题，明确不同主题

对应的活动场景和路径，让学生展开探究式学习，在

实践中寻找语文元素，挖掘语文学习资源。

2.大自然资源进课堂

在语文课堂上引入田园资源，把搜集到的田园资

源与五年级对应的课本知识有机结合，进行补充式学

习或者拓展性学习。

3.课程内容的编排

笔者根据大自然主题资源，结合学生的兴趣、爱

好，教师的特长等着手一周课程的编排，目的是为了

让学生全方位、多角度亲身经历实践过程，体验语文

学习的乐趣，提高语文学习的素养。

周一上午搜集课程资料，下午开展“走进乡村”调

查活动、进行资料整理；周二上午组织“跟我游乡村”

导游词练写、“跟我游乡村”导游词练说，下午开展“跟

我游乡村”导游实地训练；周三上午进行“农耕乐”作

前指导、“农耕乐”实践体验，下午进行“农耕乐”实践

作文创作；周四上午查阅并整理、交流“竹主题”阅读

资料，下午进行“难忘童年”综合性学习实地体验；周

五上午搜集“难忘童年”综合性学习资料并撰写相应

的学习报告，下午总结回顾课程活动。

大自然养育文化、涵养经典，大自然中蕴藏着丰

富的语文学习资源。“大自然语文”学习过程中开发和

利用大自然资源，将其引入课堂，拓宽了语文的学习

渠道；同时，把语文课堂搬到大自然中，开展综合性学

习，转变了语文学习方式，为语文教学改革探索出一

条新的路子，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衢州市实验学校 郑亚君

在当前的小学语文教学中，课

外阅读已被推至重要位置，但却又

被置于课堂之外，很少有教师像规

划自己的课堂教学一样对课外阅读

进行系统规划，也很少有教师像研

究课堂教学策略一样对它进行深入

研究。

实际上，学生的阅读兴趣各有

侧重，阅读速度快慢不一，阅读能力

参差不齐。想让学生的课外阅读真

正做到有质有量、有声有色，必须合

理规划、慎重选择，采用有效方式让

班级中的每一个学生都参与到课外

阅读中来。中年级是整个小学阶段

的“腰”，腰板正直，才有挺拔的身

姿。基于此，笔者以中年级为例，谈

如何用“小厨正餐式”的理念进行课

外阅读指导。

一、“最近”导入，开掘阅读动力源
中年级学生开始关注自我与他

人的交往，关注自我在集体中形象的

建立。用“最近”导入法，选择贴近学

生生活的作品，能为学生创设阅读的

动力源，帮助他们解决成长中的困

惑。如《非常小子马鸣加》是著名儿

童文学作家郑春华创作的《大头儿子

小头爸爸》的升级版。文中主人公马

鸣加是一个极富个性的超酷男孩，他

的一个个活灵活现的成长故事，正是

三年级孩子成长中正经历的，学生能

从中找到自己、同伴的影子，进而产

生共鸣。这是一本适合三年级学生

的读物。诸如这样的书籍，教师要用

“慧眼”去发现，去搜集，去深耕精读

后再推荐给学生。

“最近”的意思还包括选择孩子

身边的作者的作品来阅读。挖掘身

边作家的作品，更贴近孩子，也更容

易打动孩子。曾三次获冰心儿童文

学新作奖的毛芦芦是衢州本地人，

现任职市群众艺术馆文学指导。她

的著作《福官》《绝响》《柳哑子》《小

城花开》就是以当地的历史为背景

展开的。笔者不仅引进了她的书，

还将她本人请进课堂，跟孩子分享

创作故事。熟悉的插图、熟悉的方

言、熟悉的生活场景……当这些一

一在孩子面前呈现时，孩子感觉特

别亲切，这样的导读无痕。

二、方法渗透，指导阅读关注点
1.封N概览

书籍的封面、封二、封三与封底

往往注有作者资料及本书其他信息

的介绍。学生在阅读时极少关注此

处内容。在《非常小子马鸣加》一书

中，教师引导学生利用封 N 来导

读。封面上有趣的卡通画、封二上

的作者介绍、封三上的丛书系列以

及封底的读后感，使得学生对本书

中的人物和特点有了初步了解。

2.勒口悬疑

勒口，亦称飘口、折口，是指书

籍封皮的延长内折部分。学生很少

关注到它，但它往往编排了作者或译

者简介或故事梗概，这也是导读时不

能忽略的部分。如笔者在导读《不老

泉》时，特别请学生留意勒口上的故

事简介，并以“究竟温妮能不能帮他

们保守这个秘密？温妮究竟会不会

跟塔克家一起，在这趟永不完结的旅

程上走下去？”来引发孩子预测。

3.目录索引

目录是本书的眉目，具有提要

的性质，所以必须让学生养成看目

录的习惯。在《非常小子马鸣加》一

书导读时，笔者以“谁最快找到故事

