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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中小学生古诗文学习新思考
符晓妍

佳桥教育，上海市，200001；

摘要：人工智能时代，古诗文的学习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古诗文不仅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更是培养学生语

言表达能力、文化认同感和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合理运用技术将成为未来教育发展的关键方向，在古诗文教学中，

教育工作者、家长、学生均可借助多媒体手段和人工智能技术，提升教学的趣味性和互动性，促进学生对古诗文

的深层理解和长期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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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简称 AI）技术高速发展，引发了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变

革。在教育领域，智能工具已经得到广泛应用，中小学

智慧教育平台的内容也日益丰富。与此同时，人工智能

的数据检索能力、文本创作能力、语言识别能力无疑对

当今的语文教育模式发起了挑战。面对不会遗忘、不会

疲倦的人工智能，学生是否还有必要像过去一样记诵古

诗文？人工智能与古诗文教学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本文将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探索，以期抛砖引玉，引发进

一步的思考。

1 走入人工智能时代，更应深入理解古诗文学

习的意义

语文学习中，古诗文素来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版）》
[1]
中指出，古代

诗词、散文等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帮助学

生积累词汇、文化修养的素材。显然，强调古诗文学习

并不是为了让学生死记硬背，而是希望学生通过对古诗

文进行理解和背诵，掌握其中的韵律、修辞和深层意象，

进而领悟中华文化精髓，继承文化遗产，同时提升语言

水平和思维高度。但部分同学由于没有充分认识到学习

古诗文的意义，认为古诗文距离自己过于遥远，“没有

用”，因而舍本逐末，只想完成任务，将背诵变成了机

械记忆，这无疑是不可取的，在人工智能时代更显得事

倍功半。

1.1 中小学生学习古诗文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古诗文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其语言简洁凝练，

富有韵律，内涵深邃广博，意境高远。对于正处于认知、

社会性发展关键阶段的中小学生来说，学习与其理解能

力相匹配的古诗文有助于培养语言表达能力，也为建立

文化自信、树立正确价值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1.1培养语言表达能力

我国古代诗词讲究用词精准，声韵和谐，对仗工整，

文气贯通，通过反复诵读古诗文，学生能够在潜移默化

中，感受到汉语的独特魅力，增强对祖国语言、文字的

把控能力。例如《咏鹅》一诗以充满童趣的笔触，勾勒

出了神气的白鹅形象，向中小学生展现了如何通过描写

动作、色彩来刻画自己所见到的景象，对于提升其语言

表达的生动性大有裨益。

1.1.2建立文化认同感与文化自信

除了语言文字本身，中小学生通过学习古诗文，还

能够接触到丰富的中华文化典故与哲学思想，品味古代

文人对生活、家庭、社会的思考，进而激发对中华传统

文化的兴趣，逐步形成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比如通过学习《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元日》等诗

词，学生能够了解中国传统节日及习俗，体悟不同节日

对应的情感意蕴；通过学习《芙蓉楼送辛渐》、《黄鹤

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诗词，学生则会分享古人的依依

不舍，对具有华夏文化特色的“送别”场景身临其境。

这样的学习有助于中小学生增强文化归属感，逐渐

认识到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从小树立文化自信。在此

基础之上，面对未来日益全球化的大环境，学生也能够

在理解、包容不同文化的同时，坚定地认同和传承中华

文化。

1.1.3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示儿》中的家国情怀，《游子吟》中的舐犊之情，

《赠汪伦》中的深厚友情，《石灰吟》中的坚定品格，

《夏日绝句》中的高远志向……古诗词中所蕴含的真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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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和高尚情操能够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人生态度和

道德观念，真诚处世，心有他人，追求正义，不惧艰险，

一步一个脚印向远大目标迈进。

另外，许多诗词都以景物描写为主体或者出发点，

无论是田园阡陌，湖光山色，还是四季风物，春华秋实，

都可以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引导学生发现生活中的美，

继而激发正性情绪，保持身心健康。这些诗词也能从侧

面促进学生形成环保意识，理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重要意义。

1.2 语言能力、道德观念、文化素养、审美体验，

人工智能均不能“代劳”

