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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培養學生高尚的審美情趣和良好的審美創造力是語文學科的任務。而《再

別康橋》一文是“新月派”詩人徐志摩的傳世之作，因為徐志摩崇尚聞一多的

“音樂美、繪畫美、建築美”的詩學主張，因而他的詩歌具有語言清新、音韻

和諧、想像豐富、意境優美、神思飄逸的特點。《再別康橋》這首詩較為典型

地表現了徐志摩詩歌的這種風格特點，是鑒賞學習現代詩歌的典範例文，也是

鑒賞其他現代新詩的基礎。學生可以借此體會、比較、鑒別不同題材、不同風

格、不同流派的詩詞，這又契合了基本學力要求和課程框架特別關注學生多方

位情感體驗，使其受到美的薰陶的要求。所以這篇文章，對培養學生的鑒賞能

力，有著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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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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別康橋 1. 新詩介紹。 

2. 作者簡介。 

3. 課文朗讀。 

4. 整體感知，感受詩歌意象，為

總結“繪畫美”作鋪墊。 

2019-5-27 1 

第二、三

課節 
再別康橋 

1.詩歌章節結構劃分。 

2.摘要並分析、分享最能體現徐

志摩依依惜別之情的詩句，並

說出理由。 

3.分析作者所描寫的康橋有什麼

印象（即通過哪些意象體現出

來）？這些意象有什麼特點？

找出相關顏色詞。 

4.請將每一章節轉化為一幅圖

像，並進行描繪、分享。 

2019-5-28 2 

第四課節 再別康橋 課文總結及課外拓展延伸。 2019-5-2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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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一、教學目標 

1 .瞭解徐志摩生平及新月詩社主張。 

2.能夠流暢朗讀課文，感受詩歌的依依惜別之情。 

3.能夠摘要並具體描述詩歌意象，準確找出詩歌的著色詞。 

4. 能夠運用圖像組織策略，發揮想像，構建詩歌畫面，理解詩的“畫面美”。 

5.能夠準確找出詩歌韻腳，體會詩歌和諧音韻美。 

6.能夠理清解詩歌感情脈絡，體會作者細膩的情感，能夠評價作者情感。 

7.感受康橋柔美秀麗的風光，體味作者對康橋依依惜別之情；  

8. 領略詩歌之美，激發詩歌學習的興趣，陶冶性情，接受美的薰陶。 

9 .體會自然景物對人心的觸動。 

10.掌握現代詩的鑒賞方法，提高鑒賞能力。 

二、主要內容 

1.複述新詩的特點，介紹作者及新月詩派。 

2.流暢地朗讀課文，通過多次誦讀，結合多媒體，體會作者依依惜別的深情。 

3. 摘要並具體描述詩歌意象，準確找出詩歌的著色詞。 

4. 運用圖像組織策略，發揮想像，構建詩歌畫面，理解詩的“畫面美”。 

5. 準確找出詩歌韻腳，體會詩歌和諧音韻美。 

6.分析詩歌的句式特點、句子排列特點及結構特點，體會建築美。 

7.理清解詩歌感情脈絡，體會作者細膩的情感，能夠評價作者情感。 

8.學習現代詩的鑒賞方法，並能夠加以運用。 

三、教學重點、難點 

教學重點:領悟詩情,獲得情感體驗;品析“三美”, 感受藝術性。  

教學難點: 把握與體味詩歌的意象，體會作者細膩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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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設計創意和特色 

第一，誦讀法。要品位詩歌的語言美，理解詩歌的內容，體會詩歌的感情，誦

讀是必不可少的。課堂上，學生的自讀、全體學生的齊讀、教師范讀等將穿插

在教學的各個環節。通過反復誦讀，深入理解詩歌蘊含的感情。 

第二，聯想探究法。借助多媒體輔助教學，引導學生發揮想像，深入體會每一

節的畫面美。老師抓住詩中的重要意象，關鍵字（動作性很強的詞、融入強烈

情感的詞）進行適當的點撥，借此指導學生鑒賞現代詩歌的方法，逐步提高學

生鑒賞能力。 本詩畫面感比較強，通過聯想探究，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三，合作探究法。課堂教學中，將學生分為約四人一組，並以小組為單位，

