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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物诗的 旨 归

——古典诗歌任务群学习 髙阶思维的培养

李红梅

（ 坪山 高级 中 学 ， 广 东 深圳 ５ １ ８ １ １ ８
）

摘 要 ： 统编教材诗歌单元的 学 习 任务群教学 ，
指 向 的 是深度 阅 读 ， 对学 生的 分析评价能 力要求更 高 。

咏物诗是 中 学生常见的题材类型 ，要读懂咏物诗 ，
必须 明 确 物 象的特点 ， 在此基础上 由 物及人 ， 进一步分析

人的
“

志
”

。 有些物 象特征不是很明 显的 ， 可以从咏物诗
“

不 即不 离
”

的 特点去感知 。 读懂诗意后 ， 可以借助

托物言志的 手法进一步品鉴诗人情志 。 在深度理解鉴赏 中 ， 学生的 高阶思维能力得以锻炼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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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编教材创新单元内部组织

方式 ，
以学习任务为核心 ， 强调真

实情境下 的语文活动 ， 提倡专题

学习 ，通过学习任务群整合设计 ，

指向深度 阅读和深度写作 。

ｍ
因

此 ，精心选择与课文相关的拓展

延伸阅读资料 ， 以 提供支架性辅

每周的
“

周周清
”

则通过
“

３０＋

”

个

专责 岗位 ， 落实学生学习 任务情

况。

“

人人得整理 ， 篇篇了如心
”

，

更进一步明确语文学习 的方向 ，提

高学习效率 ，保证学习质量。

还可在学习小组的组合形式

（
４ 人 ） 基础上 ， 让组员进行 自 行

管理 ， 根据组员 实 际情况和班组

需要 ，灵活进行小组单位学习分

工 。 如 ：组长负 责统筹规划小组

总事项 ；组员 １ 负责整理各种类

型题 ， 提醒组员 对 问题的设置有

所创新 ；组员 ２ 负责搜集 、 整理资

料 ；组员 ３ 负责联络老师 ， 解决具

体疑难问题。 如此层层分工 ， 逐

步形成
“

团结协作 的学生 自 管 自

学 自查体系
”

， 为学生学习能力及

良好学习 习惯的养成提供平台 。

通过搜集整理 ， 规范订正 ， 逐

步形成系统化的知识 网 ， 而对题

例的设计及答案 的订正 ， 则是思

维的起因也是思维的结果 ， 外在

的形式教育必然会影响潜在的思

维培养 。

三 、理清思维

习惯渐化思维 ，定置教育对语

文教学中师生行为的影响 ，
必然会

对其思 维 产生影 响 。

一 名 深受

助学习 资源 ， 对学生思维发展与

提升有着实践的意义 。

高 阶思维的分类 ， 源于美国

教育学家布卢姆 ， 他认为 ， 记忆 、

理解 、应用为浅层理解 ， 属低阶思

维 ， 分析 、 评价和创造为深层理

解 ， 属高阶思维 。 因此 ，我们在实

“

６Ｓ
”

熏陶的受教育者 ，大多会有较

强的归类 、 整理意识 ， 在课堂的识

记、思考问答 、复习等环节 中会借

助思维导图进行
“

归纳——演绎
”

等学习方法的尝试。 在语文课堂

回答中 ，也会注重知识的逻辑性和

问答的层次性。 让语文课堂成为

层次清晰的
“

百家争鸣
”

，而不是杂

乱无章的
“

众说纷纭
”

。 定置教育

可帮 助学生梳理知识的
“

间
”

与
“

系
”

，层化知识储存空间 。

初中语文学习 的 内容广泛而

复杂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若注重帮

助学生理清所学 内 容 的
“

间
”

与
“

系
”

，学生的学习效果定会事半功

倍。 如在单篇课文学习过程中 ，教

师可多联系 同类 内容进行群文视

角 的引导 、 梳理 、 剖析 、 总结 ， 使学

生通过
“

学一篇
”

而达到
“

知一类
”

的效果。 对于可塑性较强的义务

教育学段学生 ， 其思维方式的形

成 ， 常常会无形中默化成一种编码

语言 ，植人大脑深层 ， 为学生的思

维提供张力 ， 使他们 的意识空 间

中 ，不止有知识的积累 ， 同样有思

维的架构。 如此引导 ，定会激活学

生对
“

间
”

