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再别康桥语音 再别康桥教案(汇
总9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
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再别康桥语音篇一

1、引导学生感受康桥柔美秀丽的风光，体味作者对康桥依依
惜别之情;

2、引导学生体味诗中的意象美;

3、当堂背诵全诗。

1、诗情的领悟是难点与教学的重点;

2、意象的把握与体味。

以诵读为主，以课件贯穿始终，集音乐、画面、相片、朗诵
等视听手段为一体，充分感受诗歌的优美境界。

教学步骤

古人云：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所以在古人的作品中，既有
“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无奈，又有“天下谁人不识君”的豪
迈，还有“相见时难别亦难”的苦涩，那么现代人是如何理
解离别的呢？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学习徐志摩的《再别康桥》，
领略一下现代人笔下的别离之情！

（解释：康桥=剑桥=gambriage）



然后问学生知道哪些世界名校，学生会说出哈佛大学、牛津
大学、剑桥大学，播放大学图片。让学生指出剑桥大学，引
出对徐志摩的介绍。

（简要情况—康桥情结），由此引出对《再别康桥》的示范
朗诵。

先引导学生把握诗中的意象（提问诗中的哪些景物给你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再让他们说出这是为什么——有诗人的情感
融入;再让学生分析这些意象分别融入了作者的哪些感情）

进而由教师总结出意象的含义——是融入了诗人主观情意的
客观物象。

这些意象都是柔美而抒情的事物，浸透了作者对康河的永久
的恋情。他甚至想永远留在这里“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
做一条水草“全诗通过这些意象构筑了梦幻般的氛围，如一
首小夜曲，让人如痴如醉。

（配合板书……）

作诗本乎情景，孤不自成，两不相背。……景乃诗之媒，情
乃诗之胚：合而为诗以数言而统万形，元气浑成，其浩无涯
矣。

——（谢榛《四溟诗话》）

1、 每人写一首小诗，借景物抒发某种感情;2、 选学徐的其
它诗歌。

偶然

徐志摩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无需惊讶，更无需欢喜

转瞬间我便消失了踪影

我们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

这相互交汇时的光亮

板书设计：

再别康桥

徐志摩

云彩 ……

金柳 ……

青荇 ……

潭水 …… 依恋之情

长篙 ……

星辉 ……

（客观物象） + （主观情意）= 意象



再别康桥语音篇二

1、了解作者简历及其创作风格；

2、通过反复朗读，体会诗歌的章法、节奏、韵律，感受诗歌
的音乐美。

3、咀嚼诗歌语言，把握诗歌意象，品味诗歌意境美，领会诗
人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感受诗意美和人情美，品味其艺术上的“三美”，即音乐美、
建筑美、绘画美。

感受诗歌中涌动着的激情，把握诗歌的主题。

诵读法、问答欣赏法、探究式学习法。

朱自清先生说过：现代诗人应当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有一
位文学家也说过，在现代文学史上不能忘记的诗集有三部：
一是胡适的《尝试集》，一是郭沫若的《女神》，一是徐志
摩的《志摩的诗》。就是现在，也有许多朋友喜欢徐志摩的
诗，可见他的诗影响之大、之深、之远。

徐志摩，浙江海宁人，现代诗人、散文家。新月派的代表人
物，笔名云中鹤。出身于富商家庭，父亲因兴办实业，蜚声
浙江。1910年入杭州府中学堂，1915年进入北京大学学
习。1918年按照其父的愿望赴美国留学学习银行业（他父亲
希望他将来成为银行家），1919年得知五·四运动爆发，激
起心中的爱国热情。1920年去英国剑桥留学，以一个特别生
的资格，在这里度过了一年多的真正悠闲自由的日子。据他
回忆，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在风景秀丽的康河两岸，
他卧仰在有星星、黄花点缀的葱绿草坪上，或看书、或看天
上的行云。有时到碧波荡漾的康河里划船，他完全陶醉在大
自然的怀抱中。）1921年开始写诗，深受19世纪浪漫主义诗



人华兹华斯、拜伦、雪莱的影响。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教授。与胡适等人成立了新月社，为新诗代表人物。
他是个个性主义者，信仰个性绝对自由的理想，并把对理想
的追求看得高于一切，胡适在《追悼志摩》中说：“他的人
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
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简言之，他的理想就是英国
式的民主，英国式的政治。他崇拜大自然，主张人类接近自
然，回归自然，融合自然。他的不少诗语言清新，比喻贴切，
风格轻柔明丽。

1931年11月19日，他搭乘“济南号”飞机从南京到北京，在
距济南50里的党家庄，忽遇大雾，飞机触山着火，不幸遇难，
年仅36岁。真是“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他真
的化作一片“云彩”离开了我们。