對課文進行自主、合作的探究學習，同時以圖畫的形式展示學習的成果。結合

美術欣賞知識，以美學的角度去感受蘊藏于文章中的藝術美，使學生在對課文

的學習中對詩歌的場景產生畫面感，激發其豐富的想像力，使文字與具體的形

象、鮮明的色彩結合，形成一幅生動、形象的圖畫，便於更好地理解文章。 

第四，結合閱讀策略教學。在閱讀策略滲透方面，主要引導同學運用摘要策

略，篩選歸納文章意象，然後運用圖像組織策略，構建詩歌圖像，進而體會詩

歌的“繪畫美”。在課文延伸方面，則採取“比較分析策略”，引導同學更好

地掌握新詩鑒賞方法。 

第五，生命教育。詩人對康橋的愛戀，對往昔生活的憧憬，表現得真摯、濃

郁、雋永。可以通過引導同學在不斷誦讀中，體會生活之美，自然之美。 

第六，結合基本學力要求進行教學。通過結合高中語文語文基本學力要求進行

教學，學生能更為科學、系統地掌握所學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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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單元名稱 再別康橋 

教學對象 高二 班級人數 26 

實施日期 2019 年 5 月 27 日-29 日 每課時 
40 分鐘 

（共 4 課時） 

教材研究 

《再別康橋》是我國現代著名詩人徐志摩的代表詩作，是一

首融思想美、情感美、意象美、語言美和結構美於一身的經典詩

篇，能給讀者以巨大的審美感受。該詩最大的藝術魅力在於其全

篇“物我同一”的構思和一系列意象的精心選擇，較為典型地表

現了徐志摩詩歌的風格特點，是鑒賞學習現代詩歌的典範例文，

也是鑒賞其他現代新詩的基礎。學生可以借此體會、比較、鑒別

不同題材、不同風格、不同流派的詩詞，這又契合了基本學力要

求和課程框架特別關注學生多方位情感體驗，使其受到美的薰陶

的要求。所以這篇文章，對培養學生的鑒賞能力，有著重要的意

義。 

 

學 生 已 具

備 的 知 識

和能力 

1.高二的學生，初中階段已學習過不少古詩，對於詩歌的意象、格

律等基本常識能夠較好地把握；初中時也學過現代詩，如余光

中的《親情傘》，西西的《礫石》，具有一定的鑒賞能力。故學

習此文，具有一定的基礎。 

2.學生有分組合作探究與匯報的能力與經驗。 

3.學生已掌握一定的閱讀策略，如摘要、比較閱讀策略、思維導圖

等。 

教學方法 運用自主學習、朗讀引導、合作探究、誘導啟發、講解分析、 

閱讀策略、多媒體輔助教學、圖畫法、練習鞏固等教學方法。 

教學資料 教材、教學簡報、音頻、彩色筆、畫紙、工作紙練習等 

教學重點 

教學難點 

1.領悟詩情，獲得情感體驗；品析“三美”, 感受藝術性。  

2.把握與體味詩歌的意象，體會作者細膩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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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目

標 

 

 

。 

課程目標 教學目標 

A 知識目標 

A-1 瞭解徐志摩生平及新月詩社主張。（對應高中語文基

本學力要求 D4-2） 

A-2 復述新詩特點。（對應高中語文基本學力要求 D4-2） 

A-3 能夠摘要並具體描述詩歌意象。（對應高中語文基本

學力要求 D4-6） 

A-4 能夠評價作者情感。（對應高中語文基本學力要求 D4-

1，D4-3） 

A-5 能夠概括詩歌寫作特色。（對應高中語文基本學力要

求 D4-2，D4-5） 

 

B. 技能目標 

B-1 能夠流暢朗讀課文，感受詩歌的依依惜別之情。（對

應高中語文基本學力要求 A4-3，B7-2，D2-2） 

B-2 能夠準確找出詩歌的著色詞。（對應高中語文基本學

力要求 D3-5，D4-2，D9-3） 

B-3 能夠運用圖像組織策略，發揮想像，構建詩歌畫面，

理解詩的“畫面美”。（對應高中語文基本學力要求

A3-2，D1-3，D3-5，D4-2，D9-3） 

B-4 能夠準確找出詩歌韻腳，體會詩歌和諧音韻美。（對

應高中語文基本學力要求 D3-5，D4-2，D4-5） 

B-5 能夠理清解詩歌感情脈絡，體會作者細膩的情感。

（對應高中語文基本學力要求 A3-2，D1-3，D4-3，

D4-5，D4-6） 

B-6 能夠較為熟練運用比較分析策略鑒賞新詩。（對應高

中語文基本學力要求 D3-6，D4-6） 

 

