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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引导学生恰当理解诗的表达意向，驰骋于诗所营造的美妙境界，感受诗或凝
练或瑰丽的语言，对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力和审美情趣是不无裨益的。小学语文教材
中每册都编有古诗，中学更甚，可见它在语文教学中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如今老师们
创新古诗教学的意识仍然普遍不强，学古诗还是停留在讲讲作者，译译诗句，背背思想
意义，象征性地补充一两首小诗这样的老套路上。固然，解作者，明诗义，谈意境，作延
伸这些都是古诗教学绕不开的旧话题。那么该怎样科学而有效地呈现这些话题，让古
诗类课型的课与古诗一样含蓄隽永，蕴藉深厚呢？笔者借几个古诗教学的课例片断，来
谈一谈自己的拙见。

作者简介，“介”什么
一位五年级的老师在教学《寻隐者不遇》（苏教版国标本五年级上册）时，谈到作者

贾岛，孩子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经典故事“推敲”，因为这一册教材的第九课就是《推
敲》。可令人不解的是，当学生一提到推敲，老师立即就打断了学生的发言，并否定了
他，老师说：“介绍作者，要重点讲他的代表作品，不是讲长长的故事，浪费时间。”谁知道
这条路被封死后，再没有学生举手了。老师只好自己搬出了早就准备好的《长江集》，跟
同学们对牛弹琴般地普及了一番。然后又把百度中搜索来的贾岛是否中过进士、贾岛
墓、贾公祠等一股脑儿地贩卖了一通。

课后跟执教老师交流这个环节的设计，老师理直气壮地解释了她的行为，说《推敲》
是新课文，还没学到，现在讲掉了以后学习起来就没有新鲜感了。但按惯例学古诗又不
能不进行作者简介，所以就只能跟同学们讲讲《长江集》了。

那么，这里的作者简介就真的别无选择了吗？细想，《寻隐者不遇》这首诗，讲的是
贾岛仰慕深山隐士，虔诚地来拜访他。贾岛对隐者的探访，是他们之间志趣想投的表
现，因为贾岛是个半俗半僧之人，他向往隐居的生活但又尘缘未脱，所以特别钦慕那些
真隐士。老师更好的途径应该是从这个角度着眼，将贾岛的人物秉性作为作者简介的
主体。老师可以告诉学生，正是因为当年贾岛去李凝的隐居处登门拜访，才有了“推敲”
的故事；正是因为“推敲”他才结识了韩愈，后来为官，名声鹤起；也正是因此，之后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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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与门生庄杰南一起去探访《寻隐者不遇》中的隐者的故事。这样的来龙去脉一补充，
就更好地将人物的经历串连了起来，使得零散学习的每一篇作品之间有了生动的联系。
这种作者简介才真正对古诗学习有助一臂之力之功效。

所以说作者简介“介”什么？不是信息量越大越好，不是知道的都一股脑儿倒出，而
必须遴选与文章所要表达的主要意思相关的那一部分内容，让学生通过作者简介，架设
起作者与文本沟通的桥梁，更全面更立体地理解文本，感悟思想。

品词析句，“析”哪些
一次听五年级的《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老师在通读全诗后这样展开流程：
师：古人云：诗中有画。你从每一行诗中仿佛看到了怎样的画面？
（学生自学，同桌交流。）
师：脑中有画面的举手。
（陆陆续续有孩子举手，但看得出来，表达的欲望并不强烈。）
师：我们一行一行地说，先说第一行。
（因为老师指定这一轮回答只说这一行，于是本来就不很自信的举着手的又陆续放

下了一些。经过很长时间的学生说，教师补充，画面因此丰富了起来，学生也能说很长
一段话了。）

师：好，最后让我们来做一回大诗人苏轼，回到当年当地，把那情那景那些画面用自
己的语言写下来，看谁写得生动，看谁写得流畅。

在品词析句这个板块，多数老师都是跟案例中的老师一样，以理解了诗作的大意甚
至是会用一长段话写一写诗所描绘的意境为终极追求。然而，学古诗的意义真的就在
于此吗？朱自清先生曾经在《经典常谈》一书中有过非常明达的阐释：“经典训练的价值
不在实用，而在文化。”这里所说的经典的价值在文化，就是要立足于鉴赏，玩味语言的
妙处，而不是靠想象或记忆得出六月二十七日的那一场雨怎样的突如其来，又怎样的稍
纵即逝。把一首本就只有二三十字的古诗再割裂成一个个的小句子，又教条地规定必
须从第一句按顺序说到第四句，学生没有生活在创作的年代，没有诗人的境遇，没有丰
富的生活阅历，又能有多少话可说呢？到头来还不是复述教辅现成答案或者平空捏造
一番。在２０１１版课标精神的引领下，如今语文的语用学意义被放大和强化了，我们要
特别关注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成功从事人际交际的能力。要对
这堂课的品词析句环节实现重构，老师可以在通读全诗之后，引导孩子们联系生活实
际，结合书中插图，从整体上体会这场雨所带给人们的感受，因为这是今天的学生生活
中可能经历过的场面。然后，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字词的赏析上，和孩子们一道品析“翻
墨”“跳珠”“乱”“卷”等词的妙用，鉴赏诗人在看雨之后写雨之时用词表达的精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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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品词析句析什么？是借助这样的范本，学到一种表情达意的技巧，并为习作
所用。老师们在品词析句时应该把着力点放在作者是怎样用恰当的言语表现意向上，
放在作者是怎样用合理的结构串起素材上，品析语言表情达意的功能，这才是回归了语
文意义的本原，这才是我们语文老师该做的事。著名儿童文学理论家王泉根曾说：“爱
诗懂诗从诗美艺术中汲取精神素养，这对于儿童的‘精神成人’具有特殊的价值意义。”
的确，在儿童的生命成长过程中，诗歌是开启语言之门、培养文字感悟能力和丰富情感
的最好媒介。“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我们引导学生读诗，应着力引导学生关注诗
人刻苦锤炼、精心推敲的字、句，解开诗人的心灵密码，获得更高的审美享受。

