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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破难Ȟ趣而有效
——人工智能背景下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方式研究

郭馨蔓
天津市河北区育婴里第三小学Ǔ天津Ǔ300143

摘Ȟ要：古诗词是小学语文教学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既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哲学内涵及审美情趣，又具有

深厚的教育意义和引导作用。在人工智能背景下创新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能使小学生直观接触中国古代文人的思想情

感及日常生活，从而加深小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与认知。然而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仍处于不断探索

和发展的过程中，对语文古诗词教学的辅助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升人工智能在小学语文古诗词

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本文以梳理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背景及人工智能对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的影响为参考，从智能平

台、智能互动、智能技术和智能系统三个角度出发，讨论人工智能背景下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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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8年4月，教育部印发《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
划》，将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和区块链技术作为

改变教育形态的主要推手。人工智能不仅深刻改变着小

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的课堂方式，更影响着课程教学理念

及人文环境。将人工智能与古诗词教学深度融合，既能

增强学生对古诗词的学习热情及自信，更能为提升学生

文化自信和综合素养打下坚实基础。

1��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背景

《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强调要
以信息化改革引领教育改革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在教育创

新中的引领作用，这一政策的提出为人工智能赋能教育

提供了强大的背景支持。此外，从小学生认知成长的角

度看，获取知识也是主客体互相作用的结果，而小学生

也需要以主动参与获取新知识，从行为心理学的视角分

析，小学生需要强大的动机因素支撑自主学习。人工智

能技术的直观性、互动性和趣味性能激发小学生持续参

与自主学习。可见小学生的心理特征及学习需要，也为

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提供了一定的可行性。

此外，近几年我国人工智能技术获得长足发展，大

数据分析、生成式AI等技术逐渐成熟，为人工智能在教
育领域的深化应用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使人工智能能更

高效地处理教育数据实现智能化教学辅助和学习评估。

另外，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广泛普及，也产生了大量有效

的教育数据。比如，学生学习行为数据和教学资源数据

等，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和训练提供了丰富素材，确

保人工智能技术能够通过数据挖掘和分析发现教育中的

规律及问题，为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提供了改进依据。

2��人工智能对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的影响

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中，能促进

学生个性化学习的实践。首先，人工智能辅助小学语文

古诗词教学能根据学生的学习现状及认知能力，为其提

供针对性学习资源及自学辅助[1]。学生可根据个人兴趣爱

好及学习需求展开自主学习。这种个性化学习辅助不仅

丰富了学生的古诗词学习体验，而且提升了学生对古诗

词的学习兴趣及动力。其次，相较于传统的古诗词教学

而言，人工智能具有更强的直观性、生动性和互动性，

能为学生提供更丰富多元的协作性学习体验。即在促进

学生双向互动的基础上，提升学生对古诗词内容的理解

深度和团队协作能力。最后，人工智能技术也对原有的

教师角色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人工智能背景下，小学语

文教师不止是学生学习的助推者，更是与学生合作和技

术创新的主体。在人工智能背景下，教师不仅要及时更

新古诗词教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更要拓宽教学视野、

积极学习新技术。在与时俱进地适应时代变化和技术创

新的基础上，成为学生学习古诗词的优秀榜样。

3��人工智能背景下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方式

3.1  借助智能平台，拓展学习资源
在人工智能背景下优化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需要

教师结合智能平台整合多元古诗词教学资料，在了解学

生个性化学习需要及学习兴趣的基础上使古诗词教学以

更生动有趣的形式呈现出来。

第一，教师要利用人工智能平台筛选古诗词教学的

辅助资料，即有关古诗词背景和内容的深度解读与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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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这种多元解读既能为课堂教学提供丰富参考，更