C.情意目標 C-1 感受康橋柔美秀麗的風光，體味作者對康橋依依惜別

之情； （對應高中語文基本學力要求 D4-3，D4-4） 

C-2 激發詩歌學習的興趣，陶冶性情，接受美的薰陶。 

（對應高中語文基本學力要求 D1-2，D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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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過 程 

目標 

代號 
教學活動 

教學

資源 

佔用

時間 

教學 

評量 
 

 

 

 

 

A-1 瞭

解徐志

摩生平

及新月

詩社主

張 。

（對應

高中語

文基本

學力要

求 D4-

2） 

 

 

 
A-3 能

夠摘要

並具體

描述詩

歌 意

象 。

（對應

高中語

文基本

學力要

求 D4-

6） 

 

 

 
B-2 能

夠準確

找出詩

歌的著

色詞。

（對應

高中語

文基本

學力要

求 D3-

5，D4-

2，D9-

一、課堂導入。 

1.古人關於離別的詩詞多不勝數。對比古人，現

代人是如何理解離別的呢？我們現在就來學習徐

志摩的《再別康橋》，領略一下現代人筆下的別

離之情！  

2.作者介紹。 

 
二、課堂發展。 

整體感知課文。學生有感情朗讀課文，仔細聆聽

課文錄音，並思考： 

1.文章一共幾個章節？ 

2.你認為哪些句子最能體現徐志摩依依惜別之

情？ 

3.對於作者所描寫的康橋有什麼印象（即通過哪

些景物（意象）體現出來）？這些意象有什麼

特點？請找出相關顏色詞。 

4.請將每一章節轉化為一幅圖像，並進行描述。 

 
 

 

 

 

5 分

鐘 
 

 

 

 

 

 

 

 

 

 

 

 

 

 

10

分鐘 
 

 

 

 

 

 

 

 

 

 

 

 

 

 

 

 

 

 

 

 

 

 

 

 

 

 

 

 

 

 

 

 

 

 
 

 

 

 

能夠體

會作者

感情，

流暢朗

讀課

文。 

 

 

 

 
能夠摘

要關鍵

詞，並

流暢表

達自己

見解。 

 

 
能夠找

出詩歌

意象並

進行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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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3 能

夠運用

圖像組

織 策

略，發

揮 想

像，構

建詩歌

畫面，

理解詩

的“畫

面

美”。

（對應

高中語

文基本

學力要

求 A3-

2，D1-

3，D3-

5，D4-

2，D9-

3） 
 

 

 

 

 

 

 

三、課堂討論。 

（一）文章一共幾個章節？ 

明確：七個章節。 

（二）你認為哪些句子最能體現徐志 

摩依依惜別之情？ 

明確：同學自由發表。 

（三）對於作者所描寫的康橋有什麼 

印象（即通過哪些景物/意象，體現 

出來）？試找出顏色詞。 

答：雲彩、金柳、豔影、青荇、潭水（清泉）、

彩虹、星輝、夏蟲…… 

 
小結：這些景物不同于普通意義上的自然景物，

都浸入了作者的感情，而超越了它們本身的自然

屬性。這種“經詩人運思而成的寓意深刻的形

象”被稱之為意象。 

（四）作業佈置。 

1.為何要作別西天的雲彩？ 

2.為什麼不說楊柳而要說金柳？  

3.夕陽中的新娘？為什麼不是朝陽？ 

4.彩虹似的夢，能不能是彩色的夢？ 

5.什麼是“招搖”？ 

 

10

分鐘 
 

 

 

 

 

12

分鐘 

 

 

 

 

 

 

 

 

 

 

 

 

 

 

3 分

鐘 

 

 

 

 

 
能夠準

確找出

顏色詞

及具體

意象 

 

 

 

 
能夠分

享自己

的見

解，體

會作者

思想感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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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瞭

解徐志

摩生平

及新月

詩社主

張。 

 

 

 

 

 

 

 

A-3 能

夠摘要

並具體

描述詩

歌 意

象 。

（對應

高中語

文基本

學力要

求 D4-

6） 

 

 

 

A-4 能

夠評價

作者情

感 。

（對應

高中語

文基本

學力要

求 D4-

1，D4-

3） 

 

第二課時 

一、溫故知新。 

  以填空的形式簡單回顧上節課學過的內容。 

 
     

