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再别康桥教学反思(通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
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再别康桥教学反思篇一

教学目标：

1.基础知识目标：了解新文人诗内涵。

2.思想教育目标：志摩感情方式与个人的体验。

3.能力培养目标：新诗的欣赏方法。

教学重点：新诗的鉴赏。

教学难点：诗的欣赏方法。

教学方法：诵读欣赏。

课时安排：1课时

教具使用：相关录像。

再别康桥教学反思篇二

《再别康桥》中诗人对诗的意境是苦心经营和刻意追求的，
因而造成一个色彩鲜明、线条清晰、匀称柔和的境界。

景是诗之境，情是诗之意。抓住诗歌描写景物的语言，作为
课堂语感教的支点，引导启发学生，定能品味到诗人的情感



世界。《再别康桥》首段三次用了一个形容词“轻轻的”，
奠定了全诗离别康桥时温馨烂漫的情调，接着就是展示不同
的意境抒发诗人对康桥的情怀。

第一个意境就是“那河畔的金柳”。康桥的柳树在诗人的视
觉上是“金柳”，在心觉上却是“夕阳中的新娘”。对这一
意境的解读，成了走进诗人情感世界的第一步台阶。为什么
康桥的“金柳”，在诗人心中却是“夕阳中的新娘”?这两者
之间的相似点到底是什么?阅读了很多文章，对这一意境的解
读总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总不能征服我的内心。有代表
性的阐释是这个比喻“给人大胆的想象，使无生命的景色，
化作有生命的活物，给人温润可人之感”，这样贴标签式的
解读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只能靠老师“灌”给学生，根本不可
能调动学生的语感思维活动。我认为“金柳”“新娘”就应
该是这首诗进行语感教学的一个语言支点，把握好了这支点，
就可以撬动语感教学这个大球。

那么，如何引导学生品味揣摩这一意境呢?为此，我在网上搜
寻到一张剑桥的图片，看着那康河岸边夕阳照射下的柳树，
我立刻顿悟了“金柳”“新娘”之间的相似点：康桥的柳树
枝条细长，树形葱郁浓密，顺光的犹如女子秀美飘逸的长发;
逆光的犹如女子披上了一块柔美的红盖头，这不就是中国传
统中新娘出嫁的情景吗?我认为这个比喻绝不是诗人空穴来风
的想象，而是“金柳”“新娘”外形上的相似，触动诗人情
感上的相似。更何况诗人对康桥的爱恋，绝不亚于一个中国
新郎对新娘的爱恋。这是一句只有中国的诗人才能写得出诗
句。

为此，我在课堂上抓住“金柳”“新娘”这个语言支点，通
过图片，引导学生去品味两者之间外形的相似之处，进而品
味出诗人对康桥以及新郎对新娘在情感上相似点，从而理解
到这一意境所蕴藏的诗人对康桥的无限爱恋之情。

由此，我也想到了语文课堂上语感教学之艰难。语感教学首



先是品味语言的教学，教师要在课文中找到品味语言的支点
确实要投入很多功夫。但实际教学中，很多课讲是讲尝试语
感教学的魅力，却见不到语感教学的语言支点，接触不到具
体语言的品味与揣摩。即使涉及了具体语言，也是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最后只好看着教案，把标签贴到学生的笔记本或
书上，即所谓教师在课堂上的自问自答。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我认为首先是教师的语感教学思路出了
问题。正确的思路我认为应该是教师要带着学生走向教材，
然后从教材走向生活，而不是教师带着教材走向学生。从我
听课的经验中，我就发现，凡是带着学生走向教材，从教材
走向生活的课，课堂气氛就活，凡是带着教材走向学生，从
教材走向教案的课，课堂气氛就沉闷。

其次是教师进行语感教学时寻找语言支点的意识不强。感知
语言文字中的丰富信息，不仅要诵读，更要在诵读中找到蕴
含作者思想或情感的语言支点。这就要求教师有对课文进行
反复的诵读、涵咏，寻找蕴含作者思想或情感的语言支点的
意识。一篇课文只划分一下层次，概括一下段意，点明一下
主旨，分析一下手法，完成几道练习就算完了，应该是一个
语文教师要摒弃的教学思想。语感教学没有几个生动的品味
语言的支点，学生的思维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课堂气氛就
活跃不起来。说实际的，语文教师的价值就是让我们的学生
从语言中去认识生活，认识人生，认识自己。语文教师的魅
力也就是能自己从课文中找到几个独特的新鲜的语言支点，
去点燃学生头脑中的火把，燃烧起他们对生活的感觉，对人
生的热情。