这首《再别康桥》是作者在1928年第三次来到康桥后的归国
途中写下的切身感受。表现了他对个人自由天性的追求。因
音节和谐，意境优美而备受读者青睐。

1、 学生诵读，教师提示：这首诗象一首小夜曲。应读出委
婉细腻的感情。节奏要轻慢一点。 语气要舒缓、轻柔、低沉
（特别是：悄悄、轻轻、沉默）。

2、 教师范读，学生模仿。（或者播放范读磁带，学生模仿）

3、 让学生在反复朗读的基础上，感知诗歌的内容。

1）问：你认为这首诗主要抒发了什么感情？

明确：对康桥依依惜别的深情。

2）问：诗人为什么一开始说“轻轻的我走了”而不说“我轻
轻地走了”?他后面连用了两个“轻轻的”都在“我”之后，
就更符合语法规范。



明确：调整语序的作用，主要是强调。连用三个“轻轻的”，
突出了“宁静”，给全诗定下抒情基调。表现了难舍难分依
依惜别的深情，以及无奈与感伤。诗人不忍心惊动康桥呀。
同时衬出了诗人缓步飘然而去的形象。而且这样一写，音韵
上感觉也好一些。

一）引导学生整体感受意象美

1问：大家对作者所描写的康桥是什么印象？

生：美丽。

师：对，可以说是风光如画呀。苏轼在评价王维的诗时
说：“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
如今我们品味着徐志摩的这首《再别康桥》是不是可以称得上
“诗中有画”？（板书：风光如画）

2、找寻意象:康桥的美丽是通过哪些景物写出来的？（诗中
的哪些景物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什么要写这些景
物？。

明确：云彩，金柳，青荇，清潭，长篙，星辉。

这些自然景物都是柔美的。它们都已超越了本身的自然属性，
浸透了作者对康河的恋情。而融入了作者主观情意的景象就
是意象。

（客观物象） + （主观情意）= 意象

3） 提问：诗人告别时，哪些举动可以体现出对康桥的深情？

明确：招手、寻梦、放歌、沉默。

二） 具体整体感受意象美。（有条件可以播放关于康桥的风
光片）



1、 第二节，写了岸边的柳树。“金柳”是夕阳照射下的柳
树，它镀上了一层妩媚的金色。金色的柳条随风摇摆，秀美
婀娜，好像美艳的“新娘”，形象逼真的写出了金柳的美好
姿态，又传达出诗人的无限欢喜和眷恋之情及浓烈的温柔之
爱。“艳影”在诗人“心头”“荡漾”，物我合一，情景交
融。谁舍得离开美丽的新娘呢? 可见康桥在徐志摩心中的地
位。

明确：在这里，软泥让人们联想到泥的细腻与光滑，很可爱，
让人有亲近的愿望；而水草是油油的，让你直觉到它的生命
力的旺盛；招摇一词写出了水草随微波起伏的轻盈之态。在
柔波里招摇的意象，是诗人对自己在康桥幸福生活的隐喻。
并有向诗人打招呼，欢迎诗人之意。“甘心”两字，表达了
诗人对康河的永久恋情，愿意永远流在康河，“生于斯，长
于斯，死于斯”。

本来很一般的景物为什么会在诗人的眼里变得如此美好？因
为这些景物上寄予着作者对康桥的无限留恋。柳草本无情，
有情的是诗人。

3、 第四节，写榆树下的清潭。这里的潭即指拜伦潭，相传
拜伦曾在这里游玩。清泉倒映着天上的彩虹，五彩斑斓，多
么富有诗情画意！浮藻间好像沉淀着彩虹般的梦。融情入景，
将人带入了梦一般的意境中。

4、 第五节，诗人迷恋的感情达到了高潮。在流连忘返的观
景过程中，诗人似乎已经忘了他即将要离别康桥。想象自己
撑着一杆长篙泛舟到青草更青处去寻找那“彩虹”似的梦。
到晚上归来时，水波与星光交相辉映，诗人情不自禁的想
要“放歌”，快乐的情绪达到顶点。

5、 第六节，乐极生悲，诗人由幻想回到现实。想到今晚就
要和康桥离别，不禁别情缕缕，离愁重重，情绪顿时低落下
来。于是不能“放歌“，只能“悄悄”吹起离别的伤感的笙



萧，在沉默中体味别离的惆怅。连夏虫好像也体会到了离别
之情，也为他保持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往日欢愉
的康桥也无语了，一切都为诗人的离去归于寂然，将诗人的
离愁推到了极点。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无言胜过千万语呀！

怎样理解“悄悄是别离的笙箫”？悄悄无声，笙箫有声，这
是一对矛盾，但在作者这里却达成了统一。诗人内心一定翻
滚如大海，但是离别愁绪压倒了一切，所以笙箫的离别曲只
能在心中回荡。

6、 第七节，与开头呼应。诗人是那样不舍得离去。云彩本
是不能带走的，诗人却用夸张的手法强调说“不带走一片云
彩”，加上两个“悄悄”表露诗人不愿掠动心爱的康桥一片
温柔情意，不忍心让康桥与我一同伤感。这一节不是对第一
节的简单重复，而是更加深情，更加眷恋。至此，将诗人对
康桥“浓得化不开”的感情于“沉默”、“悄悄”、“轻
轻”中表现了出来，同时排出了“伤离别”的沉重感，增加
了飘逸之感。

