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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县梅艳名师才思工作室 2023 年 10 月 19 日

诗词传古韵 教研促成长

—泸县梅艳名师才思工作室第二十三次集中研修活动

2023 年 10 月 19 日，泸县梅艳名师才思工作室在腾讯会议开

展了第二十三次集中研修活动，主题为“七年级入诗教法与学法指

导”。全体工作室成员参与本次活动。



专题讲座启智慧

活动伊始，云龙镇学校的周文霞老师做了题为《诵读感知，渐

入诗境》的专题讲座。从教学现状、教学意义、教学策略三方面入

手，介绍了“入诗”具体方法，结合七、八、九不同年级的学生特

点，提出“入诗”、“入境”、“入情”的不同要求，强调了"读"

的重要性。提醒学习古诗时要“知人论世”,了解诗歌产生的背景，

读懂诗歌背后的人，理解诗人抒发的情感。





泸县一中郭颖琼做题为《渗透传统文化 解密诗歌之美》的专

题讲座。郭老师认为教师要转变教学思路：总结赏析方法，提高学

生分析鉴赏古诗词的能力；借助教学工具，推动古诗词教学与传统

文化教育相互渗透。为古诗词教学指明了方向，令大家受益匪浅。





读书分享共成长

宋观学校的李世平老师做题为《用诗的语言引导学生》的读书

分享。李老师为我们分享了特级教师余映潮的《余映潮创新教学设

计 40 篇》，鼓励教师们要少些包办、多些自主、多些引导，少些

理性，多些情趣，唤醒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在品读语文中真正学

会掌握语文能力，进而提到语文的成绩。



活动总结明方向

最后工作室领衔人梅艳老师做活动总结，并对工作室研修活动、

资源开发、课题结题等工作作计划安排。



水尝无华，相荡乃成涟漪；石本无火，相击而发灵光。本次教

研活动，探讨了七年级“入诗”教法与学法指导，带给教师们思考

与启迪，有效地促进了新课标下教师古诗词教学能力的提升。"路

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活动虽已结束，但对于古诗词教

学的探索还在继续，我们将带着满满的收获，带着更多的思考，在



语文古诗词的教学路上不断前行，寻求到更多更新的突破口，以助

力学生破茧成蝶，展翅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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诵读感知，渐入诗境
       ——浅谈入诗教法与学法

泸县云龙镇学校��周文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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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

��生字词   文学常识      文言文      诗歌

   9.3班   3分钟    2分钟     12分钟    13分钟

   9.4班   4分钟    3分钟     13分钟    10分钟

语文早读时间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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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优秀文化传统

提高学生文化修养

一

二

教学意义



入诗一

古诗教学三境界

二 入境 三 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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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诗，就是让学生初

步走近作者，走进文

本。

何谓“入诗”

诵读感知 知人论世 文本解读



步骤一:

         诵 读 感 知

如何“入诗”



步骤二:

         知 人 论 世

如何“入诗”

了解诗人 了解背景



步骤三:

         文 本 解 读

如何“入诗”



一

浮光掠影、蜻蜓点水



二

几大误区

细微艰涩，贪多求全



三

几大误区

逐字解释，逐句翻译



小提示:

         先学生而入诗

      先学生而入境

      先学生而入情

如何“入诗”



感谢聆听！



泸县梅艳名师才思工作室

引领·互助·研讨·成长

用诗的语言引导学生

————读《余映潮创新教学设计40篇》



泸县梅艳名师才思工作室

引领·互助·研讨·成长

     向我们推荐了余映潮老师
的《这样教语文——余映潮创
新教学设计40篇》一书，仔细
阅读之后，才明白：好的一堂
语文课是一堂思路清晰、过程
灵动、训练到位的课；是学生
活动充分、课堂积累丰富的课；
是能够当堂让学生真有收获、
大有收获的课。



泸县梅艳名师才思工作室

引领·互助·研讨·成长

作者介绍
　　余映潮，男，1947年生，湖北武
汉人，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汉语言文
学专业。语文特级教师，曾任湖北省
荆州市教科院中学语文教研员，全国
中语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多家国家
级中学语文专业杂志的封面人物。
　　创建了全新的"板块式、主问题、
诗意手法"阅读教学艺术体系，总结
出了"思路明晰单纯，提问精粹实在，
品读细腻深入，学生活动充分，课堂
积累丰富"的教学设计30字诀。精彩
的课堂教学受到各地中小学语文教师
的普遍欢迎。



泸县梅艳名师才思工作室

引领·互助·研讨·成长



泸县梅艳名师才思工作室

引领·互助·研讨·成长

•　　余映潮老先生通过此书告诉我们，作为语文老师，应该留给学生的是丰
富的语言材料、较好的语感、流畅的表达、浓厚的语文学习兴趣和良好的语
文阅读习惯。而要落实这些，就需要我们老师对教学设计的创新，从教学思
路、课堂教学活动、教学语言、教学方法等多个方面进行创新。特别是教学
语言的创新，我们不能单单是让学生读读写写，而是要从读写结合入手，找
准切入点，用闰妙的创意让学生参与其中，感知语文美的魅力，如成语接龙、
改写原文等方式方法，让学生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含英咀华，将自己以
课文进行美美的再创作，“浓缩、聚合”使学生在语言的品评体味中激发起
对语文学习的兴趣，从而也积累了大量优美的语言。



泸县梅艳名师才思工作室

引领·互助·研讨·成长

•在书中余映潮老先生也从几个方面强调了和关注了古诗词教学的
创新设计：

•1、注重了背景的铺垫
•2、注重了知识的积累
•3、注重了朗读的指导
•4、注重了文意的把握
•5、注重了诗词的品析



泸县梅艳名师才思工作室

引领·互助·研讨·成长



泸县梅艳名师才思工作室

引领·互助·研讨·成长

•　　以读代讲是用读的方式代替解析。让学生把自己的理解通过朗读传达出来。
以读代讲的教学设计，更有讲究。一篇文章的朗读设计需要蓝本，蓝本中有明
确的指导学生语气、语调的提示。以前的朗读教学我从来没有设计过蓝本。余
映潮老师的教学技法让我大开眼界。

•         除此之外，对于课本的整合教学在余映潮老师的文章中我又学到了新的整
合方法。如边塞诗，可以把描写战争的诗句整合在一起教学，让学生在对比中
理解感悟。

•          同时对于古诗词教学，余映潮老师告诉我们可以把古诗词改写成散文。确
实是每首诗都是一篇文字优美、情感丰富的经典散文。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
尝试，余老师另辟蹊径进行古诗词教学，让我有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泸县梅艳名师才思工作室

引领·互助·研讨·成长

•　　　余映潮老先生还在书中告诉我们，少些包办、多
些自主，少些限制、多些引导，少些理性，多些情趣，
只有充满情趣的课堂才能激励、唤醒和鼓舞学生学习语
文的兴趣。还要让学生注重积累，不仅包括语言的积累，
还要让学生注重生活的积累，要引导学生做到多读、多
写、多背、多说，由读到写。这样，我们的学生才公在
品读语文中真正学会掌握语文能力，从而提高语文的成
绩。



泸县梅艳名师才思工作室

引领·互助·研讨·成长

•　愿我们用诗化的示语言，感染学生，清
晰简洁的教学思路。引导学生，丰富有趣
的课堂活动、教学手段，激发学生！让我
们燃起心中欲火，去照亮属于自己的一片
天地！



泸县梅艳名师才思工作室

引领·互助·研讨·成长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