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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视域下农村小学生语文古诗词创意表达的研究
翟珍庭

富川瑶族自治县柳家乡中心校　广西　贺州　542700

摘　要 ：本文立足新时代教育背景，深入剖析文化自信在其中的重要地位，探讨古诗词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载体的独特价值，

详细分析农村小学生语文教育现状。着重指出在农村学校开展古诗词创意表达研究，对提升学生文化素养、增强文化自信意义

重大，并以柳家乡中心校中年级为具体案例，阐述其特殊性、代表性及对当地教育发展的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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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

在全球化趋势日益加深的当下，不同文化相互碰撞、交融。文化自信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对国家和

民族的发展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学校教育作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关键渠道，在培养学生文化自信方面肩负

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古诗词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对于提升学生文化素养、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2022 年版课标着重强调了文化自信教育的重要性，将其提升到国家教育战略的高度。在小学教育阶段，借助古诗

词教学来渗透文化自信教育，能够让学生在幼年时期就接触和领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激发他们对传统文

化的热爱和尊崇之情。本文选取柳家乡中心校中年级作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究如何在语文教学中通过古诗词创意

表达，有效地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1]。

一、文化自信在新时代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及使命

（一）文化自信的内涵与意义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

和积极践行，是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它不仅

仅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认同，更是在传承基础上的创新

与发展，是推动文化繁荣的内在动力。在新时代，文化

自信已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凝聚

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一个拥有文化自信的民族，能

够在全球化浪潮中坚守自身的文化特色，保持独特的精

神标识，从而在国际竞争中赢得尊重和认可。

（二）新时代教育目标与文化自信的关联

新时代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目标的达成，离不开文

化自信的有力支撑。教育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扮演着关

键角色，通过教育，学生能够系统地学习和了解本民族

的优秀传统文化，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文化自信也为学生的全

面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使他们在面对多元文化冲击时，

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守民族文化的底线，积极吸收

外来优秀文化，实现文化的融合与创新 [2]。

（三）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自信的重要性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种文化相互交流、碰撞。

西方文化凭借其强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

广泛传播，对我国的传统文化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在这

种形势下，文化自信显得尤为重要。它是民族凝聚力的

源泉，能够激发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和保护意识，

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文化自信也是推动社

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它鼓励人们勇于创新，积极探索，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

力。2022 年版课标明确指出，在小学阶段加强文化自

信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认同感，

使他们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

二、古诗词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载体对文化自

信的渗透

（一）古诗词蕴含的文化内涵与价值

古诗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

以简洁而优美的语言，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和民

族精神。从诗词中，我们可以领略到古人的生活风貌、

思想情感、审美情趣以及对自然、人生的深刻思考。古

诗词不仅是文学艺术的瑰宝，更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连接古今的精神纽带。

例如，李白的诗歌豪放飘逸，充满了浪漫主义情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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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唐代的盛世气象和诗人的豪情壮志；杜甫的诗歌沉

郁顿挫，反映了社会的动荡和人民的疾苦，体现了诗人

的忧国忧民之情。这些经典诗词，不仅具有极高的文学

价值，更是对学生进行文化自信教育的优质素材。

（二）农村小学语文教育中古诗词教学的重要性

农村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经济发展等因素的限制，

文化资源相对匮乏。在这种情况下，古诗词成为农村学

生接触和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通过古诗

词教学，农村学生能够跨越时空的界限，与古代文人墨

客进行心灵对话，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古

诗词教学还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培养他们的语

言表达能力、审美能力和思维能力。在农村小学语文教

育中，加强古诗词教学，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三）将文化自信融入古诗词教学的方式

1. 经典诵读，感受古韵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经典诵读是古诗词教

学的重要方法之一。通过反复诵读，学生可以感受到古

诗词的韵律美、节奏美和意境美，从而深入理解诗词的

内涵。在柳家乡中心校中年级的语文教学中，教师注重

学生的诵读训练，选取了《静夜思》《春晓》《咏鹅》

等经典诗篇，让学生在清晨、课间等时间段进行诵读。

教师还通过配乐朗诵、分角色朗诵等形式，激发学生的

诵读兴趣，让他们在吟咏中感受古人的情感世界和文化

底蕴。例如，在诵读《静夜思》时，教师播放轻柔的古

典音乐，引导学生闭上眼睛，想象自己身处异乡，在寂

静的夜晚仰望明月，感受诗人李白的思乡之情。通过这

种方式，学生不仅能够熟练背诵诗词，还能深刻体会到

其中蕴含的情感，增强对古诗词的热爱。

2. 创意表达，激发兴趣

为了激发学生对古诗词的兴趣，教师可以引导学

生进行创意表达。创意表达的形式多种多样，如古诗词

改编、绘画、戏剧表演、故事创编等。通过这些活动，

学生可以将自己对古诗词的理解和感悟以独特的方式呈

现出来，既保留了古诗词的精髓，又赋予其新的生命力。

柳家乡中心校的教师们积极组织学生开展“古诗词创意

大赛”，鼓励学生用现代语言和形式重新演绎古诗词。

有的学生将古诗词改编成歌曲，用优美的旋律唱出诗词

的韵味；有的学生根据诗词的意境创作绘画作品，用色

彩和线条展现诗词的画面；还有的学生将古诗词改编成

短剧，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再现诗词中的场景和人物。

这些创意表达活动，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培

养了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3. 情境教学，融入生活

情境教学法能够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古诗词的内涵。

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实物展示、角色扮演等手段，

创设与古诗词相关的情境，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诗人

的情感世界。例如，在学习《登鹳雀楼》时，教师通过

播放黄河的壮丽视频，展示鹳雀楼的雄伟建筑，让学生

仿佛置身于诗人王之涣的视角，感受其“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的豪迈情怀。在学习《咏柳》时，教师带

