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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家长让孩子参加诗词大赛，初衷是让
孩子“多背点儿诗”。那么，多背诗词到底有
啥用？

“我从诗词中，学到了豁达的人生态度。”孙
语涵说，比如在学习上遇到困难时，她一想起苏
轼在“乌台诗案”被贬后，依然能积极、乐观地面
对生活，写下“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
行”的佳句，就充满了动力和战胜困难的勇气。

更直观的好处，体现在考试上。近年来，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越来越受重视，古诗词作为其
中的精髓，在中考、高考语文试卷中所占的分数
也相当可观：中考语文满分120分，古诗文阅读
题15分，占比达12.5%；高考语文满分150分，
古诗文阅读题35分左右，占比超23.3%。

“中考古诗文主要考古诗阅读、古文阅读，
不仅要求学生能背诵，还要求结合作者生平、
创作背景等，进行深入理解。”东升三中语文教

师周莹莹说，此外，古诗文的积累对写作也有
很大帮助，精通古诗文的孩子一般作文都写得
不错。

洛三高语文教师詹晓慧也说，高考古诗文
题目，除了多做题，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也很重
要。从小多背古诗词，不仅可以积累大量文史
常识，也可以帮助考生形成语感，在考试时面对
陌生的古诗文文本也能从容应对。

参加了3次诗词大赛，韩禄尧的诗词储备量
超过了500首。他不仅很熟悉小学生必背古诗
词，中考、高考要求的古诗词也有所掌握。他的
语文成绩优异，基本维持在98分以上。“古诗词
积累得多，不仅对语文学习有帮助，对其他科目
的学习也有好处。”韩禄尧说，古诗词比较凝练，
在学习过程中要反复琢磨，这对他的阅读能力、
思维能力都是很好的锻炼，让他在解答其他科
的题目时，能更容易读懂题意、抓住重点。

升学 擅长古诗词 对中考、高考帮助不小

河南省诗词大赛
洛阳中小学生获奖
□洛教融媒首席记者 刘敏

“2024年河南省诗词大赛”决赛近日落下帷幕，洛阳选手获得地市团体赛三等奖。
该比赛和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国诗词大会》有啥关系？学好诗词对升学帮助大吗？如
何学好古诗文？洛教融媒记者邀请获奖选手、相关教师一一解答。

“洛阳市，地市团体赛三等奖！”10月 21
日，在信阳学院举办的“2024年河南省诗词大
赛”决赛落幕。由4名洛阳中小学生和2名热
爱诗词的社会人员组成的团体，代表我市拿下
这一奖项。据了解，今年我市共28人参加该决
赛，中小学生23人，其余为社会选手。除了团
体赛，他们还参加了个人赛的角逐，获奖名单
目前尚未公布。

能走到决赛的，都是“诗词高手”。主办方介
绍，该大赛由省教育厅主办，已举办4届，一般每年
4月开始网上报名，中小学生、大学生和社会人员
都可自行在网上报名。今年，120多万名选手报
名，经海选（线上）、初赛（线上）、复赛（线上+线
下）层层选拔，最终1400余人进入决赛。决赛选
出的优秀选手，有机会参加《中国诗词大会》百
人团面试。

诗词的海洋浩瀚无垠，诗词大赛都考哪些
内容？省教育厅明确“大赛内容以小学、初中、
高中语文教材内的诗词篇目为主，适当拓
展”。从题型上看，比赛涉及的诗词也在向中
考、高考靠拢。所以，想参加诗词大赛，最重要

的是抓住课内诗词。从近几年的情况看，我省
诗词大赛每年会出比赛目录，今年是380首。
由于赛程长达半年，5月海选先考核120首，6
月初赛考核 220 首（在海选基础上新增 100
首），8月复赛考核380首（在初赛基础上新增
160首）。

张衡街小学四年级学生孙语涵连续两年参
赛，她根据赛程安排，每天学习之余背几首，先
背海选篇目，晋级后再背初赛篇目，依次类推。

“数量逐渐增加，中间穿插着比赛，学习动力强，
而且很多诗词课内学过，背起来不算难。”她说，
经过两年积累，她的诗词量大增，今年顺利杀入
决赛。

“想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不是光背诗那么
简单！还要对诗词的意境、创作背景、作者生平
有深入了解。”老城区一小五年级学生韩禄尧
说，他连续3年参赛，去年、前年分别获得决赛一
等奖、三等奖，此次代表我市出战团体赛，“‘河
南省诗词大赛’的比赛形式与《中国诗词大会》
类似，有大家熟悉的飞花令，也有不少网上答题
环节，考查读音、字形、文史知识等”。

现场 23名洛阳中小学生 省级诗词大赛上展风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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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诗词 你掌握了吗

扫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洛阳晚报教
育周刊”，回复“诗词”，查看“2024年河南省诗词大
赛”目录（380首），以及《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2022 年版）》列出的“优秀诗文背诵推荐篇目”
（136篇）、《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
年修订）》列出的“古诗文背诵推荐篇目”（72篇）。

“学生时期，是记忆的黄金期，而初、高中阶
段，面对诸多科目，学生背诵的时间有限。因此，
初中之前是背诵古诗词的最佳时期。”市教师发展
中心语言文字与学前教育部刘冰老师建议学生，
抓住黄金期，以课标要求的古诗文为基础，逐步扩
大背诵范围。

具体该怎样学、怎样背？不妨参考此次决赛
参赛选手的做法——

●激发兴趣很重要
洛阳师院附中副校长杨继波自2018 年以来

年年参加诗词大赛。在他看来，把孩子领进古诗
词的大门很重要，因为“感兴趣才会主动去钻
研”。参加比赛是激发兴趣的方式之一，每年都有
很多家长选择和孩子一起报名参赛。东升三中九
年级学生杨泽轩的爸爸杨庆贺，今年已是第二次
陪孩子参赛。“第一次时，孩子还是小学生。我们
一起背诗、一起比赛，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对诗词
产生了兴趣。”杨庆贺说。

韩禄尧则是通过《中国诗词大会》对诗词产生
兴趣的，每年的节目他都会看。

●背诗词有方法
韩禄尧喜欢用逻辑记忆法、关键词法。他说：

“背一首诗，我会站在作者的角度想他为什么这样
写，诗词的内在逻辑是什么。这样理解之后，背起
来就容易了。再结合诗词里的关键词，背完就不
容易忘。”

孙语涵会采取画面记忆法。读诗词时，在脑
海里想象其中的画面。她的妈妈张凯还会发动全
家一起对诗，玩诗词接龙，帮助她学习。

此外，大家还可以调动所有感官，来沉浸式体
验诗词之美。比如，在家中播放诗词的音频；有难
度的诗词，可以看看权威的讲解视频等。

建议
背古诗词 抓住初中前的黄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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