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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新詩又叫現代詩和白話詩，是產生於五四新文化運動區別于舊詩的一種新

的詩歌體裁。現代詩突破了舊詩的格律、語言等形式對詩歌內容、情感的束

縛，以其精煉的語言、濃厚的情感和優美的結構在文學史上佔據重要地位。 

 

現代詩以其審美性、文學性、創造性和個性化較強的特征，在語文教育中

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有助於提高學生的鑒賞能力、審美趣味和想象創作能

力。但不可否認，因其語言的凝練含蓄性和情感的豐富性，使現代詩歌教學是

中學語文教學一大難點。聞一多在詩論中提出詩歌鑒賞的「音樂美」、「繪畫

美」和「建築美」，以此作為鑒賞現代詩教學的方向，也是本文的教學導向。 

 

著名的語文教育專家葉聖陶、王榮生等都對語文教學提出以課文為例子來

教的理論。語言學科不同於其他學科的是，其思維發展是以螺旋狀上升，所以

單篇課文所教的知識並非是語文教學的目的，而是訓練培養學生思考發現問題

的思維能力，以及語文學科所承擔的最基本的聽說讀寫的能力。 

 

故本文以現代詩歌單元教學中余光中的《鄉愁》和《友情傘》為例，以自

主合作探究的課堂形式，達到使學生初步掌握鑒賞現代詩的能力，以及以創寫

詩歌作為教學反饋，激發閱讀和創作現代詩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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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課節 課題 課題內容 授課時間 課時 

第一課節 誦讀悟情 

 以「最好的友情」的話題

導入激趣，引起動機 

 自主朗誦《友情傘》 

 疏通字詞 

 合作朗誦，揣摩情感 

2017-01-10 1 

第二課節 合作探究 

 任務一：情感變化 

 任務二：景物分析 

 任務三：何為朋友 

2017-01-10 1 

第三課節 誦讀悟情 

 以「何處是故鄉」的話題

導入激趣，引起動機 

 自主朗誦《鄉愁》 

 疏通字詞 

 探討詩歌之美，沒在何處 

2017-01-13 1 

第四課節 合作探究 

 任務一：尋「意象」之情 

 任務二：探「建築」之美 

 任務三：賞「音樂」之趣 

2017-01-13 1 

第五課節 創寫詩歌 

 了解余光中以及詩歌背景 

 創寫詩歌 

 交流分享詩歌 

2017-01-16 1 

 

※1課時為 4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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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一、教學目標 

讓學生從現代詩歌中提高鑒賞能力、審美趣味和想象創作能力。培養

學生的問題意識，從自主合作探究中思維碰撞，提升多元思維和批判

性思維。 讀寫結合，通過誦讀悟情來引領學生走進現代詩歌殿堂，通

過創寫詩歌來建立學生對現代詩的興趣和樂趣。 

1.知識與技能： 

 了解余光中生平及詩歌背景。 

 學習詩歌中借物抒情的方法。 

 創寫現代詩，培養學生對現代詩的興趣。 

2.過程與方法： 

 通過反復誦讀，體悟詩歌所蘊含的情感變化。 

 通過自主合作探究，初步領略探討詩歌「三美」——典型象征的意

象、橫跨時空結構和凝練含蓄的語言。  

3.情感態度價值觀： 

 樹立正確的友情觀，體會患難見真情的友誼。 

 體會作者深沉的愛國情懷，激發學生熱愛祖國的大情懷。 

二、主要內容                                               

1.《友情傘》：余光中借友人在風雨中為自己撐傘的事情，抒發對友人

甘願淋濕自己而為我撐傘感激之情，表達患難見真情的友誼，。  

2.《鄉愁》：余光中借郵票、船票、墳墓和海峽四種意象，來記述流離

失所、遷移他鄉、歷經生離死別的人生經歷，抒發濃烈的思鄉之情。  

三、設計創意和特色 

1.結合閱讀、討論、創作、分享四個環節來完成專題。  

2.興趣導入，引發思考：教學與生活相結合，以所熟悉「最好的友情」

和「何處是故鄉」引入話題討論，引起深入思考，從而從生活走向文

學。  

3.啟發教學：以審美為起點，在學生粗略感知詩歌之美的基礎上，由學

生生發課堂問題，以「美」為核心探討，最後以審美為終點。 

4.自主合作探究： 

 合作探究並非熱鬧的討論，而是建立在自主獨立思考的基礎上，避

免討論的形式化和盲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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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探究將課堂真正歸還給學生，實現學生為主體，培養學生的問

