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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古诗词教学是初中语文教学中语文味最浓的一个教学项

目之一，也是最能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的教学项目之一。对

照《初中语文课程标准》我们会发现学生学习古诗词的兴趣

缺缺，在感悟和运用古诗词这两个维度上，日常教学上似乎

还有很多的尝试和思考。

2 案例背景

《初中语文新课程标准》中对古代诗歌教学的要求是：

“诵读古代诗词，有意识地在积累、感悟和运用中，提高自

己的欣赏品位和审美情趣。”但是很遗憾的是，日常教学中

三个可操作的教学动作往往只重视第一个。如何做才能在古

诗教学课堂中，让学生有兴趣深入诗词，让他们的思维有力

度起来？笔者以部编版教材七下语文书上的《晚春》为例，

做了以下尝试 [1]。

3 案例过程

3.1 情境导入

师：春天，是一个诗兴大发的季节，你们能想到哪些描

绘春天诗句？

屏显：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贺知章）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孟浩然）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杜甫）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苏轼）

这些诗句中，有的描写的是春天的初始阶段（早春），

有的描写的春意正浓的阶段，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首描写

晚春的诗作。

3.2 初读积累

师：自由朗读全诗后，个别展示读，要求读准字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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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这首诗从题材上看是一首写景抒情诗。那它的体裁