第三是教师在备课时发现语言支点的灵敏度不高。他们总是
受教学参考书的约束，凡是教参上有解读的地方，他们就能
教;而教参上不曾顾及的地方，他们就不能教，即使学生问到
了，他们也采取回避的态度。其实，语文教师对语言支点的
感悟，并不完全取决于对教材钻研，它更取决于教师对学生
的关注。我教学实践中很多语言支点其实都是来源于学生的



提问。比如《再别康桥》第五节中的“寻梦?”，学生就问到
为什么这里要点问号，而这是任何一本教参不曾解说过的。
这就要求教师带着学生去品味揣摩这一语言支点，去把握作
者的情思。首先从诵读上去品味，这句是读升调，还是读降
调?然后揣摩作者是问自己还是问别人?最后推测作者为什么
要在这里问?明确是康桥的美勾起了诗人对往事的回忆，是诗
人要读者在这里与他一起分享过去那美好而快乐的时光。可
见，语感教学要有语言的指向，没有语言的指向，语感教学
就会迷失方向。

拓展阅读：再别康桥意象解读

意象是指凝结着诗人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即诗人的主观情
思与客观事物凝聚一体的艺术形象。它可以存在于诗文字里
行间，也可以浮现于言外之意，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教学
《再别康桥》一诗时，引导学生从解读意象的角度去品味诗
歌，就可以收到纲举目张，融会贯通的效果。

1、形神兼备，以形传神。诗歌的第二节把金柳比作新娘，形
似神肖，别致新巧。河畔垂柳，冰清玉洁，柔曼飘拂、夕照
霞辉，给她镀上了一层金光闪闪的颜色，她多像一位长发飘
逸、风姿绰约的新娘。她的玉树临风、婀娜多姿的倩影倒映
在康河里，也荡漾在诗人的心河中，并激起层层的情感涟漪。
面对此情此景，诗人怎能不心动神摇呢?爱恋康桥的一草一木，
如同迎亲娶新一般，深情痴迷，徐志摩在这里决不仅仅是绘
形摹态，他是传情达意，表达一份对康桥风光，对失落情意
的眷恋、追恋。他爱康桥，更爱遗失在这里的.情真意切的美
梦!

2、情景交融，借景抒情。诗歌的第三节描绘了一个意象“青
荇”，是对第二节的补充和深化。在作者的心目中，康河的
这些水草油光翠嫩，浓绿欲滴，充满着蓬勃向上的生机，它
们似乎挥动着绿油油的手臂，向昔日的老友热情致意，又似
乎在向人们炫耀它们生长环境的美好。表达着抑制不住的幸



福感和喜悦感。它们能与这里的蓝天白云、绿树黄花、和风
柔波、霞光桥影长久厮守，难怪诗人流连沉醉，心甘情愿做
康河柔波里的一条水草。物我一体，水乳交融，物即我情，
我情即物，诗人简直就是一条会思想、有情意的水草!这种描
写类似于庄周梦蝶，物我两忘的情景，给人一种情真意切，
不能自已的兴奋和喜悦，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3、虚实结合，以实衬虚。诗歌第三四节写“青潭”，先实后
虚，虚实相生，青荇浮藻之间，荡漾着绚丽多彩的晚霞，波
光潋滟、水天一色，如梦似幻，亦实亦虚，怎能不让人心向
神往，如醉如痴!于是诗人乘兴撑篙荡舟，披星戴月，漫溯康
河，去追寻遗失的美梦，去重温夕日的欢乐。星汉灿烂，星
辉点点，诗人大有东坡泛舟赤壁时那种“浩浩乎如冯虚御风，
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感觉。他
心花怒放，陶醉在这星辉迷人的夜色当中，禁不住引吭高歌，
一吐回到过去，情不自禁的喜悦心情。这两节诗文围绕“青
潭”展开行文，先把清潭想像成绝彩斑谰的梦，再由“梦”
联想到以前寻梦的浪漫。眼前所见为实，联想、想像为虚，
由实到虚，借潭写梦，融情于梦，借梦发感，以实衬虚，虚
实相映，诗意地表达了诗人的浪漫情怀。