題意識，高階思維和批判思維。 

5.讀寫結合：在鑒賞詩歌的基礎上，獨立仿寫詩歌表達自己的情感，實

現語文課堂的聽說讀寫。 

 

四、教學重點 

1.學習鑒賞現代詩歌的「三美」——典型象征的意象、橫跨時空結構和

凝練含蓄的語言。 

2.感悟詩歌的情感變化和濃烈的愛國情懷。 

五、教學難點 

1.學生初次接觸現代詩歌，在情感感悟上存在一定難度。 

2.對於《鄉愁》所表現的故國情懷，因時代背景難以產生共鳴。 

3.依據《鄉愁》的佈局認識如何仿寫詩歌。 

六、教學用具 

校本教材、《新視野初中中國語文》（中一上、香港教圖版）、多媒

體教學 

七、教學課時 

5 個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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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第一課時 

時

間 
教學活動 

初中

中文

基力

要求 

多媒體教材 

 

 

 

 

 

7 

分

鐘 

一、話題導入： 

        在我們成長過程中，朋友佔據著我們心

靈深處的重要地位。班上很多同學也由最初

的陌生到現在的熟悉交好，相信每個人都有

自己對朋友的選擇，那你心中最好的友情是

什麼樣子的呢？怎樣的人才能稱之為朋友

呢？ 

學生自由回答：興趣相同、聊得來、在傷心

時候的陪伴等。 

B-1-3 

B-2-2 

 

 

 

 

 

 

 

 

 

 

10

分

鐘 

 

 

 

 

 

 

 

 

 

 

 

20

分

鐘 

 

 

二、整體感知： 

   1.自主朗讀課文，疏通字詞（讀音和意

思）。 

（1）  明確：踉蹌（亮 唱    liàng qiàng）   

  猖狂（窗  chāng）       豁然（括   huò） 

  （2）踉蹌：走路不穩，跌跌撞撞。 

  猖狂：慌亂不整的樣子；肆無忌憚。 

  豁然：開闊貌，開朗貌。 

   2.同桌之間互相朗讀，揣摩詩歌情感。 

      點一學生帶感情朗誦詩歌，其他同學點

評朗誦得好和情感不足的地方，教師從旁指

導，反復誦讀詩歌，深化情感體悟。 

     （1）學生點評： 

 朗誦的音量較大； 

 讀出暴雨之大和對友人撐傘的感激； 

 語速均勻，沒有急緩之分； 

 

 

 

 

 

 

 

C-1-2 

C-2-2 

D-2-1 

 

 

 

 

 

 

 

 

 

A-1-2 

A-2-1 

A-2-3 

A-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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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

鐘 

 

 

 語氣整體較為和緩，不能體現出詩歌前

後情感的波動。 

     （2） 教師指導：詩歌整體的情感是層層

遞進，由友人撐傘到發現友人淋濕，最後升

華主題，情感步步推進。 

        重讀字音如下： 

暴風雨裏 

一位朋友撐
‧‧‧

傘來接我 

一手扶
‧

我的踉蹌 

一手把堅定
‧‧

的傘柄 

舉
‧

成了一面大盾牌
‧‧‧

 

抵擋猖狂
‧‧

的雨箭
‧

 

後來才發現 

逆風那一面他的衣衫
‧‧

 

幾乎濕透
‧‧

於驟雨 

喔，所謂知己
‧‧

 

不就是一把傘
‧

麼？ 

——晴天收起 

雨天
‧‧

才為你 

豁然開放
‧‧‧‧

 

3.全班帶感情一起朗誦全詩，再一次體味

詩歌情感。 

 

 

 

 

 

 

 

 

 

 

 

 

 

 

 

 

 

 

 

 

 

 

 

 

 

 

 

 

 

 

 

 

 

 

D-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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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時 

時

間 
教學活動 

初中

中文

基力

要求 

多媒體教材 

 

 

 

 

 

 

 

 

 

 

 

 

 

 

12 

分

鐘 

一、合作探究： 

        上節課通過誦讀《友情傘》這首詩歌，

大家初步感知整首詩的情感層次，那我們從

以下三個層次鑒賞詩歌的內容和情感。 

分組要求：五到六人為一小組，每組均

有一位小組長，負責帶領全員解讀任務方

向，并組織全組討論，在紙上寫出小組討論

成果以及疑問之處。 

任務一：情感變化（4/5 組） 

（提示：情感如何一層層推進？在哪些

語句上有朗讀情感變化？） 

任務二：景物分析（2/3 組） 

（提示：巧借比喻分析詩中景物特點，

及寓意） 

任務三：何為朋友（1 組） 

※討論時間為 8分鐘 

學生先討論任務方向以及分配，教師從

旁指導任務的疑問之處，幫助小組分析任

務。然後每人獨立思考并在書上圈劃相關字

詞，以及寫上自己的想法。最後全組輪流發

言討論形成結論。 

 