领学生来到校园的柳树下，让他们观察柳树的形态、颜

色，触摸柳树的枝叶，感受春风的吹拂，然后再引导学

生朗读诗词，体会诗人对柳树的赞美之情。通过将古诗

词教学与生活实际相结合，学生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诗

词的含义，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 

三、农村小学生语文教育现状及古诗词创意表达

的意义

（一）农村小学语文教育面临的挑战

当前，农村小学语文教育仍面临诸多困境。在师

资方面，农村地区优秀教师流失严重，师资力量薄弱，

部分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有待提高。教学资源上，

教学设施相对落后，图书资料匮乏，多媒体设备不足，

限制了教学方法的多样性和教学效果的提升。此外，农

村学生的家庭背景复杂，家长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对孩

子的教育重视程度不够，缺乏有效的家庭教育支持，这

些因素都制约了农村小学语文教育的发展。在古诗词教

学方面，由于教学方法单一、教学资源有限等原因，学

生对古诗词的学习兴趣不高，学习效果不佳。

（二）古诗词创意表达对农村学生的意义

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古诗词创意表达研究具有

重要意义。通过创意表达，能够激发学生对古诗词的学

习兴趣，使他们从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探索。在创意表

达的过程中，学生需要深入理解古诗词的内涵，运用自

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进行表达，这有助于提高他们的语

文素养，包括阅读理解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写作能力

等。同时，古诗词创意表达还能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审美能力和团队合作

精神。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古诗词的学习和创意表达，

学生能够深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

和文化认同感，树立文化自信。

四、柳家乡中心校中年级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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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柳家乡中心校的特殊性与代表性

柳家乡中心校位于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柳家街，

坐落在山清水秀的西岭山脚下淮南河畔，其前身是柳家

乡初级中学旧址。学校占地面积 25004 ㎡，校舍建筑面

积 7842 ㎡，拥有教学楼、教师宿舍楼、学生宿舍楼各

2 栋，综合楼 1 栋。2022 年，借助粤桂财政帮扶资金，

为学校新建了一栋综合办公楼，并完善了体育活动室、

塑胶跑道等基础设施和教育教学设备，校内各类功能室

齐全，电教仪器配备达国家二类标准。学校开设有一

至六年级 17 个教学班，现有学生 701 人，其中寄宿生

394 人。该校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代表性，它既体现了

农村学校在教育资源上的相对匮乏，又展示了在外部帮

扶下教育条件的逐步改善。同时，学校中年级学生的年

龄特点和学习需求，使其在古诗词学习和创意表达方面

具有独特的表现和潜力。      

（二）中年级学生在古诗词创意表达中的表现与

成长

柳家乡中心校中年级学生在参与古诗词创意表达

活动中，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和积极的态度。在经典诵

读环节，学生们通过抑扬顿挫的朗读，将古诗词的韵味

和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在创意表达活动中，学生们充

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创作出了许多优秀的作

品。例如，在古诗词绘画创作中，学生们用画笔描绘出

《望庐山瀑布》中“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的磅礴气势，以及《村居》中“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

东风放纸鸢”的欢乐场景。在古诗词戏剧表演中，学生

们通过生动的表演，将《司马光》《守株待兔》等故事

中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观众面前。通过这些活

动，学生们不仅加深了对古诗词的理解，还在语言表达、

团队协作、审美能力等方面得到了锻炼和提升，文化自

信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了增强。

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总结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文化自信是国家和民族发展

的重要支撑。通过在小学阶段开展古诗词教学，能够在

学生心中播下文化自信的种子，让他们在未来的成长道

路上，始终保持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和尊重。本文通过对

文化自信在新时代教育中的重要地位进行分析，探讨了

古诗词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载体的价值，并指出了农

村小学生语文教育现状及开展古诗词创意表达研究的重

要意义。以柳家乡中心校中年级为例的研究表明，古诗

词创意表达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

的文化素养，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

（二）针对农村小学语文教育的建议

1.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提高农村小学语文教师的学历和专业素养，通过

定期培训、进修、观摩学习等方式，提升教师的教育教

学能力。鼓励优秀教师到农村任教，为农村学校注入新

的活力。建立城乡教师交流机制，促进城乡教育资源的

共享和均衡发展。

2. 丰富教学资源

加大对农村小学的投入力度，改善教学设施和资

源条件。增加图书资料、多媒体设备、教学软件等教学

资源的配备，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和平台。利用

互联网技术，引入优质的在线教育资源，拓宽学生的学

习渠道。

3. 推广古诗词创意表达

将古诗词创意表达融入农村小学语文教学的日常

课程中，形成常态化的教学模式。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

古诗词创意表达活动，如诗词朗诵会、创意写作比赛、

诗词文化节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热情。加强

对古诗词创意表达活动的指导和评价，及时反馈学生的

表现，鼓励学生不断创新和进步。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通过古诗词创意表达培养学

生的文化自信，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学校、

教师、家长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为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培养出更多具有文化自信和民族精神的

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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