的理解 ，让一切学习思考

在有序和秩序中进行。

际教学活动 的组织 中 ， 引 导学生

反思 、提问 、求解 、批判 、决策等教

学活动就是指向学生高阶思维的

培养 。

［

２
］

在统编教材必修上册第三单

元的学习任务 中 ， 明确提出
“

优秀

的古诗词作品往往具有深刻 的意

教育需要规范与准则 ， 但限

制不是 目 的 ， 而是追寻更有效率

的 自 由 。 定置教育强调 ， 以
“

Ｎ＋

Ｘ
”

为核心理念 ， 定量
“

Ｎ
”

和变量
“

Ｘ
”

的融合 ， 是对规范与 自 由 、 框

架的理性与 内容的人本的最好阐

释 。 在定量
“

Ｎ
”

的基础之上 ， 充

分发挥
“

Ｘ
”

的变量性 ，
以人本 、 创

新意识 ，为学生 由 自 在 、 自 为到理

性 自 由 的过渡搭建桥梁 。 所 以 ，

一位睿智的语文教育者还应是一

位
“

守正 出奇
”

的教育者 ，
既要守

得规矩 ， 又要熔铸创新 ，从定置教

育对语文教学 的启 示 中感悟到 ，

以
“

规矩
”

立 ，
以 创新启 ， 以理性

扶 ， 这 才 是
“

定 置教育
”

的 初 衷

所在。

爱 因 斯坦 曾说 ， 教育就是把

学校所学忘光之后剩下的东西 ，

而容易 遗忘 的 就是知识教育部

分 。 希望所有语文同仁在定置教

育中通过
“

物——行——意
”

等微

教育人手 ， 细方法 、 清路径 ， 在学

生语文学 习 四 大核心 素 养培养

中 ， 如语言建构与运用 、思维发展

与提升 、审美鉴赏与创造 、 文化传

承与理解层面有所创新 ， 为学生

后续学习提供持续动力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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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和独特的艺术匠心 ， 学习 欣赏

时应 当重点关注 ， 细加品味
”

， 从

教学 目 标的设置上 ， 就提出 了本

单元要在理解 、欣赏 、 品味的深度

学习 中 ， 提升高阶思维能力 的 目

标指向 。

在咏物诗教学 中 ， 常见的写

作手法是托物言志 ， 借对物象的

描写和叙述 ， 表达 自 己 的情感和

志趣。 清代学者沈祥龙在 《论词

随笔 》 中有云 ：

“

咏物之作 ， 在借

物以寓性情。 凡身世之感 ， 君 国

之忧 ， 隐然蕴于其 内 。 斯寄托遥

深 ，非沾沾焉咏一物矣 。

”

要读懂咏物诗 ， 必须明确物

象的特点 ， 在此基础上 由物及人 ，

进一步品鉴诗人之情志 。 通过涵

泳诗句 ，深层麵诗人言外之意 ，提

升分析评价诗歌的能力 。

一

、把握物象特征

大部分咏物诗的物象都非常

鲜明 ，但也有一部分诗人在创作

咏物诗时往往会运用多种艺术手

法 ，想要达到
“

不即不离 、 物我合

一

”

的效果 ， 物象特征 比较模糊 。

因此 ，在读咏物诗时 ，可以分为两

种情况来把握。

（

一

） 物象特征鲜明

这一类的咏物诗往往会在题

目或诗 中直接点 出所咏之物 ， 在

诗中也会对所咏之物的特点进行

细致的描绘 ，特征鲜明显豁 ，

一读

即 懂 。 例 如 元稹 的 咏物诗 《 高

荷》是这样写的 ：

种藕百余根 ， 高荷才 四叶 。

颭 闪 碧 云扇 ， 团 圆 青玉叠 。

亭 亭 自 抬举 ， 鼎 鼎 难藏摩 。

不 学 着水莶 ，

一生长帖帖 。

这首诗的题 目直接表明 了写

作对象是高荷 。 诗歌的开头写种

下百余根藕 ，收获四叶高荷 ， 可见

髙荷难得 ， 非常少。

“

颭闪
”

写高

荷在风中的形态之状 ，与
“

团 圆青

玉叠
”

都用了 比喻的手法 ，写出 了

高荷的 圆 、青与美丽 。 颈联写荷

努力 向 上 ， 亭亭之姿傲然 突 出 。

结尾两句用一生安定的水荃来反

面衬托荷 ， 突 出荷面对重压仍然

能高高挺立的倔强形象。

诗 中 描 绘 了 高 荷 特 点 是
“

圆
”

