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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诗教作为一种教育手段,在我国历史上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现当代诗歌的出现,诗教由传统诗教拓展到现当代诗教,其作用更

加符合当今时代的需求。但从当前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选编、教学评价等可看出现当代诗歌诗教在初中教育中有所缺失,故本文特以部编版初

中语文现当代诗歌“诗教”策略为研究对象,分析其诗教价值及面临的问题,提出诗教策略,充分发挥部编版初中语文现当代诗歌诗教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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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习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提到“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植根于中华

上下五千年的优秀文化。学校教育是传播优秀文化,增强中华人民文化自

信的方式之一,应加强学校对优秀文化的传播,部编版初中语文(以下统称

教材)现当代诗歌作为优秀文化的一部分,理应加强重视,充分发挥其诗教

作用,让学生自觉接受中华优秀文化的熏陶,成为文化自信的守护者。 

1 现当代诗歌与诗教的关系 

诗歌是一种文学体裁,它用简洁凝练的语言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无限

的情感,形式通常赋有节奏和韵律。人们通常将1919年——1949年之间的

诗歌称为现代诗歌,1949年至今的诗歌称为当代诗歌。相对传统诗歌来说,

现当代诗歌不拘泥格式和韵律,形式较为自由。 

诗教是一种教育手段,主要通过诗歌达到教化群众的目的。诗教最早

出现在《礼记·经解》中,“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

《诗》教也。”
[1]
狭义上的诗教是指通过《诗经》施行教化,其目的是培养

“温柔敦厚”的人。随着时代的改变,诗歌样式发生变化,诗教的载体也发

生了变化,《诗》教拓展为诗教。 

白话文运动兴起,诗歌在内容和形式上有了转变,随之古诗教延伸到

现当代诗教。但现当代诗歌发展时间较短,相较于发展几千年的古典诗歌,

其创作质量参差不齐,且现当代诗歌诗教的研究较少,更多的学者将视角

放在古典诗歌诗教的研究上,例如谢有顺《“诗教”的当下意义》
[2]
、张国

庆《儒家诗教的历史遭际和古今意义》
[3]
等都是在探讨传统诗教的当下意

义,人们提到诗教时,大多指传统诗教。事实上,现当代诗歌诗教与传统诗

教一样,都是借助诗歌施行教化,不同的是现当代诗歌本身发生了变化。诗

教始终与诗歌相伴而生,无论诗歌怎样变化,诗教始终围绕诗歌达到教化

群众的目的。例如,我国古代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的《示儿》“王师北定中原

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4]
和当代元帅陈毅的“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

纸钱”
[5]
都有对胜利的期待,蕴含着深深的爱国之情,学习者通过学习此类

爱国诗歌,感受诗人的爱国情怀,从而学会热爱祖国。 

2 部编版初中语文现当代诗歌“诗教”价值 

优秀且具有某种价值的诗歌才具有诗教作用,教材所选现当代诗歌经

过教育界专家、一线教师反复研究,具有一定的诗教价值。 

2.1有利于学生的个人成长 

初中生正值青春期,是童年向青年过度的重要阶段,对今后的发展有巨

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学生大多较为叛逆,性格具有矛盾性。教师借助诗歌

婉转的语言,含蓄的情感,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三观,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例

如《荷叶·母亲》由荷叶为红莲挡雨引导学生留心观察身边小事,学会感恩

父母；
[6]
《黄河颂》用“站在高山之巅”作为诗歌开始,让人们眼前一片辽阔,

结尾两遍“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坚定作者对祖国的信念,学生在大气磅礴

的颂歌中既领悟到作者的爱国之情,也让学生内心对祖国充满信念。
[7]
 

2.2有利于社会稳定发展 

“诗教”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但其核心不变——为社会稳定发展服

务。习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曾说过“青年是祖

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这需要青年具有家国情怀,通俗的说就是青年个

人要爱祖国,爱亲人。教材入选现当代诗歌总共14首,其中11首蕴含“家国

情怀”。学生在学习诗歌的同时,体会诗歌的情感,真正理解“家国情怀”,

培育国家意识,从而自觉维护社会稳定发展。例如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

的祖国》,学生学习该诗时,回望祖国是“破旧的老水车”、“熏黑的矿灯”、

“失修的路基”、“淤滩上的驳船”,感受“我”肩负祖国希望,积极投身祖

国大业,听到“祖国啊”的呐喊声,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激发学生对祖国的热

爱之情；
[5]
艾青的《我爱这土地》以“鸟”自喻,“嘶哑的喉咙歌唱”和

“死后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可见这只鸟对“土地”的执着,即使只是

一只普通平凡的鸟,也要深深扎根所在的土地,诗的结尾“为什么我的眼里

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表现出“我”对土地真挚的情感,

这首诗中所蕴含的悲壮以及诗人对土地的赤诚让学生的情感得以熏陶,学

会热爱祖国大地。
[8]
 