体悟意境，怎么“悟”
新学期的教材培训会上，执教《游园不值》的庄老师对该首诗进行了多元，开放而又

深刻的解读，很好地回答了这样的问题。比如在解题后，师问：你从什么地方知道了诗
人“不值”？当学生抓住了“小扣”一词后，老师追问：久扣不开，如果是你，心情如何？
作者叶绍翁心情又如何？为什么久不开，如果是你，你怎么想？作者叶绍翁是怎么猜测
的？临离开时无意中瞥见的一枝红杏带给了你什么样的心情？它又让作者叶绍翁看到
了一个怎样的春天？这里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两个焦点上：你怎么看？作者怎么看？
让学生的思维深深扎进自己的内心，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换位思考，扣问自己内心最柔
软的部分；然后再把学生的情感牢牢迁移至文本，紧紧靠近当时的现实，贴近作者的呼
吸，亲近完整的场面，实现与作者的心灵共鸣，从而更好地体悟诗作所要表达的意境。

所以说体悟意境怎么悟？要先基于文本，找到文本中情感的突破口，体现深入品味
文字，再然后多线并进层层对话，与文本对话，与作者对话，与读者自己对话，甚至是与
编者对话，在多向对话和互动交流的过程中立足文本而出，这样深入浅出的过程就是体
悟意境的过程。我们说编者编写教材，是将课程内容教材化的过程；老师组织教学，是
将课堂内容教学化的过程。解读教材、设计教学预案的过程中，老师要做到将一般阅读
与备课阅读相区分，用师者的眼光去备课，设计抓手小、多触点、易调控、能深入的导学
路径，将自己对文本的理解教学化，将教学的行为意境化，将意境的体悟情感化。

拓展延伸，如何“拓”
古诗教学结课时都会有个拓展延伸的环节，老师们一贯的做法都是如笔者前文所

述，象征性地挂出小黑板读几个名句，或干脆给一两首小诗的题目让学生课外积累，学
生课外找不找得到背不背，那仿佛是很遥远的事情，与上完课后的老师不相干了。试
问，这样的拓展延伸又有多少实际的意义呢？细想，拓展延伸真的就仅仅是结课时可有
可无的摆设吗？怎么“拓”才更有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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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江南春》为例。导入时，利用诗题中的“江南”做文章，可以拓展出好多妙词佳
句。如教师可提问：春天来临的时候最美在江南，特征是什么？请用积累的词句说明。
此时，莺歌燕舞、草长莺飞、鸟语花香、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草色遥看近却
无等等都可以系统地诵读积累一番。学文过程中再问：“千里莺啼”这样的说法你熟悉
吗？你还听说过哪些“千里”？于是一碧千里、一泻千里、千里共婵娟、千里走单骑、千里
之行始于足下等等都可以被牵引出来。

上述这些是静态知识层面的拓展，是教学过程中需要有的，但决不是终结的追求目
标。然而在现实的教学当中，有的老师往往偏重于或仅仅立足于对上述语文静态知识
的讲授，而忽略文本的阅读和言语的积累，这是偏离了语文学习的核心的。拓展这一
块，“拓”言语积累才是硬道理。还是《江南春》，从“绿映红”，老师可以追问：文中还有
什么映衬着什么？此时可以让学生类比到山映水，可以经过老师的巧妙点拨之后再类
比到动映静的写法上，然后再让学生体会绿红与莺啼的动静相生，山郭与流水的动静结
合，酒旗与轻风的动静匹配。那么，诗的前两句，这段对仗对比、寓动于静的景语就被学
生完全读懂并有了言读积累的一点点拓展的痕迹了。当然，四年级的孩子，一点点就够
了。

当然古诗教学与一般课文教学一样，教无定法。古诗词教学对教师的文学积累、语
言功底要求很高，老师应充分厚实自己的内涵，以广博的阅读面影响学生的阅读兴趣，
以丰富的语言形式感染学生对语言字斟句酌的追求，以喷薄的情感激发学生热爱古诗、
积累古诗、研究古诗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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