二、課堂發展。 

小組朗讀課文並思考： 

1.為何要作別西天的雲彩？ 

2.為什麼不說楊柳而要說金柳？  

3.夕陽中的新娘？為什麼不是朝陽？ 

4.彩虹似的夢，能不能是彩色的夢？ 

5.什麼是“招搖”？ 

三、課堂討論。 

1.小組根據問題進行合作探究。 

2.各小組分享。 

 

教師：夕陽，既有時間上的因素，還有作者心情

的投射，雖無限美好，只是有黃昏之嘆。 

  

 

3 分

鐘 
 

 

 

 

 

 

 

 

 

 

 

 

10

分鐘 
 

 

 

 

 

10

分鐘 
15

分鐘 

 

 

 

 

 

 
能夠準

確答出

徐志摩

及新月

詩派相

關文學

常識 

 

 

 

 

 

 

能夠通

過分析

關 鍵

詞，體

會評價

作者感

情 

 

 

 

 

能夠大

膽並樂

於分享

小組探

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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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能

夠理清

解詩歌

感情脈

絡，體

會作者

細膩的

情感。

（對應

高中語

文基本

學力要

求 A3-

2，D1-

3，D4-

3，D4-

5，D4-

6） 

 

C-1感

受康橋

柔美秀

麗的風

光，體

味作者

對康橋

依依惜

別之

情； 

（對應

高中語

文基本

學力要

求 D4-

3，D4-

4） 

 

 
 

 

四、課堂總結。 

本來很一般的景物為什麼會在詩人的眼裡變

得如此美好？因為這些景物上寄予著作者對於

康橋的無限留戀。柳草本無情，有情的是詩

人，當它們變為詩人筆下的形象時，也就飽含

了詩人的情感。這就是詩歌語言美。學習詩歌

就是欣賞美的過程。 

 

作業佈置： 

1.請將每一章節轉化為一幅圖像，並進行描繪、

敘述。 

2.總結詩歌所體現出來的繪畫美。 

 

  

 

 

 

 

 

 

 

 

 

 

 

 

 

 

 

 

 

 

 

 

 

 

 

 

3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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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能

夠運用

圖像組

織 策

略，發

揮 想

像，構

建詩歌

畫面，

理解詩

的“畫

面

美”。

（對應

高中語

文基本

學力要

求 A3-

2，D1-

3，D3-

5，D4-

2，D9-

3） 

 

 

C-2 激

發詩歌

學習的

興趣，

陶冶性

情，接

受美的

薰陶。 

（對應

高中語

文基本

學力要

求 D1-

2，D9-

6） 

第三課時（連堂） 

一、小組活動。 

1.小組準備好畫筆，老師派發畫紙。 

2.小組討論，根據課文的章節，結合上節課找出

的意象及顏色，把每一個章節變成一幅流動的

畫面。 

 

 
 

 
 

3.小組分享描繪的圖畫。（見附件） 

 

  

 

3 分

鐘 
 

25

分鐘 
 

 

 

 

 

 

 

 

 

 

 

 

 

 

 

 

 

 

 

 

 

 

 

10

分鐘 
 

 

 

 

 

 
能夠摘

要並確

定每幅

畫的內

容、顏

色，小

組分工

協作 

 

 

 

 

 

 

 

 

 

 

 

 

 

 

 

 

 

 

 

 

 

 

 

 

 

 

 

能夠大

膽並樂

於分享

小組合

作的成

果，介

紹創意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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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分享總結： 

     每一個章節就是一幅幅流動的畫面，構圖

中，小組同學大都能夠根據詩歌選擇適當的顏

色、景物，這充分體現了新月詩派的一個非常重

要的詩歌主張——繪畫美。 

 

總結： 

通過小組活動，體會詩歌營造的意境和富有

流動的畫面美。為了讓學生充分發揮想像力，進

入詩歌夢幻般的氛圍，學生把詩歌每一小節意境

描繪成優美的圖片深入體會每一節的畫面美。老

師抓住詩中的關鍵字（動作性很強的詞、融入強

烈情感的詞）進行適當的點撥，借此指導學生鑒

賞詩歌的方法。 

  

 

 

 

 

 

 

 

 

 

 

 

 

 

 

 

 

 

 

 

 

 

 

2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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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能

夠概括

詩歌寫

作 特

色 。

（對應

高中語

文基本

學力要

求 D4-

2，D4-

5） 

 

 