3 部编版初中语文现当代诗歌“诗教”存在的问题 

部编版初中语文现当代诗歌诗教存在许多问题,涉及教材现当代诗歌

选编问题、教师问题以及学生问题。 

3.1教材现当代诗歌选编问题 

3.1.1选编数量较少,年级分布不均衡 

部编版教材选编现当代诗歌14首,相较其它文学体裁选编,所占比例

较小,数量较少。诗歌集中分布在九年级上、下册的第一单元,总共11首,

七年级上、下册,八年级下册分别1首,诗歌年级分布不均衡。 

3.1.2主题单一,当代诗歌缺乏 

教材现当代诗歌选本11首主题或直白或隐含地表达“家国情怀”,3

首表达个人追求或思考。现代诗歌11首,其中1917年处于新诗创作前期,

纳入现代诗歌范畴,当代诗歌3首。从数据上可清楚地看到教材现当代诗歌

选本主题较为单一,当代诗歌缺乏。 

3.2教师教学问题 

3.2.1教师教学兴趣低 

教师教学现当代诗歌的兴趣较低,主要受两个因素影响。第一,应试

(教育)影响。初中阶段的学生往往围绕中考这个“指挥棒”转,义务教育

的基本要求成为一纸空文。中考语文试卷中鲜少提到现当代诗歌,偶尔以

填空的形式出现,分值较低,教师受应试教育影响,教学兴趣较低。第二,

现当代诗歌教学系统不够完备。相较于传统诗歌,现当代诗歌发展时间较

短,人们对现当代诗歌的研究未能像传统诗歌一样形成完备体系,可供教

师参考的教学资料单一,加大了教师教学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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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教学方式过于传统 

教师教学现当代诗歌常用的流程：解题——作者简介——读诗歌——

诗歌主题或表达的情感——背诵。这样的教学流程过于简单,结合应试看

该流程,“背诵”成为现当代诗歌教学最重要的环节,未能体现诗教作用。 

3.3学生学习问题 

3.3.1严重的畏难情绪 

诗是语言的艺术,诗歌精炼的语言和丰富的内涵需要欣赏者有一定的

欣赏水平才能进入诗歌意境,感受诗歌情感。但由于现当代诗歌在实际的

语文教学中长期得不到重视,教师的教学方法传统,学生在学习前后尚未

能很好地理解诗歌内容,无法进入诗歌意境、感受诗歌美,同时网络时代阅

读的“泡沫化”现象严重,大量的快餐文学充斥了学生的课余时间,学生的

阅读习惯停留在个人阅读水平的“舒适圈”,对经典文学缺乏系统的思考,

鉴赏水平较低,从而导致学生对诗歌学习的畏难情绪较大。 

3.3.2现当代诗歌接触较少 

学生接触现当代诗歌的途径主要依赖于教材,除教材提供的诗歌外,

学生较少机会接触到其它现当代诗歌,加上学校现当代诗歌学习氛围低迷,

较少学生能主动通过其它渠道了解现当代诗歌。 

4 部编版初中语文现当代诗歌“诗教”策略 

综合部编版初中语文现当代诗歌选编问题、教师教学问题以及学生学

习问题,为教师的教学,提供诗教策略。 

4.1调整诗歌顺序,适当拓展延伸 

从教材选编的年级分布可看出,七八年级现当代诗歌选编较少,针对

该现状,教师可以调整诗歌教学顺序,根据七八年级教材单元主题,将九年

级现当代诗歌调整至七八年级,让学生进行了解,或选择课外经典诗歌补

充学习,增加学生的诗歌阅读量。例如,七年级上册第一单元有关“季节”

的主题,可以选择刘大白的《秋晚的江上》,该诗内容简单,“驮着斜阳”

“把斜阳掉在江上”语言生动有趣,能引起学生的注意。
[9]
并且该单元有

四首古代诗歌,引入一首现当代诗歌,让学生进入初中学习就能对古代诗

歌、现代诗歌以及当代诗歌有完整的概念,以便日后进一步学习其它诗歌。

八年级上册第四单元以散文为主,主题多样,可引入九年级上册毛泽东的

《沁园春·雪》,
[8]
或林徽因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一句爱的赞颂》,

[8]

