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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诗词教学一直是小学语文教育中重要的一部分,很多时候教师按照知诗人、释诗题、明诗意、悟诗情的步骤展开教学,学生往往从识

记的角度能记得牢背得熟,却在情感方面领悟得不够,如何将诗情渗透在教学中,学生能够自然而然地体会诗人的情感,教师该从更多角度,通过

延伸、对比阅读等方式引导学生体悟到诗词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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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部编版语文教材历时五年的编写,在江苏省小学试行了两年之后,于

2019年秋学期开始,全面铺开。在部编版语文教材中,非常注重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有古诗文,整个小学6个年级12册共选古

诗文124篇,占所有选篇的30%,比原有人教版增加55篇,篇幅达80%。平均每

个年级20篇左右。”
[1]
所以,小学语文古诗文的教学中便成了非常重要的一

个方面。古诗文教学,需要老师们吃透教材,拓展思维,开发教法等一系列

努力才能顺利展开。 

1 诗词意境的温度 

诗词意境由意象组成,“意象”最早可追溯到《周易·系辞》：“子曰：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

意。”
[2]
而意境则在深层,通过意象的交融汇合而成,富有诗意的想象空间。

王昌龄在其《诗格》中所说：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

可见,物、情与意构成了诗歌的形、情、义三个方面。本文仅以张志和的

《渔歌子》和柳宗元的《江雪》为例展开论述。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

归。”既是词人又是画家的张志和用短短27个字,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多姿多

彩、充满生机的江南春景图——《渔歌子》。全词意境优美,浑然一体。若

是按照传统诗词教学的步骤：一、知诗人,二、释诗题,三、明诗意,四、

悟诗情来教学的话,极有可能将全词意境打破,变得支离破碎,学生也就很

难从整体上把握全词意境。于是我转而从词意入手。首先我指导学生自读,

引导他们在读书的过程中思考上下两阙的词意,并且观察这首词在字数、

结构上的特点。通过反复朗读,学生很容易就能将词意读懂。通过观察词

在字数和结构上的特点我再相机引导学生到词牌名上来进行解读。然后,

我指导学生找出词中的意象。学生们很容易便找出了山、水、白鹭、桃花、

鳜鱼、箬笠、蓑衣、斜风细雨。接着,我便指导学生从本词的意象入手：

山、水、白鹭、鳜鱼戴着青箬笠,穿着绿蓑衣的是谁？学生们起先楞了一

下,但是马上便反应过来,这个渔翁便是词人自己。 

诗词意境的一个主要特征便是情景交融。除了大家所熟知的王国维在

《人间词话》中的论述：“一切景语皆情语”之外,王夫之在更早的时候便

做出了如下论述：“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所以,诗歌情感的体验在

教学过程行进到此时便可以展开了。 

我趁热打铁,指导学生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词人为什么说“不须归”

呢？仅仅是因为景美、鱼肥、雨细吗？接着请学生展开讨论。结合学生在

课前预习做的准备和对词意的了解把握,已经有学生尝试结合词人写这首

词时的背景来理解词人的“不须归”了。此时,我请一位学生来介绍这首

词的创作背景。从中了解词人的生平：张志和16岁就中举人,写折给皇帝

阐述治国良策,后因事被贬,便辞官隐居在太湖一带,自称“烟波钓徒”。他

的哥哥怕他隐居不回家,写了一首词《和答弟志和渔夫歌》：乐是风波钓是

闲,草堂松径已胜攀,太湖水,洞庭山,狂风浪起且须还。我将他哥哥张松龄

的词出示,学生们读完之后便一个个恍然大悟：“斜风细雨”原来不仅仅指

自然界的风雨,还暗指朝堂的波涛风云。原来张志和“不须归”不仅仅是

因为景美、鱼肥、雨细,还是因为他爱自由,爱自然,淡泊自守,平淡冲和。

在朗读词作的过程中,学生们通过对语调、韵律、节奏的感知,通过对词人、

词的创作背景的了解,结合对诗人情感的体悟,便能完全领会到这首词的

高远清新、悠然脱俗了。 

此时,整个课堂并没有结束,我一直认为,在小学生的诗词教学中,通

过诵读,引导学生对意象、意境的把握再到情感体验、产生共情是至关重

要的。这首词是非常经典的词作,不仅仅有优美意象营造出来的意境,更重

要的是这首词展示出来的整体色调：白鹭、粉色的桃花、青箬笠、绿蓑衣,

这些颜色组成了一幅温馨的带有暖意的画面,也烘托了词人自由、冲淡、

平和的心境。如何更好地引导学生从这样的诗词意境中体会作者的情感？

我想可以指导学生用对比阅读的方式来加深理解。此时我引导学生思考：

在学过的古诗中,还有哪些是以山水、钓鱼翁为主要意象的？ 

有些学生以山水诗作答,但很快便有学生提出反对。继而有学生说出

了既有山水,又有钓鱼翁的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我趁机板书《江雪》,指导学生自由朗读,引导