、

“

青
”

、数量少 ，但作者着意

于高荷的不屈精神 ， 面对高压却

依然
“

亭亭
” “

鼎 鼎
”

。 清楚了 高

荷的特点 ，就可以 由物及人 ， 清楚

诗人元稹借高荷寄寓了这样的人

生理想 ：人生理想当高远 ，无论外

界怎样的霜刀冷剑严相逼 ， 也 当

坚守 自 己 高洁的 品行 。

Ｗ
这样我

们对诗歌 《高荷 》 的理解就非常

准确深入了 。

又如李商隐的诗作 《流莺》 ：

流 莺 漂 荡 复参差 ， 度陌 临 流

不 自 持 。 ／巧啭 岂 能 无 本意 ？ 良

辰未必有佳期 。 ／风朝 露夜 阴 晴

里
，
万户 千 门 开 闭 时 。 ／曾苦伤春

不 忍听 ，
凤城何处有花枝。

诗人在诗题和诗句 中都点明

了 自 己 的吟咏对象是流莺 。 诗中

描写流莺歌声美妙动听 ， 但是飘

荡流转 ， 风露阴 晴 ， 无处不到 ， 没

有栖息之所。 这正是李商隐 自 伤

漂荡 ，怀才不遇 、无所归依之情的

表现。

［

４
］

（
二

） 物 象特征模糊

２００７ 年髙考真题安徽卷 《醉

落魄 ？ 咏鹰 》 ：

寒山 几堵 ，
风低 削碎 中 原路。

秋空一碧无今古 。 醉袒招裘 ，
略

记寻 呼 处 。男 儿 身 手 和 谁

赌？ 老来猛气还轩举。 人 间 多 少

闲狐兔 ， 月 黑沙黄 ，
此际偏思汝 。

陈维崧除了在词的题 目 上点

明所咏之物为鹰 ， 整首词 中并没

有直接出现
“

鹰
”

这个字 ，
也没有

对
“

鹰
”

的特征进行描摹刻画 ， 物

象特征很不鲜明 。 如果我们把词

题删掉 ， 就很难读 出这是一首托

物言志的咏物词。

要读懂这首词 ， 我们还需要

进一步 了解 咏物诗词 的评价标

准。 咏物诗还有个重要的特点
“

不 即 不离
”

。 宋代 张炎 在 《词

源 》 中对咏物诗词有这样的评价 ：

“

诗难于咏物 ，词为尤难 。 体认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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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则拘而不畅 ； 摹写差远 ， 则 晦

而不明 。 要须收纵联密 ， 用事合

题。

一段意思 ，全在结句 ，斯为绝

妙 。

” “

咏物诗最难工 ， 太切题则

粘皮带骨 ，不切则捕风捉影 ，须在

不即不离之间 。

”

这是清人钱泳在

《履园谭诗》 中所言 ， 诗评家们认

为最上乘的咏物诗歌写物不能太

真切 ，要在不即不离间 ，也就是在

像和不像之间 。 例如 ：

寒山 几堵 ，
风低削碎 中 原路。

秋空一碧 无今古 。

这是一处典型的不即不离诗

句 。 初读可以理解为几座清冷的

山峰矗立 ，劲风吹过广阔的 中原 ，

削碎了大路上的土石 。 秋 日 的万

里晴空古今不变。 这没有 写到

鹰 ，是为
“

不即
”

。 当我们结合词

题把鹰带入这个广 阔 的 背景 中

时 ，这几句词也可以这样理解 ：几

座清冷的 山峰矗立着 ， 鹰在广阔

的 中原展翅翱翔 ， 它带起的风削

碎了大路上的土石 ， 它飞翔 的秋

日 晴空古今不变 。 这句描写没有

离开鹰 ，是为
“

不离
”

。 理解 了这

几句在写鹰时的不即不离 ， 就能

把握诗人描写鹰的特点是远景的

整体描写 ， 也可 以说是用环境来

衬托鹰的形象。

再如苏轼的 《水龙吟 ？ 次韵

章质夫杨花词》 ：

似花还似非花 ，
也无人惜从

教坠 。 抛家傍路 ，
思量却是 ，

无情

有思 。 萦损柔肠 ， 困 酣矫眼 ，
欲开

还闭 。 梦随风万里 ， 寻 郎去处 ，
又

还被 、 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 ，
恨西 园 、 落紅

难缀 。 晓来雨过 ， 遗踪何在 ，

一池

萍碎 。 春 色三分 ，
二分尘 土 ，

一分

流水 。 细看来 ，
不是杨花 ，

点 点是

离人泪 ！

这首咏杨花的词作是苏轼应

和友人章质夫吟咏杨花的佳作 ，

被后人认为是咏物词之冠。 苏轼

运用 了拟人的修辞手法 ， 借用一

个幽怨伤感 的思 妇之 口 吟 咏杨

花 ， 既是写花又是写人 ， 令人叹

中 学语文教学参考 ？ 下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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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 。 首句点明杨花的特点 ：像花 ，