 

 

 

 

 

 

 

 

A-2-4 

A-2-7 

B-1-3 

B-3-4 

B-3-5 

 

 

 

 

 

 

 

 

 

 

 

 

 

 

 

 

 

 

 

 

 

 

25

二、展示反饋：（每組 5 分鐘） 

     各組派一名板書者和一兩名展示報告

者，在黑板上寫出本組討論成果，并結合書

本進行報告。其他小組成員可以提出疑問。 

1. 任務一：情感變化 

  明確：全詩從內容上可分為三個層次，

 

 

 

 

 

 

 

 

 

 

 

 

 
 

 

 



 

 6 

分

鐘 

 

 

 

 

 

 

 

 

 

 

 

 

 

 

 

 

 

 

 

 

 

分別是：（1）共撐雨傘，暴雨行走；（2）

朋友淋濕；（3）以傘喻人，歌頌友情。由

此可發現詩歌的情感依據內容逐層推進，前

兩節寫撐傘的事情，最後一節升華主題，以

傘喻人，感悟何為友情。 

  2.任務二：景物分析 

明確： 

本體 喻體 含義 

傘 盾牌 強調雨傘的保護作用 

雨 箭 強調雨勢的急勁和猛烈 

知己 傘 知己能在危難時為我們遮

風擋雨 

   3.任務三：何為朋友 

明確：在詩人眼中，知己跟雨傘一樣，

都是我們在安定順遂的時候不一定想起的，

但每當我們遇到困難時，他們卻總會及時提

供可靠援助。由此可知，詩人認為友情的可

貴體現在患難之時，歌頌患難見真情的友

誼。 

B-2-2 

B-2-5 

D-4-1 

 

 

 

 

 

 

 

 

 

 

D-5-4 

 

 

 

 

 

 

 

 

D-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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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鐘 

三、總結延伸： 

        詩人雖與我們跨越時空，但詩歌所傳達

的情感和對友情的價值觀仍與我們有著強烈

的共鳴，希望學完這首詩，能對友情、朋友

有更為清晰和正確的理解。 

        所謂的朋友，不是一起吃飯，相約逛

街，共同玩耍；也不是看到他取得成就時內

心隱隱的嫉妒，更不是前去恭維捧場的錦上

添花。而是在他人生低谷之時，在眾人背棄

孤獨無援之時，在寒夜里為他點亮一盞燭

火，照亮前行的遙遙征途；在風雨裡為他撐

起一把雨傘，保護內心的脆弱孤獨。 

 

 

 

 

 

 

D-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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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時 

時

間 
教學活動 

初中

中文

基力

要求 

多媒體教材 

 

 

 

 

 

7 

分

鐘 

一、話題導入： 

        提起你的故鄉，你會想到什麼地方呢？

在你看來，天下之大，何處才是你的故鄉？

是一間屋子？一個地方？有父母的地方？有

親人的地方？ 

學生自由回答：主要圍繞著有親人，而且是

自己成長的地方是故鄉。 

B-1-3 

B-2-2 

 

 

 

 

 

 

 

 

 

 

5 

分

鐘 

 

 

 

 

 

 

 

 

 

 

 

25

分

鐘 

 

 

 

 

 

 

二、整體感知： 

   1.自主朗讀課文，熟悉詩歌內容。 

   2.思考： 

（1）你覺得詩歌美嗎？哪裡美？你從中

讀出了什麼？或者發現了什麼特別之處？ 

（2）詩歌共四節，每一節該用什麼感情

比較合適？每一節要讀出什麼味道來？。 

     學生回答： 

（1）詩歌之美： 

 詩歌句式整齊一致，結構看起來很美，

都是「我在這頭，……在外頭」； 

 有很多疊音字，讀起來有音樂感； 

 四個物品：郵票、船票、墳墓、海峽很

有代表性，代表不同的思念； 

 全詩四節講述詩人一生，從「小時候」

到「現在」，橫跨很長的時間。 

 

※教師在黑板上寫下學生回答的關鍵詞進行

 

 

 

 

 

 

 

 

 

 

 

 

 

 

 

 