《鞋子飞到灯泡上》”来引导学生关

注目录，并适机让学生明白，目录既

可以用于索引，也能让人了解故事

梗概。

4.插图助读

《我的妈妈是精灵》是一本幻想

小说，作者陈丹燕为了增加幻想故

事的真实感，把故事的背景放在她

家附近的街道和店铺里。成书后，

她还请女儿拍了一套从小孩子的视

角观察街景的照片作为插图。为了

增加故事的非虚构感，她还特地画

了一张精灵版上海地图。笔者在导

读时，充分利用这一点，将插图放

大，用插图串联，把孩子引向亦真亦

幻的奇妙阅读旅程。

5.节点竞猜

“猜一猜”是孩子喜闻乐见的形

式，“竞猜”也容易唤起孩子的阅读

期待。如笔者在进行《福官》导读

时，便通过猜书名、猜相貌、猜性格、

猜朋友、猜变化等逐步揭开人物的

面纱，不断敲击孩子的阅读兴趣

点。在此过程中，引导孩子读作者

简介、读封面语、读内容提要、读目

录、读阅读评价，于预测、猜想、推

论、辨析、朗读中次第展开整本书的

阅读。

6.联接比较

在导读《草房子》时，笔者设计

了这样的活动：要评选油麻地小学

的好孩子，你想把奖状颁给谁？比较

书中的男孩女孩，为你心目中的优秀

孩子写颁奖词。与孩子共读《小狐狸

阿权》后，笔者设计了这样的作业：新

美南吉的《小狐狸阿权》里，哪些故事

写到了狐狸？把这些故事找出来，比

较一下这些狐狸有什么特点？用

“★”表示你对它们的喜欢程度。在

《我是白痴》的阶段分享会上，笔者

提醒孩子：《我是白痴》中的主角彭

铁男是一个弱智儿童。作者是用第

一人称“我”来写彭铁男遇到的人，发

生的事的。这样的写法，和用第三人

称比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虽然三

个课例具体讨论的问题不同，但渗透

比较的意识，可以让孩子在比较中进

一步感悟作品的人物，领悟作品的

主题，习得阅读及写作的策略。

7.活动延伸

让学生通过延伸活动获得真正

属于自己的体验，这样的阅读会更

动人、更持久。开展《非常小子马鸣

加》读书讨论会的时候，笔者出示马

鸣加和他同学的图片，让学生找到

书中人物的外貌描写，并制作人物

卡片，学生兴致高涨，活动中对人物

形象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三、评价跟进，实现持续性阅读
在开展完一个个阅读延伸活动

后，切不可不了了之。只有及时对

学生的阅读活动进行评价，才能保

证学生有效阅读、持续阅读。

在阅读评价上，实行“阅读考级

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激活方式。

考级评价的第一个参考依据，就是

检查学生的“阅读痕迹”。让学生把

共同阅读的书籍带到学校，教师逐

本翻阅，检查学生留下的阅读痕迹

（读前有明确的要求：不认识的字查

出读音，注上；圈出好的用词；划下

精彩的句段；特别有感触的地方做

上批注；不明白的地方打上问号等

等），酌情定级。

定期查阅所读书籍，不仅是对

学生一段时间阅读结果的有效评

价，更是对一段时间内阅读的及时

督促。第二个参考依据是，学生的

读书日志。可以根据学生的阅读量

将评定等级分为“书神、书圣、书仙、

书痴、书虫”。第三个参考依据是，

学生在阅读活动中的表现，同时将

老教师、同伴、家长的力量合为一

体，构建一个综合的评价体系。

如果每个主题的阅读评价是一

个点，那么一学期一次的阅读盘点

就是连点成线，每个年段的阅读评

价就是连线成面。教师和学生每个

学期要综合各项评价共同评议产生

“阅读之星”“最佳书籍推荐小组”

“最佳阅读展示小组”等。不断地阅

读，不断地评价，学生就会不断得到

纠正和鼓励，阅读的数量和质量会

在评价中得到提升，阅读的持续性

也会在这样的坚持中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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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课外阅读指导策略例谈

以“对”“韵”为突破口的古诗词教学新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