其实又不是花 ，有花形却无花香 ，

遍地都有 ， 无人爱惜 。 但细软幼

嫩的楚楚动人之态 ， 像极 了相思

的闺 阁女子 ， 为离愁所苦 ， 为春梦

所恼 ， 根本没有点 到杨花 ， 是为
“

不即
”

。 但我们结合词题可知 ，

苏轼是运用 了拟人手法 ， 写细柔

的柳枝在风中飘荡 ， 随风飘舞的

柳叶时而舒展时而螺曲 ，是为
“

不

离
”

。 自此以下皆为不即不离 ，句

句写思妇 ，遗貌取神 ； 又句句为写

杨花 ， 形象逼真。 唐圭璋先生 曾

在 《唐宋词选注 》 中赞道 ：

“

在对

杨花的描写过程 中 ， 完成对人物

形象的塑造 。

”

二 、 品鉴诗人情志

读懂了 咏物诗 、把握 了 物象

特征后 ， 可 以通过注释或 自 己 的

阅读积累掌握知人论世 ， 由 物及

人 ，把握人的志向或情感 ， 进一步

提高 自 己 的诗歌赏析能力 。

（

一

） 知人论世

读诗品诗一■定要放在相应的

时空背景下展开 ， 同时要关注前人

的各种评述和相关的佐证材料 ，去

查证诗人 自 身的经历和性格特征

这样 ，才能更好地理解诗歌的深层

意蕴。 所以 ，王国维说 ：

“

由其世以

知其人 ， 由其人以逆其志 ， 则古人

之诗 ，虽有不能解者 ，寡矣 。

”

不同朝代的社会特点不可避

免地影响到诗人的诗歌风格 ， 魏

晋时代更迭快 ，社会动荡加剧 ，诗

人们多写建功立业的豪迈 、苍凉 ，

抑或个体的狷介不羁 、 隐者高韬 ；

南北朝时 ， 安宁安定成为一种时

代的渴望 ，南朝诗多写男女相思 ，

北朝诗则多写征战 尚武 ； 唐王朝

的 国力强盛 ，积极事功 ， 诗人们有

着更多的生 活体验 ， 呈现出 更丰

富的生活内容 ，产生众多的流派 ，

游宴诗花团锦簇 ， 山水 田 园诗恬

淡闲适 ，盛唐边塞诗豪迈勇敢 ， 中

晚唐国势式微 ， 边塞诗 中悲壮凄

怆明显增多 ，安史之乱后 ，忧国忧

民的诗歌成为主流 ， 唐末宦官专

权 ，藩镇割据 ， 悯农诗 日 渐增多 ；

北宋诗重义理 ，南宋偏安江南 ， 忧

国爱国题材成为时代强音 ， 诗歌

多重忠义 ； 清代异族人关 ， 明末士

子面对清兵 的残暴蛮横 ， 清诗多

为哀叹哭号的遗民诗 、革新诗 。

诗人有着不同 的性格特点 ，

诗风也呈现丰富多样的特质 。 陶

潜淡泊名利 、诗风恬淡 ； 杜甫忧 国

忧民 、诗风沉郁 ； 李 白傲岸潇洒 、

诗风飘逸 ； 陆游 、 辛弃疾为 国 奔

走 ，诗风慷慨悲壮 ；文天祥飘零辗

转 、士子担当 ， 诗风壮怀激烈 ； 曹

操执戈戎马 、征战一生 ，诗风豪放

镑礴… …

即使是同一个人 ， 时代动荡 ，

个人际遇多有周折 ， 体现在诗风

上 ， 也会呈现非 常 明 显 的 变化 。

如李煜性温缠绵 ，经历国难家恨 ，

前期的优雅闲恬 ， 后期的洗练悲

苦 ；
王维多才多艺 ， 能诗善 画擅

乐 ，后人多评其诗风为
“

诗 中 有

画 ， 画 中有诗
”