4、动静结合，以静衬动。诗歌首尾两节都写到了“作别云
彩”这一细节。前者显得飘逸高洁，依依难舍;后者则见感伤
落寞，无奈决绝;“云彩”这一意象以静衬动，精妙入微的折
射出诗人隐秘难言的复杂心理。云彩高洁秀美、宁静祥和，
诗人视作朋友、知已，与他作心的交流：当年你或许飘浮在
碧绿的草坪上空，装点着蔚蓝的天空，为我遮挡炎炎烈日，
见证我痴迷康河、回归自然的诗心画意。如今，你远举飘飞，
离我而去，我也带着割舍不下的眷恋，惆怅远你而去。永别
了，飘逸的云彩。永别了，静美的康桥!

再别康桥教学反思篇三

《再别康桥》是一首优美的抒情诗，宛如一曲优雅动听的轻



音乐。诗中那鲜明的意境、流动的画面无不给人以美的享受。

教学目的

1，感知《再别康桥》的诗意美，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

2，学会新诗的鉴赏方法。

3、通过教师的指导朗读学会欣赏诗歌的音乐美。

4、通过教师的分析赏析，学会从诗歌的意象及形式等方面入
手赏析诗歌。

教学重点

诗人独具特色的意象选择

《再别康桥》的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

教学方法：诵读吟咏法，欣赏法。

媒体设计：播放校园歌曲《再别康桥》。

播放黄磊朗诵带《再别康桥》。

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

课时安排：一课时。

再别康桥教学反思篇四

一、导语：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一首带有淡淡哀愁的离
别诗牵动了多少文人墨客的心。徐志摩，他就这样悄悄地来，



又这样悄悄地走了。诗人志摩是怎样一个人呢?让我们和志摩
一起《再别康桥》，走进诗人内心。

二，播放歌曲《再别康桥》，附上剑桥的图片。

(解说：音乐能陶冶人的性灵。《再别康桥》这首诗本身就极
具音乐美。播一首由《再别康桥》改成的歌曲，可以让学生
从另一个艺术层面去感受志摩的诗。配上剑桥的优美的图片，
让学生由听觉到视觉都对《再别康桥》有一定的感知。)

三、徐志摩其人及写作背景。

徐志摩(1896—1931)，浙江海宁人，笔名云中鹤、南湖、诗
哲。19赴美留学，19赴英国，就读于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
位，其间徐志摩邂逅了林徽音，度过了一段美好的留学时光。

《再别康桥》这首诗，较为典型地表现了徐志摩诗歌的风格。
诗歌记下了诗人1928年秋重到英国、再别康桥的情感体验，
表现了一种含着淡淡忧愁的离情别绪。康桥，即剑桥，英国
著名剑桥大学所在地。康桥的一切，早就给他留下了美好的
印象，如今又要和它告别了，千缕柔情、万种感触涌上心头。
康河的水，开启了诗人的性灵，唤醒了久蜇在他心中的激情，
于是便吟成了这首传世之作。

四，播放黄磊朗读的《再别康桥》，老师指导朗读。注意诗
歌的节奏及饱含的深情。(学生读，指名个别读)

五，整体鉴赏《再别康桥》。(从诗歌的意象，诗歌的形式入
手赏析这首诗歌)

提示：自古写离别诗之作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大家比较熟悉
的还记得有哪些诗词?

明确：“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劝君更



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
州》：“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
邻。”“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海内存知
己，天涯若比邻。”“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
泪。”“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李白的
《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
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启发：如果我们把这些诗歌和徐志摩的这首诗一下，在送别
的对象上有什么不一样呢?)

明确：一般离别诗离别的是人，这首诗离别的却不是人，
是“西天的云彩”，告别对象由人向自然景物转移，跳出了
寒喧叮咛的俗套，给人清新飘逸之感。这些物象(云彩等)寄
托着诗人的感情，这种有着诗人感情的物象即是诗歌的意象。
诗人如何选择意象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正是我们要重点赏析
的部分。(出示幻灯)(意象)。

(一)，从诗歌的意象入手赏析诗歌。

提问：

1、本文在意象的选择上独具特色，请同学们找出本文的意象
分别是哪些?

