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寻“春日”古诗，项目化学习促“双减”

——博山区四十亩地小学开展“游诗寻春”

项目化学习活动 

 

博山区四十亩地小学以“弘扬传统文化，打造特色校

园”为理念，贯彻 2022版新课标理念，展开系列项目式学

习活动。 

纵横联系，确定项目主题 

古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用最凝练的语言表

达出诗一般的境界。基于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和课堂教学，

发现“读诗句，想象画面，体悟诗人的情感”是孩子们学

习的重难点。因而，项目组决定开展了“游诗寻春”项目

化学习，让学生在自主探究学习中习得方法，体悟古诗情

景交融的不同表现形式，在诗意中邂逅春天的美景，并用

多种形式记下他们眼中的春天。追溯千年历史，聚焦古诗

词中的民族精神、历史文化，深度挖掘诗词背后的内涵，

讲述文化知识，阐释人文价值，解读思想观念，为现代文

明追本溯源，以期在学生心中树立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从而突破重难点，促进深度学习，提升语文核心素养。 

探究学习，激起思维火花 

一、发布任务，激发兴趣 

成立项目小组之后，发布驱动性问题激发学生学习的兴

趣。 

二、驱动性问题： 

以多种形式呈现对于关于描绘春天的经典古诗词的理解，

并分类制作古诗词集、古诗词画册等。 



三、次驱动性问题： 

1.一本优秀的诗词集内容往往能够涵盖多种主题，请同

学们结合自己的学习经验，选出有关春天的古诗词，并说

说这些古诗词表达的是什么主题？ 

2.学习古诗词是一种美的享受，同学们能够想到用哪些

美的方式来呈现我们的诗集呢？ 

3.头脑风暴，搜集资料 

诗人喜欢游山玩水，他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因而他

们笔下的关于“春日”的古诗也是数不胜数。项目组成员

进行了头脑风暴，层层筛选，寻找典型诗词，各项目小组

根据教材和学生的学情和喜好，最终确定研究的内容。紧

接着，便开始搜集相关资料。 

4.整理资料，深入探究 

教师以教材为例进行范例引领。知意得法，用法践行，

小组成员再进行文本整合，深入探究，力求同中求异、异

中求同。 

各学习小组在搜集的资料基础上，再一次挑选典型的古

诗进行探究，填写学习单，充分体味古诗文蕴含的丰富内

涵，最后在脑海中呈现出当时诗人创作的场景。 

成果展示，尽显风采 

活动一：弱水三千取一瓢 

明确：送别怀人诗、羁旅思乡诗、边塞征战诗、山水田

园诗、咏物言志诗等。 

学生活动：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主题，组成 5个小组，每

组人数在 9人左右，选出组长，完成任务。 

活动二：自成曲调亦有情 

1.“诵诗以情” 



选定诗词后，小组成员先认真领会意境，揣摩语言，交

流愈合把握节奏。可以为选定的古诗词配上喜爱的乐曲作

为背景音乐，声情并茂地朗诵。 

2. “和诗以歌” 

千百年来，诗词在古人心中不仅仅是一纸文字，更是井

边巷尾传唱的朵朵音符。著名的央视节目《经典咏流传》

中将中华经典诗词转化为优美的歌曲，用现代的唱法和曲

调来演绎传统经典。我们的诗篇尝试配上音韵转化为动听

的旋律。 

活动三：挥毫落纸书古意 

中国的汉字经历了五千多年的发展，一步步走向成熟和

普及，不同的字形又有不同的特点。接下来，我们尝试在

了解汉字字形特点的基础上，根据诗歌意境，选择恰当的

字体进行书写，并且将诗词誊写在诗集上。 

活动四：丹青妙笔绘诗境 

王维开“以诗入画”之先河后，“诗中有画”常常被人

用作诗章的赞词。许多诗人的名篇名句，在吟赏品读中，

也常让我们感受到意趣无穷，真切如画。诗歌是文字的艺

术，而绘画则是视觉的艺术，诗人们是如何抒写意趣，再

现如画境界的呢？孩子们在欣赏古典诗词时，用画笔去探

索诗情中的画意。 

活动五：徜徉诗苑品文心 

在诗词歌赋中我们可以穿越时空去看到作者的人文情怀，

大多数诗词是源于作者的所闻所看所经历,诗词的寥寥几字

却诉说着作者的无限情怀,用简短的词句描述着自己多彩的

人生,却用它独特的方式向我们展示着时代的变迁,“悦”

读古诗，学会鉴赏，是靠近诗词大家的第一步。 



各小组查阅诗人资料和创作背景与意图，用思维导图或

者文字的方式，穿越到诗人所在的年代，寻找与古诗相应

的素材进行布景，重现诗人创作时的情景。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提出，要“为学生创设有利于自

主、合作、探究学习的环境”，在“我们的诗集”辑录的

过程中，学生们以较为新颖的方式赏析古诗词，在趣味性

的赏析活动中感受古诗词文化的魅力。 

整个项目，以学生创造性问题解决能力为导向，将过程

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既有个人评价，又有团队评

价。项目组对评价表进行统计分析、进一步反思，促进更

深入学习。 

此次“游诗寻春”项目化学习，一改以往的常规课堂教

学形式，以小组合作探究学习为中心，自主学习、互相交

流、集体反馈汇报、多维评价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创编多

种形式的作品重现古诗意境，让学生的语文学科核心素养

得到有效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