， 但后期因大节有

亏遭同僚排挤 ， 自 身亦消沉悲苦 ，

兼之信奉佛教 ， 其后期诗歌对现

实的民生疾苦就很少关注 ；
而苏

轼这位古代诗歌史上难得一见的

通才式文学家 、政治家 ，诗文书画

样样精通 ，儒道释样样涉猎 ， 诗风

多样 ，但内核一致 ，多次被贬仍能

表现出豁达 、乐观的精神境界 。

对诗人基本的时代 、 际遇 、性

格 、流派有基本的 了解 ， 能帮助我

们更好地理解诗人借物象曲折委

婉地
“

抒情 、 言志 、 表心声
”

。 有

所寄托是咏物诗词的灵魂 。

（
二

）托物言志

咏物诗一般有三个类型 ：

一

是单纯的咏物 ， 以 客观事物作为

主体对象进行细致传神地描绘 ，

重在形似 ， 体物逼真 ， 惟妙惟 肖 。

譬如贺知章的 《咏柳 》 ， 通过
“

碧

玉
” “

丝绦
”

写 出柳叶的色泽 形

状 ， 通过
“

谁裁出
” “

似剪刀
”

自 问

自答 ，生动活泼地表现了春风涤

荡下的万物生机。 二是借咏物 自

比 ，表达 自 己 的心之所向 。 比如

王冕 的 《 墨梅 》 ， 着重强 调墨 梅
“

淡墨痕
” “

清气
”

的特点 ，
以此来

表达 自 己 的淡泊名利 ， 超凡脱俗 ，

王冕就是借墨梅来表达 自 身品格

的高洁 ，不在乎别人当下的评价 。

三是借咏物以 寄意 ， 重在借物表

达 自 身的看法或思想 ， 往往蕴含

哲理 。 比如苏轼的 《题西林壁 》 ，

诗人开头总写庐山景色 ， 接下来

粗笔勾勒 ， 远近高低作对比 ， 写 出

庐山美景美不胜收 ， 后两句只从

景色的变化多姿出发 ， 融情入理 ，

信手拈来 ，借山设喻 ，点 出普遍的

人生哲理 ， 只有阅历丰富 、善于观

察总结 ，才能归纳得出 。 宋诗 中

多见此类型 ，名为咏物 ， 实借咏物

来表达对宇宙 、 自 然 、 人生 的态

度 ，蕴含哲理禅意 。

在学习任务群的单元设计中 ，

我们围绕学习 目标 ，既需要对不同

类型的文本进行专题整合 ，也需要

对同类型的文本做深层探究。 这

对教师的课程设计能力提出更高

的要求 ： 在熟知本校本班的学情

下 ，引导学生理解归纳 、品评鉴赏 、

总结反思 ，实现单元知识的深度学

习 。 这种纵向深人的研讨 ，能够有

效促成学生高阶思维能力 的形成

和提高 。 本专题意在通过咏物诗

的专题学习 ，深度提升学生理解品

鉴诗歌的能力 ，为其进一步的诗歌

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口

参考文献 ：

［
１

］ 温儒敏 ？ 统编 高 中 语 文教

材 的特色 与使用 建议 ： 在统编高 中

语文 教 材 国 家 级 培 训 班 的 讲 话

［ Ｊ ］
？ 课 程 ． 教 材 ？ 教 法 ，

２０ １９
，
３９

（
１０ ） ：

４ － ９ ．

［
２

］ 刘 春 ，
曲 阳 ？ 培 养 高 阶 思

维 能 力 的语 文 阅 读 策 略 ［ Ｊ ］
． 教 学

与 管理 ，
２０ １ ８

（
２４

） ：
１ ０４ －

１ ０６ ．

［
３

］ 王 昭 ． 浅 论元稹之咏 物诗

［ Ｊ ］
？ 科 教 文 汇 （ 中 旬 刊 ） ，

２０ １ ８

（ ９ ） ：
１４６

－

１４７ ．

［
４

］ 宋岩 芳 ． 中 学 语文教学 中

如何鉴 赏李 商 隐 的 咏 物诗 ［ Ｊ ］
． 学

周 刊 ，
２０ １７ （

１４
） ：

２７
－

２８ ．

中 学语文教学参考 ？ 下旬 ？

２０２ １ ． ６



■重点作者简介

陈文燕 ， 女 ，
１ ９６８年生 ，

云南省 昆 明市第三 中学 中 学高级教师 、 教研组

长
，
呈贡区高中语文陈文燕名 师工作室主持人 。

曾 有 《 妙语点化 婉言商榷 》 《 要教学模式 ，
还是要教学个性 》 扣准思

辨之弦 ， 体悟诗词 之意 》 ＜善聚合 致青春 》 等十余篇教学论文在 《 中 学语文教

学参考 》 《 教材教法研究 》 《 湖北招生考试 》 等期刊发表 。 主持昆明市
“

十三

五
＇ ’