 

 

 

B-3-3 

D-2-1 

D-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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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

鐘 

 

 

歸納總結，欣賞詩歌從語言、結構、意象方

面入手，深入分析。 

     （2） 教師指導：詩歌整體的情感是層層

遞進，體現出兒時到後來的思想感情的豐富

和提升，最後升華主題，情感步步推進。 

        重讀字音如下： 

小時候 

鄉愁
‧‧

/是一枚/小小
‧‧

的/郵票
‧‧

 

我/在這頭
‧‧

 

母親/在那頭
‧‧

 

 

長大後 

鄉愁
‧‧

/是一張/窄窄
‧‧

的/船票
‧‧

 

我/在這頭
‧‧

 

新娘/在那頭
‧‧

 

 

後來啊 

鄉愁
‧‧

/是一方/矮矮
‧‧

的/墳墓
‧‧

 

我/在外頭
‧‧

 

母親/在裡頭
‧‧

 

 

而現在 

鄉愁
‧‧

/是一灣/淺淺
‧‧

的/海峽
‧‧

 

我/在這頭
‧‧

 

大陸/在那頭
‧‧

 

 

3.全班帶感情一起朗誦全詩，再一次體味

詩歌情感。 

 

 

 

 

 

 

 

 

 

 

 

 

 

 

 

 

 

 

 

 

 

 

 

 

 

 

 

 

 

 

 

 

 

 

 

 

 

 

 

D-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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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時 

時

間 
教學活動 

初中

中文

基力

要求 

多媒體教材 

 

 

 

 

 

 

 

 

 

 

 

 

 

 

10 

分

鐘 

一、合作探究： 

        上節課通過誦讀《鄉愁》這首詩歌，大

家初步感知整首詩歌的美，引領學生看黑板

上大家說出自己感悟到的美感，教師歸納概

括為以下三個方面，即學生合作探究的任

務： 

分組要求：五到六人為一小組，每組均

有一位小組長，負責帶領全員解讀任務方

向，并組織全組討論，在紙上寫出小組討論

成果以及疑問之處。 

任務一：尋意象之情（1/3 組） 

（提示：意象所象徵的事物，以及表達

的情感。） 

任務二：探「建築」之美（2/4 組） 

（提示：分析詩歌層次結構。） 

任務三：賞「音樂」之趣（5 組） 

（提示：從字詞到句子賞析朗讀的音樂

美。） 

※討論時間為 8分鐘 

學生先討論任務方向以及分配，教師從

旁指導任務的疑問之處，幫助小組分析任

務。然後每人獨立思考并在書上圈劃相關字

詞，以及寫上自己的想法。最後全組輪流發

言討論形成結論。 

 

 

 

 

 

 

 

 

 

A-2-4 

A-2-7 

B-1-3 

B-3-4 

B-3-5 

 

 

 

 

 

 

 

 

 

 

 

 

 

 

 

 

 

 

 

三、展示反饋：（每組 5 分鐘） 

     各組派一名板書者和一兩名展示報告

者，在黑板上寫出本組討論成果，并結合書

 

 

 

 

 

 

 

 

 

 



 

 10 

 

 

 

25

分

鐘 

 

 

 

 

 

 

 

 

 

 

 

 

 

 

 

 

 

 

 

 

 

本進行報告。其他小組成員可以提出疑問。 

1. 任務一：尋意象之情 

  明確： 

（1）郵票→象征書信→母子分離→對母

親的思念 

（2）船票→象征團聚→夫妻別離→對妻

子的依戀 

（3）墳墓→象征陰陽相隔→生死別離→

對母親的追念 

（4）海峽→象征遊子與故鄉分離→故國

別離→對故土的眷戀 

 

※教師總結：由此可看出，詩人的鄉愁由思

家升華至思國，意象也有郵票上升為海峽。 

 補充：借物抒情 

形態 借物 抒情

對象 

情狀 情感 

小小 郵票 母親 濃濃 親情 

窄窄 船票 妻子 綿綿 愛情 

矮矮 墳墓 母親 苦苦 親情 

淺淺 海峽 大陸 深深 愛國

情 

 

  2.任務二：探「建築」之美 

明確： 

（1）時間順序： 

            小時候→長大後→後來→現在 

（2）空間對比： 

            這頭→那頭；外頭→裡頭 

    （3）結構美：寓變化於統一。統一，就

是段式、句式比較整齊，段與段、句與句之

 

 

 

 

B-2-2 

B-2-5 

D-4-1 

D-3-2 

D-4-3 

 