或高尔基的《海燕》
[5]
等,教师在引入时可稍作阐释,以学生熟读为主。八

年级下册第二单元以阐释事理的说明文为主,教师也可从选择具有科学性

的诗歌让学生进行了解,例如艾青的《鱼化石》。
[10]

教师选择诗歌进入课堂

教学的补充要保证诗歌与教学相关,不要强求学生深入学习,只作基本了

解,以免使学生产生厌学情绪。同时教师拓展诗歌要适量,每学期3——4

次即可。教师调整诗歌顺序的目的是加深学生对现当代诗歌的印象,拓展

延伸的目的增大学生接触其它现当代诗歌的机会,引起学生学习兴趣,激

发学生主动了解现当代诗歌,最终让现当代诗歌在无形中发挥诗教作用,

同时弥补当代诗歌缺乏的不足。 

4.2把握诗歌内容,还原诗歌图画 

朱光潜先生说：“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在心领神会一首好诗时,都必

有一幅画或是一幕戏景”
[11]

由此,教师可引导学生用自己的语言还原诗歌

图画,感受诗歌意境,也可用此方法检测学生对诗歌的掌握情况。教学新的

诗歌时,教师在学生基本能够把握感情基调、节奏,熟知作者及创作背景的

前提下,引导学生还原诗歌图画。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同一首诗歌,

不同的学生获得的感受不同,眼前浮现的画面不同,还原的诗歌图画越接

近作者,诗歌理解就便越到位,当学生在习得诗歌后,随着知识经验的增长,

对诗歌形成新的思考和个人感受后就超出了作者的图画,形成了个人和作

者合二为一的作品,加强了诗教的作用。笔者将“还原诗歌图画”分为三

层,教师可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层层推进。 

第一层,初步还原诗歌图画,主要目的是让学生自由表达对诗歌的第

一感知,减轻学习诗歌的畏难情绪。学生刚开始学习表达第一感知时,教师

可引导学生关注诗歌中表达情感的词汇(通常为名词、动词、形容词),或

修辞手法,并根据诗歌语言配图或视频。以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第一小节为例,学生可以直观地从诗中看到“破旧的”“老水车”“疲惫的”

“熏黑的”“矿灯”“蜗行、摸索”“干瘪的”“稻穗”“失修的”“路基”“淤

滩上的”“驳船”“勒”,随之浮现如下画面：河里的水慢慢干涸,只有一小

股水在坚持的推动着破旧的老水车,挖矿的工人看不到方向,指明的路灯

一片模糊,只能低着头、弓着腰慢慢摸索,稻田的稻穗是干瘪的,路也坑坑

洼洼,驳船在淤滩上,拼命驶向大海,这一小节运用排比,串联了一幅幅苦

难图,也从排比加强的语气以及图画中感受到顽强不屈的精神。 

第二层,进一步还原诗歌图画,主要目的是让学生找准诗歌意象,由意

象的隐藏意义,揣摩作者情感,感受作者的情感。学生在初步还原图画中已

有个人对诗歌的整体感知,但还处于诗歌的表层,深入诗歌还需借助意象

(借客观物象表现主观情感)。袁行霈先生说：“一首诗从字面看是词语的

联缀；从艺术构思的角度看,则是意象的组合。”
[12]