能拓宽学生对古诗词的学习视野，加深学生对诗词的理

解层次。例如，在学习《静夜思》这首古诗前，教师可

以利用智能搜索为学生呈现字词释意和意境剖析。同时

也可以整合《静夜思》的创作背景及文化背景，为学生

提供全方位的解读资料。

第二，教师要利用人工智能平台打造趣味化学习资

源，以激发学生的古诗词学习兴趣。于小学生而言，较

常见的趣味资源包括绘本、游戏、视频等，教师需要结

合古诗词教学主题选择特定的趣味化资源，吸引学生主

动参与课堂学习。例如教师可以整合与古诗词意境相关

的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将古诗词中所描写的场景

以三维立体的方式呈现出来。比如，在学习《望庐山瀑

布》一诗时，教师可以利用增强现实技术为学生展示庐

山瀑布的磅礴气势。在让学生直观观察“飞流直下三千

尺，疑是银河落九川”这一壮丽景象的基础上激发其学

习兴趣，使之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古诗词学习当中。

第三，教师要利用人工智能平台开发个性化学习资

源，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要。不同学生的学习能

力、学习基础、兴趣爱好各不相同，人工智能平台可根

据不同学生的学习特征、学习数据为其提供个性化学习

资源[2]。人工智能平台可以通过收集学生的学习进度、答

题情况和学习时间等学习数据，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对其

进行分析总结，以了解不同学生的学习特征和需求，方

便提供个性化学习资源。举例来说，对于学习能力较强

且古诗词解读效率较高的学生，人工智能平台会为之提

供难度更高的古诗词深度赏析文章，使学生能够挑战自

我、提升古诗词学习能力；对于学习基础较弱且古诗词

解读效率较低的学生，平台则会从基础的古诗词分析入

手，为学生提供详细的讲解和练习，帮助学生逐步掌握

基础知识。

3.2  强化智能互动，打造智慧化环境
要提高小学生的古诗词学习效果，培养其文化自

信，就要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课堂参与积极性的基础

上，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和自学意识。在人工智能背景

下，教师需要为学生搭建和谐的互动学习环境，帮助学

生建立起对所学诗词的浓厚兴趣与情感基础，驱动学生

自觉参与古诗词学习。需要注意的是，小学生具有注意

力集中时间短且好奇心强的特征，所以教师在利用人工

智能开展古诗词教学时也可以利用这一心理特征打造智

慧化互动环境，在直观呈现古诗词内容及意境的基础上

刺激小学生的多感官体验。

其一，教师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拍摄“课本剧”

微视频，将微视频应用于古诗词教学中，帮助学生理解

古诗词含义[3]。这种以微视频为载体的课本剧不仅能提升

古诗词解读效率，更能达到理想的互动效果。以《两小

儿辩日》这篇文言文教学为例，整篇文章都是围绕“太

阳何时离人近，何时离人远”这一主题展开，这便需要

充分调动学生的思考和想象展开互动。因此，教师可以

提前制作微视频：模拟太阳升起正午时刻以及日落时分

与人的距离。让学生分别扮演正在争论中的两个孩子，

展开古诗词内容模拟。由此，便将文言文中的辩论场景

生动地展示给学生，帮助学生更直观地理解文言文的内

在含义。

其二，教师可以利用人工智能APP深度加工古诗词中
难以理解的语言信息和情感元素，要求学生以人工智能

APP为依托展开多元互动。举例来说，教师可以利用妙笔
生花这一绘画APP为学生设置线上互动任务。以《望天门
山》为例，学生需要根据自己对“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

东流至此回”的理解，利用妙笔生花APP绘制出自己对该
画面的理解并展开线上讨论，由此将抽象的诗句以具象化

形式呈现出来，加深学生对古诗词意境及情感的理解。

3.3  结合智能技术，辅助自主学习
人工智能技术能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个性化学习辅