 

 

 

 

 

 

 

 

 

 

 

 

 

 

 

 

 

 

 

 

 

 

 

 

 

D-5-1 

D-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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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又比較和諧對稱；變化，詩人注意了長句

與短句的調節，使詩的外形整齊中有參差之

美。 

 

※教師總結：鑒賞現代詩的「建築美」，除

了從內容上發現層次變化外，也要注意詩歌

段與段、句與句之間的比較。 

 

   3.任務三：賞「音樂」之趣 

明確： 

（1）四節詩的節奏停頓基本一致，整

齊呼應。 

（2）運用相同句式「鄉愁是……」、

「我在這頭……」等。 

（3）同類詞語反復出現的復遝手法，

創設一唱三歎的旋律。 

（4）疊字：小小、窄窄、矮矮、淺淺

加強節奏感，形成音韻之美。 

 

 

 

 

 

 

 

 

 

 

 

 

 

 

 

 

 

 

 

 

 

 

 

 

 

 

 

 

 

 

 

 

 

 

 

 

 

 

 

 

 

 

 

 

 

 

 

 

 
 

 

 

 

5 

分

鐘 

四、總結延伸： 

1.主旨： 通過記述詩人的流離失所、遷移

他鄉、歷經生離死別，抒發思念故鄉而引起

愁緒的感受。 

2.比較閱讀——席慕蓉《鄉愁》： 

根據分析現代詩的方法， 學習這首詩 ，

並說說兩者之間的異同： 

鄉愁 

              席慕蓉 

故鄉的 歌/是一支/清遠的笛     

總在/有月亮的晚上/響起           

故鄉的面貌/卻是一種/模糊的悵惘         

 

 

 

D-4-2 

 

 

 

 

D-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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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霧裏的/揮手別離 

別離後     

鄉愁/是一棵/沒有年輪的樹       

永不/老去  

   

明確： 

  （1）同：詩人都是選擇幾個深意的形象或

畫面來表達同樣的 主題，兩篇都是通過創

造性的比喻來書寫心中的愁，兩首都是抒情

詩。 

  （2）異：余光中主要是通過形象來推進詩

情，席詩主要通過畫面和比喻表達對故鄉的

懷念；余詩的思想深度比席詩要廣和深；余

詩的結構比較對稱，在表達的情感上，席詩

相對細膩和纏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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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時 

時

間 
教學活動 

初中

中文

基力

要求 

多媒體教材 

 

 

 

 

 

 

 

 

 

 

 

 

 

 

 

10

分

鐘 

一、詩人與《鄉愁》： 

      1.余光中能將小家的依戀擴大到對國家

的思念，境界之深與格局之大，對故鄉的概

念和情感又是因何而起呢？ 

     明確：「同鄉的鄉愁是人的基本常情。

但是一個文人，一個讀書人的鄉愁就把時間

加上去，乘上文化的記憶……我們個人有小

小的回憶，幾十年而已，整個民族有幾千年

的記憶，大的記憶，那些記憶變成典故，變

成神話，變成歷史，那些歷史你走到哪兒會

帶到哪兒。我慢慢意識到，我的鄉愁應該是

對包括地理、歷史和文化在內的整個中國的

眷戀。」——余光中絮語 

      2.一個人的思想感情上升到國家、民族

的層面，是與個人經歷密不可分的，由詩歌

我們能窺見詩人哪些經歷呢？ 

   學生回答：與家人地理的分離，後來與母

親生死的分離，到最後不得不與祖國分離去

台灣。 

 

※教師補充： 

（1）余光中，台灣當代著名詩人。祖籍

福建永春，1928 年生。抗日戰爭時期他隨母

親流亡於華東和西南一帶，1949 年 5 月去香

港，次年 5 月遷居台灣。余光中一生從事詩

歌、散文、評論、翻譯，自稱為自己寫作的

「四度空間」。其文學生涯悠遠、遼闊、深

D-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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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為當代詩壇健將、散文重鎮、著名批評

家、優秀翻譯家。至今馳騁文壇已逾半個世

紀，涉獵廣泛，被譽為「藝術上的多產主義

者」。著名文集有《白玉苦瓜》、《靈

河》、《石室之死》等。 

 （2）《鄉愁》創作背景：70 年代初創作

《鄉愁》時，餘光中時而低首沉思，時而抬

頭遠眺。他說：「隨著日子的流失愈多，我

的懷鄉之情便日重，在離開大陸整整 20 年

的時候，我在臺北廈門街的舊居內一揮而

就，僅用了 20 分鐘便寫出了《鄉愁》。」 

 