上属于（补充提问：它有几句？每句几个字？）？所以这是

一首七言绝句。

师：下面老师想请两位同学，再给我们做一个示范。

师：这两位同学发音正确，声音洪亮，但老师总觉得似

乎少了一些诗歌的味道。同学们有没有发现，诗歌的最后一

个字有什么特点？

生：押韵。每句的最后一个字，使用的韵母相同或相似。

韵脚为归、菲、飞。

师：一般情况下，首句可押韵也可不押韵，而第二、四

两句则必须押韵。诗歌朗读和一般文本不一样，还要注意停

顿和音长。朗读时要将韵脚的音节稍稍拖长。有人评价韩愈

这首诗体现出“看似平淡反是奇”的境界，下面我们就一起

进入这篇奇诗的赏析。

3.3 奇诗共赏

师：这首诗描写了哪些景物？

生：花草树木、花朵、柳絮、榆钱和雪。

师：雪是描写到的景物吗？

生：不是，“雪”只是一个比喻，就指的是柳絮和榆钱。

师：描绘了怎样的画面？

生：各种颜色的花草树木，都在开出五颜六色的花朵。

还有不会开花的柳絮和榆钱，没有艳丽的姿色，只知道化作

漫天飞舞的白雪。

师：能不能用一个形容词或四字短语，概括刚才所说的

画面？

生：生机勃勃，万紫千红，争奇斗艳……

师：这样的画面美不美？（美）为什么能把画面描写得

这么美？请找出诗句中富有表现力的词。

生：“知”字用了拟人的修辞，写出了草树的主动性，

它们不是被动地去适应春天的变化，而是主动地在春天的最

后一段时间尽情展示自己的风姿。有颜色的展示，有香气的

展示。

生：“斗”字把百花争奇斗艳的场面生动地展现出来。

一个字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写出草树的生命力，而“斗”字本

身却有一种你争我赶，百花齐放的良性竞争之感。

师：请你朗读，“斗”在朗读时要——？（重读）

师：好像没有人关注“惟”字。从词性上看是什么词？（副

词）“惟”字有怎样的表达效果？

生：“惟”的意思是“只”，是表示范围的副词，表明

柳絮榆荚没有其他的本事，所以只能在花草树木之前施展自

己最擅长的本领——用自己特有的部分妆点春天。

生：“雪”字让我想到了以前学过的“未若柳絮因风起”。

师：你能不能先为我们朗读一下，再来告诉我们这句话

写出了柳絮榆荚的什么特点？

生：漫天飞舞的白雪给人一种铺天盖地之感，写出了柳

絮榆荚旺盛的生命力，有洋洋洒洒，轻盈飘逸的特点。

师：四句话中都使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还有什么修辞？

（比喻）今天老师要再向大家介绍一种修辞方式。自然界中

之景本身是没有情感可言的。但是在作者的眼中这些景物都

变成了“有情之物”，景无意而人有意，物无情而笔有情。

这种修辞手法叫做“移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以

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就是这个道理 [2]。 

3.4 奇情共析

师：“千古文章情为先。”这首诗歌把晚春之景写地这

么美？仅仅是为了表现这些景物吗？

屏显：韩愈，始终奉行“达则兼济天下”的准则，他关

心国计民生，提倡古文，弘扬儒家传统，创诗界新风，求新求异，

是唐诗“奇险派”的代表诗人之一。元和十一年（816）五月，

韩愈得罪宰相，被借故降为太子右庶子，没有实权，不直接

参与机要政务，故被认为是降职。《晚春》这首诗正是作于

这一年。

师：读了背景？你觉得作者想表达什么情感？（哪一句

能表现出情感？追问：你能把这种情感读出来吗？）

生：表达对春天的爱惜之情。因为“百般红紫斗芳菲”，

花草树木都利用最后的时间展示自己。

生：我觉得是表达对时间的珍惜。

师：请你读读刚才的句子。还有不同的意见吗？那老师

想明确一下，杨花、榆荚你认为是比喻谁的？

生：从投影上看，我认为可能比喻的是当时那些趋炎附

势的小人的。没有才华，只会做跟风般的举动。所以作者想

表达的情感应该是讽刺的，讽刺那些没有其他本领只会溜须

拍马的小人。

生：我也觉得是比喻别人的。作者想表达一定不要像杨

花榆荚那样，到该展示才华的时候无法展示自己的才华，要

惜时向上。

生：一个“斗”字让我感觉到草木是非常富有生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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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情感应该是积极向上的，是表现作者对于春天的爱惜之

情，要珍惜美好的时间。

生：杨花榆荚也可能是指作者自己。我认为是一种自我

的欣赏和赞美。韩愈当时是被降职的，即使环境让他看上去“无

才思”，还是能积极入世，一展才情。

师：景物色彩清新、明丽，富于暖色调，一般蕴含的是

积极、乐观、愉悦的情感；而暗淡、阴冷等冷色调，则抒写

的往往是压抑、忧伤、迷惘等消极情绪。若景物强健有力、

富有生机，则预示积极的情感，反之则是悲戚、伤感。全诗

当中的有色之景物色调偏暖，和无夺色之资的柳絮和榆荚共

同彰显出一股生命的活力。它们在春天的最后时间拼命绽放

属于自己独有的美丽，扬长避短，独辟蹊径。当然，这首诗

歌情感的解读老师认为没有定性，只要言之成理即可。

3.5 奇人共识

师：无巧不成书。韩愈写了同题的另外一篇《晚春》。

                          晚春  韩愈

谁收春色将归去？慢红妖绿半不存。

榆英只能随柳絮，等闲撩乱走空园。

师：自由朗读，小组合作，你能不能用我们刚才所学的

方法，比较两首诗歌的异同？

屏显：抓富有表现力的词语

情景关系——移情于景，借景抒情……

联系时代背景

屏显：写作背景——贞元十九年（803年），关中地区大旱，

《论天旱人饥状》疏，反遭谗害，同年十二月被贬为连州阳

山县令。

……

在作于元和八年 (813) 的《进学解》中，韩愈曾借学生

之口痛陈这种苦闷：“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

生：相同点：都写的是晚春的景物，时间都是晚春。   

不同点：景物的特点不同。一是富有生气，颜色艳丽，具有

非常强的主动性的；一是死气沉沉，颜色上比较灰暗，景物

所表现出来的动作没有活力。

生：情感也不同。一是表达对柳絮榆荚或有赞美，或有

讽刺，或有规劝之意；一是表明自己对晚春来临的无可奈何

之感，表达自己对现实无力改变。

师：在决定艺术作品生命力的诸多因家中，占主导地位

的因素是立意，立意贵“新”，立意更贵“高”。第二首《晚春》

虽创作的时间较早，但表现的是“伤春”主题，这种立意在

旧诗中可说俯拾皆是。王之涣《登鹳雀楼》名句“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用语平白如话，并无奇处，但是由于它在立

意上远胜其他登楼眺远之作，遂成千古绝唱 [3]。

3.6 总结

今天我们读诗、吟诗、解诗、比诗。赏析写景抒情的诗

作，我们可以抓一些关键字词，从修辞及感官的角度去赏析，

我们也要关注情景之间的联系，或是移情于景，或是借景抒情，

当然我们最不能忘记的就是在诗歌学习中，一定要学会知人

论世，这样面对横向或是纵向的诗歌对比阅读，同学们才能

所向无敌。希望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同学们能对古诗有更深

的理解和体会。

3.7 板书设计

                       晚春   韩愈

                 景       情        法

              草    树    惜春     抓词

             杨花  榆荚   惜时     情景

                          自信     背景

                          讽刺

4 结语

古诗词的阅读抓住了关键字词，结合写作手法，学生能

基本理解诗歌的内容及情感。但是要想全面而深入地解读诗

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感，还要知人论世，学会从源头上激

发学生探究诗歌主旨的兴趣。通过对比阅读可以让学生纵横

解读诗歌的全貌，进而提高古诗词赏读的能力和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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