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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单元视域下现当代诗歌教学

学习任务群设计与实施

陆海君  宁波市第七中学，浙江  宁波  315100

策略·单元

摘 要：以教学统编

初中语文教材九上第一单

元为例，研讨跨单元整合、

跨册整合、课内外整合相结

合的现当代诗歌教学，呈现

三项学习任务的设计与实

施，指出以落实诗歌特质

为基点，以学习任务群设

计为驱动，以探究式学习

活动为教学形式，开展大

单元系列教学活动，可以

夯实诗歌教学基础，提升

学生的文学素养、审美情

趣和语文能力，为学生学

诗、爱诗、诵诗、写诗打开

一扇明亮的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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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编初中语文教材九上第一单元选编的六首现当代诗歌，以“活动·探究”

单元的形式呈现，并设置了三个具体的任务——“学习鉴赏”“诗歌朗诵”和“尝

试创作”，在教学形态上形成了一个以学习任务驱动的单元整合性学习体系。教

学这一单元时，笔者结合九年级语文教学的特点，开展了跨单元整合、跨册整

合、课内外整合相结合的大单元教学，并设计以下几个学习任务进行了实施。

任务一：鉴赏诗歌，把握诗歌特质与魅力

1. 比较朗读：感知诗歌的形式美。

课前要求学生将所学诗歌中的一首改写为散文，或把学过的一篇散文改

写成现代诗，引导学生通过比较朗读，从视觉感受和朗读体验方面感知诗歌

分行、分节和空行写的魅力，进而对诗歌与散文有更为鲜明的感知与体验。

课堂上，学生体悟诗歌与散文对相同内容的不同表现，可以鲜明地感知到诗

歌分行、分节形成的诗句独立和诗意留白，既强化了诗歌的节奏，又给读者

带来了更多思考与回味的空间，不仅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还极大地拓展了

诗歌的意境。

现当代诗歌的形式美，还体现在有些诗歌延续了古代诗歌押韵的特点

上，让诗歌更有音韵美，读来朗朗上口。比如，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

余光中的《乡愁》、林徽因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一句爱的赞颂》，都是

全诗一韵到底，音韵和谐一致；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一共四个小节，则是

每一小节都换韵，整首诗整齐中有错落、严谨中有活泼。

有些现当代诗歌的形式美，还表现为各小节句式、节奏甚至是字数都相

对整齐。闻一多曾在《诗的格律》一文中提出“新诗三美”的主张，即“音乐

美”“绘画美”“建筑美”。林徽因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一句爱的赞颂》，

就遵循了“新诗三美”的主张，全诗韵律和谐，色彩丰富，句式整饬。但更多

现当代诗歌的表现形式则更为自由灵活。比如，艾青就提倡写散文化的自由

体诗，他的《大堰河——我的保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向太阳》《火把》

等名篇就都是散文化的自由体诗。

2. 吟咏品读：赏析诗歌的语言美。

（1）语言的凝练性。分行、分节只是诗歌的外在表象，仔细吟咏品味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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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我们还会发现其语言魅力还体现在高度凝练的

