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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下高中语文新诗有效教学策略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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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中语文教学应重视新诗教学，对于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培养高雅的审美情趣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现实

中的新诗教学并没有体现出其真正的价值，情况不容乐观。要改变这一现状，需要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进一步强化新诗教

学。多元解读意象、引导查阅资料、有效拓展延伸和加强写诗训练，是强化新诗教学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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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在课程目标“感受·鉴赏”部分指出：阅读优秀作品，品味语言，感受其思想、

艺术魅力，发展想像力和审美力……通过阅读和鉴赏，深化热爱祖国语文的感情，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

精深、源远流长，陶冶性情，追求高尚情趣，提高道德修养［１］。高中语文教学应重视新诗教学，对于提高

学生的语文素养、培养高雅的审美情趣具有重要意义［２］。然而，现实中的新诗教学并没有体现其真正

的价值，情况不容乐观：有的只重视朗诵，有的只将新诗用散文化的语言予以复述，有的直接结合时代背

景对诗进行政治性说教等。高中语文新诗教学应该采取哪些有效的策略呢？在此，笔者结合十几年的

教学实践谈几点浅见。

１　多元解读意象，激发阅读兴趣
意象是诗表意的基本单位，诗人选择此种物象入诗，而不选择那种物象，一定是看中了此物象与其

所要表达的情感意志具有某种相似性特征。这种相似性特征往往是隐蔽的，甚至是只有作者自己才知

晓的。因为诗用以传达意思的文字很少，而其中的内涵却很大，它们之间构成了一个意义的空白。这种

空白给读者的猜测、重构、想象再创作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天地，这也是读者对新诗开放性解读的大舞台。

诗中的意象蕴含情感有表层和深层之分，表层是我们读者可以通过读诗，对诗中文字的分析即可领悟到

的意象所蕴含的感情基调。如教读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其中对“云彩”这一意象的分析，我们可以这

样引导学生：“云彩”这一物象从表意上说只是要写“云”，那为什么后面要加一个“彩”字呢？有了这一

个字也就让我们领悟到了作者此时看到的“云”是具有五颜六色的美感，诗人看云的美与赏云时的喜悦

心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中一定有诗人喜悦之情的表达。而深层则是作者主观上想用这种意象来

抒发什么情感，表达何种志向，而且诗中不一定有直接的明示，而是要通过背景分析、诗人经历等外围因

素的介入才能体会到的，即意义空白点。因此我们在引导学生分析诗的意象时，特别要注意引导他们对

新诗从表层到深层的开放性解读。仍以教读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为例，我们先可以让学生找出诗中的

意象，其中有“西天的云彩”“夕阳”“金柳”“艳影”“青荇”“水草”“虹”，然后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生活经

验讨论这些意象的艺术特征。这一讨论过程有可能会产生丰富的答案。如“夕阳”，有些人认为是日落

时分的太阳，其中蕴含着伤感；也有人认为夕阳下的光辉呈现出橘红色，有时又是绯红，不断变化，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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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时间的太阳光更加绚丽，更让人着迷。那么对诗中的这些意象的艺术特征应取何意呢？这就要让学

生根据他们对诗的理解及自己的生活经验去鉴赏了。因为意象在诗人的修辞格作用下，浸透着诗人的

情感体验，只有认真玩味才能进入诗的情感内核，才能真正体会诗的美妙。因此，教师在教学时一定要

注意引导学生进行开放性解读。

当然，在新诗教学中也不能把诗中的意象单个地肢解分析，既然在一首诗中同时使用了几个不同的

意象，那么这些意象组合在一起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与单个意象的表意效果一定会有不同。就象人体的

头、手、脚等同时构成一个完整的身体时，它才名符其实，才具有其实在意义，才能发挥其真正意义上的

作用。所以对诗的意象分析也应注意到意象组的整体表意功能，只有把这个组合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其

产生的“情感场”才能显露出来。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云彩”“夕阳”“虹”“星辉 ”这一组天上的意

象组合在一起，让我们感受到这是一种宁静、安祥的天幕，同时这些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虚幻之景。与

这组天上虚幻之景相对应的另一组意象组“金柳”“艳影”“青荇”“水草”，这是地上的实景。诗人构思

这两个意象组合的用意是什么呢？对这些词语应取本义、比喻义、引申义还是象征义？其中大有文章可

作，这可以激发学生的思考，老师千万不能越俎代疱，只作为一个学习的组织者、促进者的身份出现，必

要时作些点拨即可。讨论了这些意象组后，接下来再让学生体会“我”想“在星辉斑斓里放歌”而又“不

能放歌”这组矛盾组合。相信学生一定会有很多看法，只是我们在分析指导中要给予学生话语权，让他

们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这样，意象的深层含义会不断被挖掘出来，意义空白也在学生的讨论中逐步被

补上。于是，学生在体会到参与文本建构的乐趣的同时，也激发了对新诗阅读的兴趣。

２　引导查阅资料，培养解读创意
查阅资料是为学生领悟诗意，感受诗情进行再创作服务的，在阅读新诗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

教读新诗中引导学生查阅资料，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引导学生查阅与诗意理解有关的资料，至少

包括诗人的生平经历、社会背景、民俗习惯等，因为读诗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知人论世、解读文本；二

是引导学生查阅前人对诗意理解的资料，因为对一个问题的研究应有继承和抛弃，应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前进。这是新诗本位特点决定的，也是新课程研究性学习的一种有效尝试［３］。