B-4 能

夠準確

找出詩

歌 韻

腳，體

會詩歌

和諧音

韻美。

（對應

高中語

文基本

學力要

求 D3-

5，D4-

2，D4-

5） 

B-5 能

夠理清

解詩歌

感情脈

絡，體

會作者

細膩的

情感。

（對應

高中語

文基本

學力要

求 A3-

2，D1-

3，D4-

3，D4-

5，D4-

6） 

第四課時 

一、回顧舊知識。 

新月詩派的三美：繪畫美、音樂美和建築美。 

二、課堂發展。 

提問：上節課我們通過小組合作繪圖的方式，體

會了繪畫美，那麼詩歌的音樂美和建築美

是如何體現的？ 

三、小組探究。 

1.詩歌的音樂。引導同學從押韻、音節特點、節

奏、結構特點進行探究。 

詩歌的音樂美，是對詩歌的音節而言，有節奏

感、旋律美、彈跳性，都是音樂美的表現。 A.押

韻，韻腳為：來，彩；娘，漾；搖，草；   

虹，夢；溯，歌；簫，橋：來，彩。  

B.音節和諧，節奏感強。 “輕輕”“悄悄”等疊

字的仿佛運用，增強了詩歌輕盈的節奏。詩的

第一節旋律上帶著細微的彈跳性,仿佛是詩人用

腳尖著地走路的聲音; 

C.回環複遝。首節與末節，語意相似，節奏相

同，構成回環呼應的結構形式。這樣，通篇章

節錯落有致，誦讀時，自然會有 一種旋律感。 

2.建築美。 

通過誦讀，我們從聽覺上已深深感受到了本

詩音韻之諧和，節奏之明晰，感到了音樂的美

感，那麼我們再看看詩的外形，談談詩行的排列

有何特點？（引導同學從詩歌句子的排列及句式

特點進行探究。） 

答：共七節，四行一節，每節兩句，單行和雙行

錯開一格排列，每句字數 6—8字，與參差變化中

見整齊，首尾回環呼應、結構嚴謹，給人以整體

之美。 

教師：美學家說，音樂是流動的建築，建築則是

凝固的音樂。讀著本詩，一種流動的建築美和凝

固的音樂美，令你心境搖搖，美不勝受。 

 

小結：讀了很多遍課文 ,大家除了能感受到詩人

依依惜別的深情外，對於作者所描寫的康橋有什

麼印象？單純的美麗？絕對不夠。可以說是風光

如畫。蘇軾在評價王維的詩時說：“觀摩詰之

畫，畫中有詩；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如今

我們品味著徐志摩的這首《再別康橋》是不是可

以稱得上“詩中有畫”？ 

  

 

2 分

鐘 
 

 

 

10

分鐘 
 

 

 

 

 

 

 

 

 

 

 

 

 

 

 

 

 

 

 
能夠準

確找出

詩歌的

韻腳 

 

 

 

能夠分

析詩歌

音節特

點 

 

 

 

 

 

能夠準

確說出

詩歌句

式 特

點，排

列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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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拓展延伸（見附件）。 

 
 

 

 

 

  

 

20

分鐘 
 

 

 

 

 

 

 

 

 

 

 

 

 

 

 

 

 

 

 

 

 

 

 

 

 

 

 

 

 

 

 

 

 

 

 

 

 

 
能夠根

據所學

知識完

成工作

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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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能

夠較為

熟練運

用比較

分析策

略鑒賞

新詩。

（對應

高中語

文基本

學力要

求 D3-

6，D4-

6） 

 
 

 
 

請學生回答工作紙問題，並對其進行引導，將參

考答案書寫於黑板之上。 

五、 總結。 

本節課主要對詩歌的三美進行總結賞析，並

通過《再別康橋》工作紙，鞏固所學知識及知識

的拓展遷移，再泰國“比較分析策略”，引導同

學更好地掌握新詩鑒賞方法。 

 
8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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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試教評估與反思建議 