语言与表意丰富的词语选择上。比如，毛泽东《沁

园春·雪》的结尾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

朝”，用高度凝练的语句集中概括了无产阶级人民

大众必将超越历史创造空前伟业的英雄气概；余光

中《乡愁》的结尾句“我在这头 / 大陆在那头”，用

极其简约的语言描绘了无限的空间距离，并在其中

填满了无法排解的家国愁绪，读之令人回味无穷。

（2）语言的跳跃性。诗歌语言不同于日常语言，

可以忽略某些过程，在节与节、行与行，甚至是一

行之内，呈现逻辑上的大幅度跳跃。比如，林徽因《你

是人间的四月天》第三节——“那轻，那娉婷，你是，

鲜妍 / 百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 / 天真，庄严，你是

夜夜的月圆”，词与词之间，行与行之间，就构成强

烈的跳跃，留下逻辑空白与意义空白，给读者以无

限的想象空间。

（3）语言的陌生化。语言的陌生化，往往能给诗

歌增添更多神秘与新奇、别致与高雅，赋予诗歌更

为丰富的内涵与深意。比如，穆旦的《我看》在遣词

造句方面就较多地使用了陌生化的表现手法——结

尾句“像季节燃起花朵又把它吹熄”，说季节把花朵

“燃起”又“吹熄”，看似不合事理，却能让读者形

象地感受到季节交替中花朵的自然荣枯，而且“燃

起”和“吹熄”这一组词语更是在对立和矛盾中形成

了无限张力，让人感慨唏嘘；林徽因《你是人间的四

月天》开头句“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 笑响点亮了

四面风”中，“笑响”是听觉，“四面风”是触觉，诗

人却用“点亮”这个表现视觉的词把三种感官神奇

地打通了，这种陌生化语言的处理，就不仅让诗歌

的语言能量更大，还使其表意更为丰富深刻了。

（4）运用多种艺术表现手法。比喻、拟人、排比、

反复、象征、联想、想象等都是现当代诗歌常用的

艺术表现手法。比如，《周总理，你在哪里》就运用

呼告、反复、排比和想象等多种表现手法，在抒发

情感、描摹场景、增加诗意等方面实现了强烈的艺

术表达效果。 

3. 深入本质：探究诗歌的意象美和意境美。

整合九上第一单元选编的六首诗歌，寻找它们

的共性，会发现这六首诗都是借描写某一自然之

景或特定物象抒发某种情怀，即都是在寓“意”于

“象”，而且诗歌的主体意象都是由一组具体意象

构成。比如，《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中的“四月天”，

不仅是总的春天意象，是诗人所歌咏的“你”的化

身，代表着爱、温暖和希望；同时这个“四月天”又

不是虚无的，而是由春风、春光、云烟、细雨、花草

等一组具体的意象营造出来的。

意境是一种情境或情调，通常表现为通过具体

的意象营造出来的整体氛围，往往是一首诗的最终

呈现，而且是抽象的或虚化的，需要感悟和概括才能

获得。朱光潜说的“每首诗都自成一种境界”中的“境

界”指的就是“意境”。一般来说，多个意象会构成一

幅生活图景，形成一个意境。比如，《我爱这土地》

中诗人就将自己化身为一只喉咙已经“嘶哑”的鸟，

通过歌咏饱含诗人独特情感的土地、河流、风、黎明

等自然物象，营造了祖国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景

象——意境，表达了对祖国强烈的热爱之情。文学创

作中，总是意象在先，意境在后，即作者头脑中总是

先有一个个意象，然后才将其组合融汇为一种意境。

4. 自主研读：探究《艾青诗选》的美学价值。

梳理艾青诗歌创作的两个高峰，探究其诗歌创

作的主要意象及各个阶段的诗歌成就和美学价值。

艾 青 诗
歌 创 作
第 一 个
高峰
（20 世
纪 30 年
代）

写作背景 抗日战争时期

主要意象 土地 光明

代表诗作

《死地》《复活的土地》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
上》《风陵渡》《北方》
《手推车》《我爱这土
地》《 旷 野》《 冬 天
的池沼》《高粱》等

《当黎明穿上了白衣》
《阳光在远处》《黎明》

《太阳》《煤的对话》
《向太阳》《吹号者》
《篝火》《火把》《黎
明的通知》等

主要内容
反映祖国和人民的苦难与不幸，表现不屈不挠
的民族精神。

思想情感
对祖国、人民最深沉
的爱。

对光明理想和美好生
活的热烈追求。

语言风格 深沉，忧郁

艾 青 诗
歌 创 作
第 二 个
高峰
（ 1978
年以后）

写作背景 经过二十一年的沉寂，诗人“归来”。

艺术手法 托物言志，借物寓意

代表作
《鱼化石》《镜子》《电》《酒》《沙漠和绿洲》
《高山上的风》《伞》《仙人掌》《盆景》等

思想情感
表达对生命本质的思考，表达隽永的情致和深
刻的哲理，富有理性美。

艺术风格 机智精巧，朴素自然

表 1：艾青诗歌梳理与探究

任务二：朗诵诗歌，读出韵律与情感

1. 把握感情基调。

感情基调是作品表达的基本情感取向或价值观

态度。朗诵诗歌的首要任务是把握诗歌表现的感情

基调。朗诵诗歌，可透过语言、意象、韵律、意蕴等

深入把握诗歌的感情基调。比如，光未然的《黄河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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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歌颂黄河的雄健气魄赞美了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