解读新诗，至少要研究诗写作的背景、诗人的诗艺主张、当时诗潮、思潮、诗人的生活经历等。例如

教学戴望舒的《雨巷》时，在教之前完全可以让学生先去查阅戴望舒的生平简历，查阅他成长的环境、学

习的经历、生活的时代等。学生了解这些资料后，自然会把它介入自己理解诗中所蕴含的情感、所表达

的主题、所透露出的地方文化的过程中；介入理解诗中所描写的内容、展现的意境与诗人的相关性的过

程中；介入理解诗中意象的来源，把握诗中感情基调的由来的过程中等。学生把自己的这些理解带到课

堂上来讨论，那就一定更有话语了。在课堂讨论之后再引导学生去查阅《雨巷》相关的解读文章，并把

它与自己在课堂讨论的理解相对照，就会又一次激发学生的思考，让他们在思考中与前人的观点产生碰

撞而生发出新的火花。这样既实现了诗歌解读方法的学习，又容易产生对诗歌解读的创意。

至于查阅资料的形式则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如可以把语文课堂搬到图书馆，让学生根据既定的目

标去查阅文献资料；也可以让学生直接上网查阅相关资料；有些涉及时代特征的资料，也可以让学生去

采访自己的前辈，了解时代特征、风土人情；也可以到一些博物馆、名胜古迹中去感受相关的气氛，体验

诗人当时的情感等等。但不管用何种方式查阅到的资料，也不管这资料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教师都应

该作合理的引导，让学生注意取舍，有选择地接受。

３　有效拓展延伸，扩大知识面
在现行的高中语文教材中选入的新诗作品较少，这是教材的缺憾，但我们教师在上课时不能因这种

缺憾而限制了我们的新诗教学，要对教材进行补充。一方面是对教材的弥补，另一方面也是让新诗教学

从课内延伸到课外，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激发他们学习新诗的兴趣。这个拓展至少可以有三个方向：一

是同一作者在其作品选择上延伸，二是在相同流派不同作者之间的作品延伸，三是向新诗经典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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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

我们在教读戴望舒的《雨巷》时，可以另选他的一些作品，如《我底记忆》《路上的小语》《林下的小

语》等。这些作品是戴望舒较明显表达爱情的诗，让学生把这些诗中“亲爱的，在心中你也感到冷吗？／
当你拥在我怀里／而且把你的唇黏着我底的时候”（《林下小语》），“给我吧，姑娘，那在你衫子下的／你
的火一样的，十八岁的心／那里是盛着天青色的爱情的”（《路上的小语》）的诗句与《雨巷》中“我希望逢
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的诗句比较，从而探究它们的情感主题，并对其他读者的解读观
点批判地接受。这种引入同一诗人不同作品的做法，不但可以训练学生新诗阅读的思维能力，扩大知识

面，还可以激发他们对新诗的阅读兴趣。

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些同流派不同诗人的诗作到我们课堂，与课内诗作进行比较。如教读徐志摩的

《再别康桥》时，就可以选闻一多的《死水》作比较阅读，让学生去领会新月派诗的艺术特色。当然，在教

读高中必修课中的新诗时，也可以把选修课中的新诗拿出来相互比较阅读。这样既拓展了语文课堂，又

延伸了新诗教学的内容，还能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另外，可以把一些经典的、受到人们普遍认可的诗作引进我们的语文课堂，在课堂上让学生利用课

内学到的新诗阅读方法去阅读。如在高一必修的新诗单元上完后，可以另选台湾著名诗人郑愁予的

《错误》，让学生去领会诗中“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那新奇的比喻，“东风不来，三月的柳

絮不飞”“跫音不响，三月的春帷不揭”中那情与景的融合。

新诗教学如果能在课堂中引入这些内容，相信一定能把语文课堂变成探究的课堂，求知的课堂，高

效的课堂。

４　加强写诗训练，提高人文素养
在我们当前的教学过程中往往出现一个矛盾———每个人都很喜欢诗，都认为诗很美，日常生活和学

习中也常用诗来形容美，如诗样年华、诗意生活、诗化人生等，可是对写诗却敬而远之。特别是高中阶

段，在各种各样的语文考试中，作文题都有这样一句话：“文体不限，诗歌除外”，这就暴露出新诗教学的

一个缺憾。可是新课标要求发展语言能力的同时，还要求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

造力。新诗因其长短皆宜，形式自由，很适合高中生自由抒发情感的特征。而且，新诗最能展现创造性

思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４］。此外，学生在练习新诗写作时是一种生命本真的释放，能

提高人的生命体验水准 。加强学生新诗写作训练，是对学生人文情怀的培养，这既教书又育人的举动，

我们为何能把她排除在外呢？

况且，正如萨特所说：“写作和阅读是同一历史行为的两个方面”，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潘新和教授

在他的《表现与存在》中也主张“阅读为写作，倡导言语人生”。那么学生在阅读新诗后，让其根据自己

对生活的体验练习写作新诗，让他们的生活体验也得到一种诗意的安居又有何不妥呢？

当然在新诗写作教学中，老师要善于发现学生诗作中的闪光点，哪怕是一点点微光，也不能让他熄

灭在老师、同学的漠视之中。我们可以把学生中较好的诗作让学生点评，老师也要作适当的点评、鼓励，

让他们的心灵得到一种人文关怀，给他们带去诗意人生的快乐。

新诗教学应是具有诗性的彰显、人文的关怀、本位的复归的教学，异于其他语文课的教学。让学生通过诗

的学习，而在时代的物化与异化中，保持一种心灵的净土，是我们高中语文老师长久而伟大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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