明确：云彩，金柳，柔波，青荇，青草，星辉等自然景物。

2、学生讨论这些意象的选择有什么作用?

明确：诗人告别康桥时，避开送行的人，周围的高楼大厦，
车水马龙等平常物象，而选取云彩等自然景物，这就避开了
人间烟火，造出一种清新感。

把河畔的金柳喻成夕阳中的新娘，这样就把无生命的景物化



作有生命的活动柳树倒映在康河里的情景，浸透了诗人无限
欢喜和眷恋的感情。夕阳照射下的柳枝，渡上了一层妩媚的
金黄色。那金色的枝条随风轻轻摇摆，影子倒映在水中，像
美丽的新娘。这波光里的艳影，在水中荡漾，也在诗人的心
头荡漾。景中见情，情中有景，情景交融在一起。其他意象
的选择也如此。绿油油的水草在柔波里招摇，仿佛在向诗人
招手示意。而到晚上泛舟归来，水波与星光交相辉映，所以
诗人情不自禁地要“在星辉斑斓里放歌”。诗人写潭底彩虹
似的梦、夜空斑斓的星辉和自己放歌的狂态，营造了一幅镜
花水月、朦胧迷离、似梦非梦的图画，营造了让诗人魂牵梦
萦、心迷神醉的意境。

诗人的快乐通过恰当的意象选择达到了顶点。这正是本诗意
象选择的独具特色之处。

(二)从诗歌的形式入手赏析诗歌。

(学生分四人小组讨论后回答)

(《再别康桥》在形式上具有三美：绘画美，音乐美，建筑美。
)

1，绘画美，是指诗的语言多选用有色彩的`词语。全诗中选
用了“云彩，金柳，夕阳，波光，艳影，青荇，彩虹，青
草”等词语，给读者视觉上的色彩想象，同时也表达了作者
对康桥的一片深情。全诗共七节，几乎每一节都包含一个可
以画得出的画面。如向西天的云彩轻轻招手作别，河畔的金
柳倒映在康河里摇曳多姿;康河水底的水草在招摇着似乎有话
对诗人说……作者通过动作性很强的词语，如“招手”“荡
漾”“招摇”“揉碎”“漫溯”“挥一挥”等，使每一幅画
都富有流动的画面美，给人以立体感。

2，音乐美，是对诗歌的音节而言，朗朗上口，错落有致，都
是音乐美的表现。



a，押韵，韵脚为：来，彩;娘，漾;摇，草;虹，梦;溯，歌;箫，
桥;来，彩。

b，音节和谐，节奏感强。

c，回环反复。首节和末节，语意相似，节奏相同，“轻轻”、
“悄悄”等叠字的反复运用，增强了诗歌轻盈的节奏。诗的
尾节与首节句式相似，遥相呼应，它是尾声，给人一种梦幻
般的感觉。)

3，建筑美，是节的匀称和句的整齐。《再别康桥》共七节，
每节两句，单行和双行错开一格排列，无论从排列上，还是
从字数上看，也都整齐划一，给人以美感。

(解说：在诗歌的形式美赏析方面，结合徐志摩崇尚闻一多
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诗学主张，所以作这三方
面的点拨。教师重点讲析绘画美，学生讨论音乐美和建筑美。

4、学生指名用一段话来描绘：你的面前浮现出怎么样的一幅
图画?

师述：诗人闻一多20年代曾提倡现代诗歌的“音乐的
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再别康桥》一诗，可以
说是“三美”具备，堪称徐志摩诗作中的绝唱。

六、小结本文。

我们从诗歌的意象，诗歌的形式入手赏析现代诗歌，同学们
要学会这种鉴赏新诗的方法。

七、学生再读诗歌，感受诗的内容和形式的美。(放女声录音，
学生跟着读)

八、联想迁移，拓展诗歌



阅读鉴赏：《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

欣赏徐志摩的另外一首著名的离别诗，并与《再别康桥》作
简单的比较。

沙扬娜拉

——赠日本女郎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场娜拉!