助，学生在与人工智能互动的过程中，不仅能形成对古

诗词内涵的多样理解，更能为学生提供可视化解读古诗

的手段，拓宽古诗词叙事边界。

其一，教师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技术，如讯飞星

火等工具辅助学生展开自主学习，帮助学生把握并表现

古诗词情感内涵[4]。以《题西林壁》为例，学生便可以在

人工智能生成工具中输入关键词生成意境图。学生在欣

赏或诙谐、或深刻、或真实的意境图时，自然也生成了

对古诗词的初步感知。教师对学生的引导也极为关键，

教师需要帮助学生从多角度分析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

以深化学生对古诗词意境内容和情感层面的理解，从而

实现学生对古诗词审美意蕴和情感内容的深层认知。通

过这种人工智能生成辅助自学的方式，能在培养学生审

美能力的同时，加深学生对传统古诗词的理解层次。

其二，学生可以利用智能背诵助手和智能翻译工具

展开自主学习。举例来说，“背个X啊”APP是一款辅
助记忆的学习工具，它利用人工智能算法结合艾宾浩斯

遗忘曲线为学生制定个性化学习计划。比如学生在背诵

《登鹳雀楼》时，APP便会在首次记忆后的第一天、第三
天和第七天等关键节点提醒学生及时复习，通过不断重

复帮助学生更高效地记忆古诗词。另外，“西窗烛”等

古诗词翻译软件也能为理解能力有限的学生提供解读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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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的课外辅助。此类工具不仅能准确解读古诗词中晦

涩难懂的字词和句子，更能为学生提供详细的语法解释

及文化背景知识，继而扫除学生的古诗词学习障碍。

3.4  以智能化系统，达到以评促学
人工智能背景下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最显著的变化

便是教学评价的变革创新，即人工智能更能提升教学评

价的持续性、动态化、过程性和灵活性，在此过程中实

现教、学、评三者的一致性[5]。

第一，人工智能平台的评价和追踪功能能为教师与

学生提供有价值的学习反馈。比如，学生在完成古诗词

学习任务后，人工智能平台可以结合数据分析系统对

学生的学习时长、背诵效果和默写成果进行评估，并根

据学生答题情况分析学生在自学当中存在的问题。比如

对某一诗词意境的理解不准确和对某些字词的解读有误

等，最终生成学生学习报告。

第二，人工智能还能从情感分析、文化认知等多角

度对学生的古诗词学习效果及过程进行评价。例如，利

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分析学生对古诗词的赏析成果，判

断学生对诗词情感的理解和把握程度。举例来说，在教

学《示儿》这首古诗时，由学生自主阐释对陆游爱国情

感的判断和理解。此时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便能结合学生

回答中的关键词和语义逻辑，判断学生是否准确感悟了

诗人至死不渝的爱国情怀。同时结合大数据分析技术，

还能评价学生对这首古诗词文化背景的掌握程度。

第三，结合对于学生学情数据的深度分析，人工智

能能为每一名学生提供针对化评价反馈和个性化学习建

议。比如对于基础较弱的学生，人工智能可能会建议加强

字词学习及诗词背诵；对于有一定学习基础的学生，人工

智能会给出理解文化背景和探究诗词意境的学习建议。

第三，人工智能也能实现对学生古诗词学习的动态

化评价及实时记录学生的学习轨迹和互动频率，进而反

映学生的学习过程与进步情况。例如，人工智能反馈：

某一学生在特定时间内对山水田园诗歌的学习积极性下

降。此时教师便可以及时利用互动平台为学生提供趣味

性学习资源。由此在人工智能的辅助下，教学评价贯穿

于学生整个学习过程，而非在学习结束后完成。

结语

面对技术与教育的融汇创新，教师应在谨慎界定人

工智能应用范畴的基础上，提升教育效率及古诗词渗透

率，帮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底

蕴及文化内涵。换言之，教师要结合小学语文古诗词教

学需要和小学生成长需要有针对性地选择并应用人工智

能技术。在整合优质智慧资源的基础上，为学生打造智

慧化学习环境，通过人工智能辅助学生自主学习和动态

评价的方式，实现人工智能与教育的融合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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