精神品质，感情基调是激昂豪迈；弗罗斯特的《未选

择的路》表达了对人生之路的思考与对未选择的路

的惋惜、无奈却也无怨无悔的复杂心理，感情基调是

深沉与感叹；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写在周总

理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歌颂了周总理为革命鞠躬

尽瘁的伟大品格，抒发了全国人民对周总理的无限

怀念之情，感情基调是崇敬、悲痛与深沉。

2. 复习朗诵技巧。

统编初中语文教材非常重视朗读。以七上为

例，在课后思考探究中对朗读提出明确要求的课文

就有 5 篇，涉及的知识点和能力训练点包括“标出

语句中的重音和停连”“揣摩人物说话的语气”“尝

试分角色朗读”“探究本文的感情基调”和“为下列

句子划分节奏”等。除此之外，其他五册教材也对

朗读进行了多处呼应与补充。为此，开展诗歌朗诵

活动，复习朗读技巧，提升朗诵水平，便是九上第

一单元实施大单元教学的必然选择。

3. 开展朗诵比赛。

（1）小组朗诵比赛。每位学生在课内外读物中

自主选择一首现当代诗歌作为参赛朗诵作品，独立

进行朗读设计，写出选诗原因和设计理由，开展小

组朗诵比赛，互相评价交流，推选小组参赛选手。

（2）举办班级朗诵比赛。各小组群策群力，拟

写选诗原因、设计理由以及选择朗诵形式（独诵、

双人朗诵、齐声合诵、多人轮诵、配乐朗诵、配视频

朗诵）的缘由，小组排练后举行班级朗诵比赛。

（3）做好赛前、赛后准备工作。主要工作包括：

制作节目单，推举评委和主持人，制定评分细则，准

备串词，布置教室（背景），确定奖励方案，等等。具

体评分细则可设计如下：
第  组                                 参赛学生姓名： 朗诵诗歌：

参赛篇目确定与朗诵形式选择
理由（10 分）

朗诵技巧书面设计（10 分）

朗诵效果一：感情基调、表情、
动作和态势语等（40 分）

朗诵效果二：重音、停连、节
奏、语气、语调等（40 分）

任务三：尝试诗歌创作，抒写个性与思想

诗，是心灵触动的音符，是情感流动的旋律，

内容简短，抒写随意，易于朗诵，被学生广泛喜爱。

刚开始指导学生创作诗歌，教师应降低门槛，使诗

歌浅近化、生活化，引导学生在充分的自信和迫切

的热望中学习写诗。

1. 选择富有表现力的意象。

没有情感就没有诗歌。生活中的人、事、物都可

触发人的情感。教师要指导学生寻找到具体可感的物

象承载他们的情感，扩展写作诗歌的想象空间。

2. 垂炼语言。

诗歌讲究语言精练优美，教师要指导学生从日

常生活中提炼语言，并加以陌生化处理，力争使所

写诗歌做到节奏鲜明与音韵和谐。 

3. 创作哲理小诗。

诗歌情感美的背后往往蕴藏着理性美。诗歌教

学，教师要鼓励学生抓住生活点滴，尝试写哲理小

诗，抒写自己对生命、生活的感悟与思考。比如，弗

罗斯特的《未选择的路》表面上写的是林中之路，

实际上却是在写人生之路，蕴含了“人生路上要慎

重选择，认真走好每一步”的哲理；泰戈尔《飞鸟集》

中也有大量的哲理诗；冰心的《繁星》《春水》就是

模仿泰戈尔的《飞鸟集》写成的哲理小诗；艾青的

《伞》《镜子》等也都是抓住生活中的现象，以短小

的形式，表现了隽永的情致和哲理。

4. 举办班级诗会，编辑班级诗刊。

学生放胆创作诗歌后，品评交流，推选优秀作

品编辑班级诗刊，掀起学诗写诗新高潮。

综上所述，在大单元视域下开展现当代诗歌教

学，以落实诗歌特质为基点，以学习任务群设计为

驱动，以探究式学习活动为教学形式，开展大单元

系列教学活动，不仅可以夯实诗歌教学基础，提升

学生的文学素养、审美情趣和语文能力，还可以为

学生学诗、爱诗、诵诗、写诗打开一扇明亮的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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