规划课题
“

新课标背景下高 中语文专题读写课程实践研究
＂

。 主编教学研

究专辑 《 文苑 问津 》 《 助你成功 》 《 朗声而诵 以声塑形 》 ，
曾参与 《 中小学教

师现行教材课堂教学指南 》 丛书 的 编撰 。 指导学生发表文章二十余篇 ， 指导各

作文大赛获奖百余人次 。

担任云南师范大学学科教学硕 士研究生校外导师 ，
曾获首届

’
‘

一

师
一

优

课
”

市级优课名 师称号 。

王甫俊 ， 男 ，
１ ９８４年生 ， 新疆阿克苏地区第二 中学教师 ， 新疆高 中语文教

学能手培养工作室成员 。

曾 在 《 中 学语文教学参考 》 《 中 学语文 》 《 中 国校 外教育 》 等刊 物发表

《 探幽入微见精神 》 〈 解析细微语言 ， 探究人物形象 》 《 对□ 窦娥冤□ 中蔡婆

形象的新思考 》 等数篇教学论文 。 主持或参与
＂

在高
一

年级推进整本书 阅读策

略之研究
”“

文言文
‘

难文 易教
，

策略研究
” ＂

用 教材铺设 出作文教学的快车

道
＇ ’

等 自 治 区和地区级课题４个 。 多次参加地区
＂

同课异构
’ ’

“

送教下 乡
” ‘

‘

浙

阿同 台
”

等课堂研赛活动 。

曾 获 自 治 区微课 等奖 、 现场赛课二等奖 、 德育成果评 比 二等奖等 ， 获
“

优秀 教 师
”“

优秀教研组长
＂

等荣誉 ， 在地区教育 系统考核 中 多 次获
“

优

秀
”

等级 。

姚建华 ，
女 ，

１ ９ ７ ０年生 ，
北京师范大学大 同 附 中 副校长 、 高级教师 ，

山西

省名 师 ，
山西省学科带头人 。

曾在 《 山西教育 》 发表教学论文 《 记叙文阅读应试 旨要 》 。 主持国家级课

题
“

学校美育与人生发展 的 实验研究
”

子课题
“

用 审 美教育改变学生生活 习

惯 、 思维 习惯 的研究
”

， 并获 等奖 。 主持华 中 师大基础教育课程研究 中 心课

题
＂

中学生 中 国古典名著深度阅读教学策略研究
”

获优秀课题成果奖 。 主持学

校
“

特色课程系列开发研究
ｕ

获 山西省教学成果
一

等奖 。 参与编撰大语文读本

《 仰望星空 》 ，
连续三年参编 《 山西新 中考 》 （ 山西教育出版社 ） 。

曾获 山西省教学大赛
＂

金钥匙
”

奖 、 山西省优秀班主任和大 同市
“

十佳教

师
”

等称号 。 被山西省劳动竞赛委员会记二等功 。

李红梅 ，

１ ９７２年生 ， 深圳市坪 山高级中学教师 。

教学论文 《 链式教研法备课组案例教研新形式 》 《 缘情入境 回 归诗性浅

谈高
一

年级的诗歌教学 ＞ ＜ 例谈高 中 文言文教学 的有效性 等多 篇发表于 《 语

文教学通讯 》 《 中 华活页文选 》 教 师版 。 曾 主持课题结题有 ： 安徽省级课题

‘ ‘

农村高 中 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探究
＂ ＂

高 中语文
‘

名著导读
？

研究
”

， 深圳坪

山 区级课题
＂

生本课堂下 的备课组建设研究
”

等 。

曾获安徽省桐城市语文学科带头人 、 骨干教 师称号 。 入职深圳市坪山高级

中学后 ，
曾 多 次获得深圳市

＂

高考先进个人
”

和坪 山 区
“

优秀教师
” ’ ‘

优秀班

主任
”

称号 。 ２ ０ １ ９年 ，
获评第二届深圳市中小学

＂

我最喜爱 的班主任
＂

称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