这些意象的组合构成了

诗歌一幅幅图画。由此,意象是进一步还原诗歌图画的重要途径。以卞之

琳的《断章》为例,该诗总共两句,四组意象,“你”和“风景”、“你”和

“看风景的人”、“明月”和“你的窗子”、“你”和“别人的梦”,每句诗

的两组意象相互关联,“你”站在桥上也许在看花红柳绿,流水人家,而“看

风景的人”独倚栏杆,满目看的都只有“你”,这样的多情透着一丝辛酸和

渴望。傍晚来临,明月映在“你”的窗前,而“你”的模样悄然装饰了“别

人的梦(看风景的人)”,“看风景的人”终究在无声的凝望中得到一丝慰

藉。透过意象还原的图画加入了学生对作者情感的揣摩,以此为基调展开

画面的联想,使诗歌画面不再是词语的堆砌,而是注入了情感元素。 

第三层,跳出作者诗歌图画,还原诗歌本身的图画。跳出诗歌图画,是

学习者对作者作品的再创造,它的图画更加贴近诗歌作品本身,或者就是

学习者的诗歌作品,而不是作者的作品。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在进一步还原

诗歌图画的基础上,能够将诗歌情感转化为个人情感,丰富个人的情感体

验,为“诗教”对人的长期影响奠定基础。初中生的年龄大约在12——16

岁之间,社会实践较少。因此,能够调动学生真实情感投入到诗歌想象中的

作品不多,更多的是在今后的成长中还原诗歌。所以,教师在教学时,要将

课堂重心放在“还原诗歌图画”的第二层,尽可能的让学生完全理解作者

的作品,并进行背诵,以便今后还原诗歌本身的图画。同时,针对学生当前

可能感受过的情感,例如亲情、友情,教师应及时让学生对作者的作品进行

再创造。冰心的《荷叶·母亲》中作者由荷叶护莲的图画让人想到了母亲

对孩子的保护,在现实生活中,有太多母亲保护孩子的举动。教师可以引导

学生在描述“荷叶护莲”的片段时,用“好似”“就像”等比喻词,引出个

人的经历,让学生在回忆往事中,感受母亲的爱,体会母爱的伟大,最终懂

得感谢母亲。这也是诗教的价值所在——引导学生健康成长。 

学生不断深入还原诗歌图画的过程就是学生逐步加深对诗歌作品理

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起引导作用,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主动探

索,既解决了教师无法用准确语言让学生理解诗歌的窘境,又能让学生充

分理解诗歌,感受到学习诗歌的乐趣,从而主动接受诗歌教化。 

综上,现当代诗歌诗教和古代诗教都是诗教,对社会和个人都具有重

要意义,部编版初中语文现当代诗歌的选编包含“家国情怀”、“个人追求”

以及“人生哲理”等主题,能引导学生积极向上,热爱祖国。教师应重视教

材中现当代诗歌的教学,立足初中语文教学整体,调整诗歌顺序,把握诗歌

内容,让学生能够更好地学习现当代诗歌,从而真正发挥诗教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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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与小学数学相比,初中数学的难度较高,对学生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教师需要灵活采用多种不同的教学方法。

数形结合是初中数学教学中常见的教学方法,其能够通过图形和内容等多种方式展现解题思路,从而引导学生更好地掌握复杂的数学知识。本文

就将重点分析数形结合思想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关键词] 数形结合；初中数学；应用 

 

数学与其他学科不同,其对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完善

初中数学教学能够切实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其中,数形结合法能够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构建生动的课堂,提升教学质量。 

1 数形结合的主要形式 

1.1以数化形 

初中生接触几何图形时,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观察几何图形,总结图

形中包含的知识点,该教学方式即为以数化形教学方式。采取该教学方式

能够引导学生快速了解几何图形数量关系,增强学生的解题能力。教师应

用以数化形教学方式时,可引导学生借助几何图形更加直观且生动地了解

数量关系的深刻内涵。 

1.2以形变数 

引导学生学习几何知识时,初中数学教师需教导学生掌握以形变数的

技巧,更加准确地发现题目中的隐藏条件,并以此为基础保证数学习题的

解题效率。 

1.3数形互变 

除上述两种教学方法外,数形互变法是数形结合法中最为常见的教学

方法,该教学方式在函数和直角坐标系当中得以广泛应用。在教育教学的

过程中,可将函数直接转化为直角坐标系中的图形,或将直角坐标系中的

图形转化为函数,以指标坐标系为基础明确坐标的位置,根据所学代数知

识求解题目答案。 

2 数形结合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作用 

数形结合思想能够实现抽象向具象的转化,可为学生提供十分可行的

解题思路。与此同时,数形结合思想也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够更

好地培养学生的数学素养。 

2.1深入理解数学概念 

初中数学教学中,应为学生传递基础概念,采取科学有效的教学方法

引导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数学知识,基于数形结合的思想开展数学教学,

以更加生动的方式为学生讲解数学理论,进而引导学生在文字的基础上参

透数学教学的基本规律,在潜移默化中加深学生对数学概念的印象。 

2.2增强理解能力 

数学课程教学中,教师需引导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生活,学生在解

决生活问题的过程中,可增强自身的实践能力。数形结合思想在教育教学

中能够培养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在长期的思考和实践过程中寻找最佳的

解题方案。利用数形结合思想的过程中,学生可逐渐适应自然转化中出现

的问题,同时对抽象化的数学知识采取更加具体的方式处理,进而达到简

化数学问题的目的。 

2.3有利于学生独立思考 

数学课堂教学中,利用数形结合思想能够丰富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

力。现如今,新课程改革日渐深入,初中数学教学中添加了思考复习模块,

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应立足于此为学生创设更加真实生动的教学情境,进而

激发学生对数学学科的学习热情。 

3 初中数学教学中数形结合思想的应用 

3.1数学定理中数形结合思想的应用 

数学教材中的定理和公式包含大量的数学思想。学生在学习定理和公

式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学习数学知识,另一方面也要领悟定理和公式中蕴

含的数学思想,并将数学思想灵活地应用于实践中解决实际问题。数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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