他们找出诗中意象,并谈谈这些意象营造的意境带给人的感觉。学生能够

很顺利地找到千山、万径、孤舟、蓑笠翁、寒江、雪这些意象。很多学生

都说这首诗给他们的感觉非常孤独：万千群山中却无一只鸟,千万条小路

上却无一个人,茫茫天地,极度空旷,极度寂静。仿佛天地之间只剩下诗人

一个人孤零零地在钓鱼。 

我接着便指导学生展开小组合作探究：这两首诗词都是写山水、渔

翁钓鱼,为什么带给人的感受如此不同？学生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

汇报交流成果中有的小组从意象方面入手分析,《渔歌子》中白鹭群飞、

桃花灿烂、流水淙淙、水中鳜鱼肥硕壮美,《江雪》中万千群山无一只

鸟,万条小路没一个人,钓鱼翁孤零零；有小组从意境角度入手分析,《渔

歌子》营造了热闹灿烂、灵动悠闲的氛围,《江雪》的氛围却是寂静无

声、空旷孤独；还有小组从色调入手分析,《渔歌子》中西塞山绿、白

鹭白、桃花红、流水清、箬笠青、蓑衣绿,仿佛一幅描绘细致的工笔画,

暖洋洋地在人的眼前灵动跳跃,《江雪》中千山无鸟,万径无人,孤舟蓑

笠,无声无色,就像一幅淡到极致的水墨画,似寒风从面前刮过。甚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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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说《渔歌子》让他想起了一首儿歌《小燕子》,另一个学生马上接

到《江雪》让他想起了刘德华的《冰雨》,这些汇报着实让我惊喜：有

效课堂在此刻正式达成了！这些学生的感受中,我顺势叫几位学生总结

了两位诗人的不同心境：张志和正是由于淡泊的性格才乐观面对一切并

且善于发现生活中的各种美；柳宗元正是因为遭遇了政治上的失意与贬

谪才忧郁痛苦,孤独寂寞。正是由于诗人的不同心境,才有了这意象相似

但意境却完全不同的两首诗。 

这样,一暖一寒、融情于景、“一切景语皆情语”才在学生心中有了活

生生的画面。通这些画面,学生能够深刻体会到诗人的心境,自然而然地体

悟到诗词表达的情感。这便是诗词意境的温度,诗词意境在学生心中引发

的共情,产生的共鸣。 

2 诗词意境教学的外延 

有效课堂的教学理念注重学生的“学”,离开了学生的“学”,教师再

多的“教”也是无济于事。高效的课堂是在教师的导与学生的学中,学生

能够获得高效发展。追求有效课堂对教师也提出了开展有效的课后练习的

要求
[3]
。 

在《渔歌子》和《江雪》的对比阅读之后,学生们对诗词的意象和意

境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课后,我留给学生们一个小小的任务：寻找意象

相同但是意境不同的诗歌,分析在这些诗歌中诗人表达的不同的情感。学

生们个个发动起来,在自主阅读中找到了这些：同样是李白写月亮：“小时

不识月,呼作白玉盘”是月亮构造的他的想象空间；“举杯邀明月,对影成

三人”是他喝酒时把月亮当做朋友；“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是借月亮

抒发了他的思乡之情……同样是写“花”,杜甫眼里的是“感时花溅泪,

恨别鸟惊心”的愁绪,崔护眼里的是“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的物是人非,杨万里眼中的是“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的童趣,

孟郊眼里的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踌躇满志……同样

是写秋天,柳宗元写“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意境从“愁”

字便可见一斑。而刘禹锡写“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意境高

远,昂扬向上……。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这次的诗词学习中,很多学生都说没想到诗

词还能这样学,在诗词中他们领略到了和以往学习中不同的内涵,不同的

风采。而且在课后的诗词延伸中,他们也学会了用不同的方法去学习诗词,

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诗词,甚至从同一个意象出发去探寻不同的意境。这样,

诗词的韵味便产生了无限的外延,学生们也在探索的过程中产生了无穷

的兴趣,构建了属于自己的诗词框架。这样的框架建立在学生们对诗词

的兴趣上,由他们对诗词的理解、鉴赏做血肉,是有血有肉、有生命的框

架,这样的框架也将伴随他们学习生涯的终,他们终将从中获益良多。教

师的教学也应该像诗词那样,饱含深情、充满旺盛的生命力,洋洋洒洒、

鲜活灿烂地展开,学生们才会切实得到古诗词的熏陶,得到中国古典文

学的滋养。 

将古诗从“薄”读“厚”,做到举一反三,从两首小诗延伸开来,在朗

读、鉴赏的过程中学会理解诗词的方法,领略诗词的表达艺术,体悟诗人的

感情,感受到诗词的美好和言约旨远。这便是有限课堂的无限外延,也是有

效课堂的有效外延。有效课堂在此时达成了目标！有效的课后练习也达成

了目标！在这样的教与学中,教师与学生都达到了对诗歌情感的共鸣,甚至

净化、领悟和延留。 

3 结语 

中华传统古典诗词由于其含蓄蕴藉、言约旨远、情景交融等特征延伸

出无限想象的空间,这些想象的空间在学生们的眼里、心中构造了无限丰

富的层次和画面。语文课程把“文化的传承与理解”作为学科的核心素养

之一,如何让这些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在学生们心中形成巨大的召唤力,一

方面需要新时代语文教师的教学指导,另一方面也需要新时代的语文教师

不断挖掘中华传统古典诗词的深刻内涵,不断拓展教学思维、提高教学能

力,与时俱进,才能达成以上的目标。学生也才能在中华传统古典诗词的浸

润中获得核心素养的全面提高,进而以这样的文化底蕴为豪,不断求知、自

主探索,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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