1、学生朗读全诗。

2、学生独立欣赏全诗。

3、教师点评：

明确：这首精致的小诗，描摹了日本女郎那种温柔而礼貌的
神态。诗的第一行描写了日本女郎同客人道别时鞠躬的神态，
突出其温柔。接着用娇羞的水莲形容女郎的美丽与温柔也流
露出诗人对其由衷的赞美。“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依
依惜的神情宛在面前,诗人从女郎的道别声中听出了”密甜的
忧愁”,这正是诗人此时此地的内心感受.而这一切是刹那间
袭来的情思.。

诗在外在形式上也是着意追求的，注意诗的音乐美。五行中
有四行是字数不一的长句，第三行是两个短句重复，形成了



起伏缓慢的节凑和柔和的旋律，采用的韵脚是“柔、羞、
愁”。美的内容和美的形式高度统一。

九、布置作业：课外读徐志摩诗

拓展阅读：再别康桥读后感

风平浪静，踏上归国的船只，行驶在浩瀚的大海上。这时候
徐志摩会想些什么呢?

毕竟那是他曾留学的康桥，留下了他美好的回忆。在夕阳下，
他走在河畔，看着那柔情似水的柳树，似乎如同夕阳中的新
娘，望着水中的倒影，荡漾在心头。在徐志摩眼中那康桥的
柳树是如此娇媚，而那柔波里的水草又是如此动人，那康桥
的一切都是如此美好。在那里徐志摩又留下了七彩的梦。不
远万里踏上征途，到康桥留学，为的就是学有所成，提高自
己的水平。但奔赴康桥后，却发现康桥如同梦幻一般美
丽，“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的彩虹，揉碎在
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康桥的一切事物就连那榆荫
下的一潭，都沉淀着作者彩虹般的梦。可见作者对康桥是情
有独钟。

但作者此刻不是奔赴康桥，而是远离它，带着对康桥美好的
梦，渐渐离去，回首康桥，渐渐远去。美好的梦，轮廓渐渐
模糊，只变成了一点，便也不久消去。回想起曾在康桥度过
的那段美好时光，现在却要骤然远去，留下的是无比的惋惜
和忧愁。

或许作者不是为了写愁，只是为了安慰自己，留下纪念而写
下这首诗。但从文中却表现出那样的洒脱和宽广的境界。挥
手作别，那是作者的不舍。“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
彩”又是何等洒脱，没有儿女情长，没有泪沾衣裳，有的只
是挥手告别云彩的潇洒与自然。



怀着忧愁，却能表现出潇洒与风度，忧愁不能占据整个心灵，
是因为心境开阔，便能容纳忧愁。

再别康桥教学反思篇五

一、引题：

什么是诗？

《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严羽《沧浪诗话》说：“诗者，吟咏性情也。”张舜民
《跋百之诗画》中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姜夔
《白石道人诗说》以为“守法度曰诗”。柯勒律治说：“诗
是最佳词语的最佳排列。”

强调诗乃“志之所之”、“吟咏性情”，着眼于诗的内容；
强调诗乃“无形画”，着眼于诗的意象（融汇着诗人主观情
思的客观物象）特征；强调诗乃“守法度”，乃“最佳词语
的'最佳排列”，是着眼于诗的形式。

二、作者简介

课件出示：介绍徐志摩和《再别康桥》的图片、文字。

三、配乐朗读。

四、探究：

2、你最喜欢诗歌中的哪一句？

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3、我们学过的唐诗中，有没有见过“挥手”？请把有“挥
手”的唐诗背诵出来。

送友人

李白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五、仿照《送友人》，把《再别康桥》改写成一首五言律诗。

1、什么是律诗？律诗是一种诗体，有一定的格律和字数限制，
分五言、七言两种。在格律方面，我们只要求押韵和对仗就
行了。

2、我的颔联是“金柳荡艳影，青荇摇柔波”。

参考答案：

再别康桥

康桥夕阳中，晚云红似火

金柳荡艳影，青荇摇柔波

清泉彩虹梦，星辉长篙歌

挥手悄离别，夏虫也沉默



六、作业：

模仿《再别康桥》，将王维的《山居秋暝》改写成一首现代
诗。

山居秋暝

王维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