由上述内容可见，学习古诗文过程中所能培养的能

力、传递的观念、激发的体验，都不是人工智能可以直

接灌输给学生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能力、观念、

体验在人工智能时代依旧非常重要。

审美体验自不待言，在欣赏美的过程中，人们不仅

仅是被动接收信息，还会感受到快乐、宁静等多种多样

的情绪，同时通过联想、思考丰富自己对世界的认知。

正是因为这样的体验，“人”才与没有意识、情绪的人

工智能有着根本的区别。同时，科技的革命性进步带来

了新的伦理挑战，也加速了全球化进程中文化的融合与

碰撞，因此，年轻一代更需要加强道德意识和文化认同

感，以此来坚定内心，明辨是非，知道“我是谁”，避

免在技术中模糊伦理底线，丧失自我定位。

在语言能力方面，或许有人会认为，既然 AI 已经

可以快速写出通顺的文章，那么语言表达能力就不再是

必需品，其实不然。如陆俭明（2024）所指出的，以 C

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语言模型依托的是海量数据，

即“深度概率匹配”，因此产出的内容符合一般语言表

达习惯，可以达到人机对话的效果，但在这种原理的驱

动下，AI无法产出与文章情境、立意相交融的创新修辞

表达。
[2]
也就是说，如果 AI使用者自身不具备良好的语

言文化素养，一味依赖 AI，那写出的文字必然不具备自

己的个性，也无法准确传递自己的情绪、思想，这无疑

是令人遗憾的。另外，即使不考虑写作的美感，只考虑

是否能够发挥 AI的最大作用，倘若 AI使用者表达能力

不足，那也将在构建指令时遇到挑战，难以通过简明的

指令引导 AI高效整合信息，提供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

当然，尽管我们已经明确，古诗文学习在人工智能

时代仍然极具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学方法就可以一

成不变。为了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我们需要跳出

以记忆字句为第一要务的框架，激发学生兴趣，引导学

生细细品味诗词的深厚意蕴，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在

人工智能时代所需要的能力和认知。

2 发挥人工智能优势，开拓古诗文教学新方法

2.1 充分发挥已经成熟的智能化人机互动模式

古诗文与现代汉语表达有差异，一些内容与当代生

活也有很大的区别，中小学生刚开始接触时很容易因为

理解困难而丧失兴趣。因此，引导中小学生学习古诗文

的第一步就是激发兴趣。如陈婷（2024）所言，通过在

古诗文教学中充分利用信息、网络多媒体设计，运用微

课视频，能够更好地帮助学生感知美，有效帮助学生提

升审美乐趣和文化底蕴。
[3]

如今智能家电已经深入千家万户，其中的智能音箱

也很适合用来进行家庭古诗文启蒙，培养孩子的学习兴

趣。以苏轼《题西林壁》为例，向智能音箱说出“《题

西林壁》”，智能音箱通常就可以在数据库中找到相关

音频，并进行播放。这样的方式不仅能够帮助孩子随时

随地接触古诗文，还能让孩子听到标准的朗诵音调和节

奏，从而加深对诗文的感性理解。此外，通过智能设备，

中小学生还能够以互动的方式学习古诗文。例如，在学

习《题西林壁》时，孩子可以向智能音箱提出问题，如

“‘横看成岭侧成峰’是什么意思？” “诗中的庐山

在哪里？写庐山的诗词还有哪些？”智能音箱会通过自

然语言处理技术，给出简明的解答。通过这种方式，学

生在家里也能自主探索诗文的丰富内涵，体验其中的语

言之美、思想之美，并将历史、地理等知识联动记忆，

达到融会贯通的效果。这样一来，古诗文也不再是枯燥

晦涩的背诵任务，而将成为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趣味学

习体验。

2.2 灵活运用新兴的生成式大语言模型

基于生成式大语言模型的人工智能具有更强的“对

话”能力，可以进一步提供个性化、互动式的学习方式，

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兴趣，促进他们对古诗文的深层

理解和长期记忆。例如：

2.2.1实时反馈，随时答疑

教师或家长事先确保人工智能掌握的古诗文发音、

内容均准确无误之后，即可让人工智能辅助学生进行背

诵、理解。在学生大致记住古诗文后，可以背诵给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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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系统则会通过语音识别技术对其进行检测，找

出发音不准确、内容错漏之处，提供实时反馈。如果学

生在背诵或理解过程中遇到问题，也可以通过语音或文

本与人工智能进行互动问答，或者要求人工智能为诗词

中的某个字、词、句提供详细的解释，由此解开疑惑。

2.2.2多样化学习体验

虽然目前人工智能生成的图片、视频还有一定的缺

陷，并且存在对硬件要求较高等制约因素，但可以预见

到，在不远的将来，人工智能或许就可以将古诗文的情

景转化为影像，让学生“走进”古代诗人描绘的世界，

沉浸式体验诗文中的意境、感情和中国文化的魅力。

2.2.3定制学习路径

长期与人工智能互动学习后，人工智能模型将逐步

熟悉学生的记忆模式和学习习惯，可以结合他们的背诵

速度、准确度、理解情况生成个性化的复习计划。这种

复习计划能够根据学生对不同古诗文的掌握程度，提醒

学生在最佳时间进行复习，避免遗忘。人工智能还可以

识别出学生在背诵过程中反复出现的难点，并提供有针

对性的强化练习或额外解释，从而帮助学生巩固记忆、

加深理解，最终提升整体学习效果。

另外，如果给人工智能加上相应设定，此类模型还

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和兴趣爱好，推荐相关的诗文、

历史古诗或文化掌故，进一步加深学生学习古诗文的兴

趣，让学生将文学、历史、道德、社会发展等串联起来，

在过程中扩展对中华文化和传统美德的认识，建立文化

自信，提升自我修养。

3 结论

综上所述，在人工智能时代，古诗文学习依然具有

不可替代的价值。虽然人工智能具有强大的功能，但是，

学生从诗文中获得的审美体验、文化认同、语言能力是

任何技术手段都无法取代的。因此，人工智能与传统学

习方式的结合是未来教育发展的关键方向。合理运用技

术手段，发扬创新精神，可以增强古诗文教学的多样性

和趣味性，我们也将更好地传承中华文化瑰宝，让古诗

文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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