一、試教評估 

《再別康橋》一文是“新月派”詩人徐志摩的傳世之作，是鑒賞學習現代

詩歌的典範例文，也是鑒賞其他現代新詩的基礎。所以，本單元教學目的在於

從詩歌的意象入手賞析現代詩歌，並分析詩歌的表達感情和寫作風格，從而引

導同學掌握現代詩歌的鑒賞方法，提高鑒賞能力。 

（一）教學法的選擇 

本單元的教學設計遵循建構主義之“任務驅動教學法”，以“教為主導，

學為主體”的教學原則，在教學環節中，先佈置任務讓同學進行思考，把學生

放在主體地位，讓學生進行自主合作探究。學生根據任務需求來學習知識，由

被動地接受知識向主動地尋求知識轉變。 

(二)教學實施特色： 

1. 情景設置。通過欣賞優美的課文錄音朗讀及歌曲（《人間四月天》），輔以

美麗的康橋圖像畫面，把學生引入到唯美的學習過程，體會流暢優美的語言

帶來的賞心悅目的感覺，通過語言美的欣賞引發同學的學習動機。 

2. 聯想探究法。借助多媒體輔助教學，引導學生發揮想像，深入體會每一節的

畫面美（第二課時進行）。老師抓住詩中的重要意象，關鍵字（動作性很強

的詞、融入強烈情感的詞）進行適當的點撥，借此指導學生鑒賞現代詩歌的

方法，逐步提高學生鑒賞能力。 

3.多元智能。語言文字是一種抽象的符號形式，美術卻是直觀的藝術形式，而

且美術在啟發人的形象思維能力和抽象概括能力等方面有其獨到的效果。教

學中合理地安排學生進行繪畫，不僅能很好的調動學生的學習熱情和積極

性，還能更深入地理解課文的內容。而本文是新月詩派“繪畫美”的典範，

因此通過小組合作，把文章變成具體可感的畫面，在體會這種藝術特色方

面，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 小組協作。開展小組交流、討論，組員分工協作，共同完成詩歌的繪畫。在

這個階段，需要同學之間團結協作，並積極參與到課堂學習，同學大部分都

能以欣賞他人的態度一起分享學習成果。小組協作的形式，也促進學生之間

相互交流與啟發，共同成長，亦能較好地協調教學中教師主導性與學生主動

性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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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反思及建議 

1. 鑒賞手法的指導很重要。同學在初中接觸過新詩，學過余光中、西西的作

品，對於新詩有一定認識，但仍缺乏一定的鑒賞詩歌的能力和方法。他們常

常拿著這樣一首詩歌，覺得很美，卻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詩意美，無法

品味詩歌的意境，不能把握詩歌的獨特意象，無法深刻領會詩人的思想感

情。因此，引導同學抓住詩歌題目、關鍵詞和具體可感的意象，體會作者的

思想感情，很重要。 

2. 誦讀很重要。要品位詩歌的語言美，理解詩歌的內容，體會詩歌的感情，誦

讀是必不可少的。誦讀有助於深刻地體味文章所抒發的鮮明獨特的思想感

情，有助於學生更直觀地領略到文章的音樂美、能夠增強學生對文章含蓄美

和形象美得感染力。課堂上，學生的自讀、全體學生的齊讀、教師范讀等將

穿插在教學的各個環節，通過具體的讀，激發同學學習積極性。本詩歌節奏

感強，語言具有很強的感染力，更值得深入玩味。 

3. 在閱讀策略滲透方面，主要引導同學運用摘要策略，篩選歸納文章意象，然

後運用圖像組織策略（流程圖），構建詩歌圖像，進而體會詩歌的“繪畫

美”（第二、三課時）。在課文延伸方面，則採取“比較分析策略”，引導

同學掌握新詩鑒賞方法（第四課時）。這些閱讀策略能提升學生對所學知識

的歸納與統整能力 ，助於學生理解與鞏固。 

4. 問題設計要突出學習重點。從學情上看，同學對於詩歌的鑒賞方法比較生

疏，因此在問題設計上應該從詩歌的意象選擇方面入手，結合閱讀策略的摘

要法，這樣同學能夠比較好地找出意象，從而探究現代詩的鑒賞方法。在講

解時,還要注重課堂的延伸，通過列舉同學學過的例子幫助同學更好地理解

“意象”這一詩歌特色。 

5. 自主探究与小组合作學習，提升學習效能。本節課的問題設計有梯次，體現

分層教學。程度差異的同學能夠通過小組合作得到不同的能力鍛煉。在分組

合作學習的過程中，要兼顧各組學生能力的差異，注重小組分工合作及其團

隊精神的培養，可設置小組組長，對組內分工進行統籌與謀劃。此外，教學

亦要保證各組及其組員積極參與，鼓勵同學之間進行交流與分享。因此，可

設置小組展示與匯報，以提升學生語言組織與口頭表達能力，還要注重學生

自評、互評，及教師引導、啟發與總結，從而激越課堂氣氛，調動學生學習

積極性。 

6. 結合高中中國語文基本學力要求進行教學。學生能更為科學、系統地掌握知

識，且能全面提高語文能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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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學生作品 

第一組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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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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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組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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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組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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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學生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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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教學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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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教學輔助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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