 

 

 

 

 

 

 

 

 

 

 

 

7 

分

鐘 

 

 

 

 

 

 

 

 

 

 

 

 

 

 

 

 

二、創寫詩歌： 

 1.仿照余光中的《鄉愁》試仿寫一段詩 

（以親情、友情等情感為主題） 

要求：（1）注意詩歌的時空順序； 

            （2）仿照《鄉愁》的句式和格

式，「我在裡頭……在外頭」等句式； 

            （3）注意情感的遞進，情感的高

潮出現在詩歌的結尾處。 

例如：鄉愁 

懵懂時  

鄉愁是一件溫暖的毛衣  

穿的人在這頭  

織的人在那頭  

 

上學後  

鄉愁是一灣淺淺的小溪  

我站在盡頭  

母親在源頭  

 

成長中  

 

 

 

 

 

 

 

 

 

 

 

 

 

 

 

 

E-1-2 

E-2-2 

E-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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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分

鐘 

 

 

 

 

 

 

 

 

 

 

 

 

 

 

 

 

 

 

 

 

 

鄉愁是一首悠遠的笛樂  

他在那頭吹  

我在這頭聽  

 

而現在  

鄉愁是一輪圓圓的明月  

看的人在這頭  

望的人在那頭  

 2.獨立思考，當堂完成。 

 3.分享： 

  由三名同學上台分享自己的詩歌內容，有

感情朗誦全詩，并對詩歌內容稍作解釋。 

 學生分享： 

（1）親情（萬芊）：從兒時到長大，對親

情的依戀到成長時期的叛逆不解，再到現在

的更為豐富的重新解讀。 

（2）親情（朱曉琳）：從兒時家人對自己

的照顧到現在自己也能體會到無聲無息、無

處不在的親情。 

（3）友情（林穎心）：從兒時友誼的簡單

快樂到青春期友誼的迷茫。 

（4）友情（陳瑜）：從兒時朋友之間的吸

引到長大後朋友之間的保護。 

 

 

 

 

 

 

 

 

 

 

 

 

 

 

 

 

 

 

 

E-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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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試教評估與反思建議 

 

 以小話題導入課堂，充分利用課前 5 分鐘的時間，不僅能讓學生快速進入

上課狀態，而且以與課文相關，又能讓學生有話可說的熟悉的話題導入，

作為課文教學的起點，經過課文學習，除了在文學欣賞方面得到這是與技

能之外，還能得到生活的啟示，話題不僅作為興趣與課堂的起點引發思

考，更作為課堂的終點深化認識，建立自己的價值觀。 

 

 詩歌的欣賞並非高不可攀，而是將課堂建立在審美一致的基礎上，讓學生

從誦讀中感受美、欣賞美、表達美，雖然語言表達自己所體會到的美感存

在缺陷，但教師從旁點撥，歸納學生所傳遞的詩歌之美，不僅可以培養學

生的審美能力，也能加強語言表達，更能培養問題意識，從而生成課堂任

務——分析現代詩的「三美」。 

 

 合作探究實現了學生為主體，教師為主導的課堂，任務式多元性探討相較

問題單一性討論而言，更具有研究價值，更能發揮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和

研究解決問題的能力。在合作分組中，成績優等的學生帶領後進生一起分

析詩歌，實現生生交流，使教學更容易落實到個體化。 

 

 展示反饋環節中，不僅訓練學生板書的書寫能力，包括字跡工整、結構清

晰、重點突出等，而且訓練學生站上講台向全班同學講解的表達能力，包

括：同時關注黑板板書和全班同學的反應、語言精練準確且書面化、站

姿、語氣、語速、語調、停頓、對其他同學朗讀和做筆記的要求等。展示

的同學能像老師一樣為全班講課，而非站起來回答老師的問題，必然對學

生的理解能力和表達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在讀寫結合的課堂中，實現語文聽、說、讀、寫能力的培養，閱讀的成果

一定要落實到寫作上，才能使所學知識與能力內化為自己的表達，同時詩

歌因其語言的凝練和象征性得到很多學生的喜歡，而仿寫也使學生願意試

一試，從中獲得寫作的成就感。而分享寫作的環節不僅使小作者獲得較高

的榮譽感和認同感，同時也使其他學生有跡可循，卸下心頭的畏懼，引起

寫作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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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創寫詩歌相片 

   初一 A朱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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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 A林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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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 A陳瑜 

 

 

初一 A萬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