此诗表达了一种微波轻烟似的离情别绪，引起了读者的强烈
共鸣，给人以审美享受。原因在于他以美妙的艺术形式表达
了人类共有的一种感情：即对失去的美好事物，人们总是充
满怀念。

板书： 现实 依恋

金柳

再别康桥 秀美的景色 水草 借景抒情

清潭

星辉



现实 依恋

再别康桥语音篇三

学生对诗歌的原始阅读非常重要，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原始理
解是教学的起点和依据。在这个环节中介绍诗人：（略）

抒情诗。这个问题很简单，但很重要。它是一个“切入点”。
阅读教学非常那个重要的一点就是寻找恰当的“切入点”，
也有人叫做“导入”，但我以为二者有区别。“切入点”是
对课文而言的，是为了把学生引入课文情景而寻找的突破口，
属于阅读教学内部的有机组成部分；“导入”是对课堂而言，
是为了把学生从课前的无序状态引入课内的有序状态而设计
的教学环节，属于阅读教学外部组成部分。提出“再别康桥
属于哪一种呢？”这个问题，目的在于引出下面的核心问题。

这是一个核心问题，关系到本课的教学目标——诗歌意象的
问题。高一的学生可能不会顺利的回答出“通过意象来抒发
感情”，这不要紧。教师引导学生读诗歌的第二小节，抓
住“金柳”这个词，让学生充分品味。“金柳”是这一小节
表现的对象，诗人为何如此表现它？我们来推测一下，是不是
“ 金柳”包含了什么东西在里面？是的。诗人写“金柳”
是“新娘”。作为同学们，可能感觉到奇怪，由“金柳”怎
么会想到“新娘”呢？是不是与诗人的生活有关系？会不会
与诗人的感情有关系？有可能。谁能说说诗人与剑桥大学有
什么关系？简要介绍诗人的生活历史。由此学生明白了，原
来由“金柳”联想到“新娘”是有原因的。不仅这个如此，
其他很多作品，诗人写什么，怎么写都可能与诗人本身的生
活经历和情感经历有关系。下面可以总结一下什么是“意
象”了：意象就是诗人写入作品的包含了诗人感情因素的形
象。理解“意象”必然伴随着联想与想象。只有通过联想和
想象，读者才能进入到作品的情境之中。接下来，诗人写
道“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艳影”是什么？
要想——美丽的影子；“荡漾”是什么意思？要想象——就



是整天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所为
联想，就适合自己的生活结合起来，比如——同学们“荡
漾”过吗？如果你荡漾过，你才能更深刻的感觉到诗人用词
之妙。哪位同学荡漾过？不妨说说。好了，下面请一位同学
完整的朗诵这一小节。

这个问题更深入了，引导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深入理解诗歌，
进入到诗人精神世界，进入到诗人的情感世界。学生自由发
言。教师灵活及时地把握学生的感觉，相机引导在此非常重
要。先朗读，后回答。诗人的感情有变化，是进一步了，感
情更强烈了，从“我甘心做一条水草！”可以看出这种变化。
“青荇”“招摇”，整天与金柳相伴，早夕相处，你低头看
着我，我仰头看着你，说着别人永远听不懂的话，诉说彼此
之间的心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我见青山多
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水草这一节着意表现“意
象”。是在“柔波”里呀！在徐志摩的诗歌作品中，经常使用
“柔波”一词，我想是有其特殊含义的，同学们读“柔波”
能引起你怎样的联想和想象？请同学们说一说，就像孩子在
妈妈温暖的怀抱，就像恋人含情脉脉的秋波，就像老是甜美
的微笑……多美呀，真的是“甘心”呀,不用叹号不行呀！感
情进一步发展了，更加强烈了。同学们感受到这种强烈的变
化了么？感受到了，那就好，请同学们来读一读。“我甘心
做一条水草！”一定要大声读么？使劲喊，行么？不行。怎
么办？“使劲轻读”？好，使上劲，换得轻轻地读。

读得不错。不过老师有一个问题：“那榆阴下的一潭，不是
清泉，是天上虹”，老是觉得写得不好。怎么不是清泉
呢？“那榆阴下的一潭”明明是写清泉嘛，怎么成了彩虹呢？
诗人写错了。是不是？这个地方很多老师容易疏忽，这么一
问，就问出趣味来了。彩虹，象征美好的事物，代表了诗人
的梦。“揉碎在浮躁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噢，明白了，
原来彩虹就是诗人的梦呀！这个美好的梦怎么了？“揉碎”
了，“沉淀”了，就是说，这个梦没有变成现实。正是因为
没有变成现实，所以才在人的心中深埋多年，不能忘怀，时



不时地“荡漾”一下。读这样的句子，体会到了诗人的什么？
似乎有一些伤感。这种写法，我们叫做“移情”。景随情迁，
以情入景，以我观物，则物皆我之所色。古人有这种句
子：“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出自苏轼
《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诗人唯恐读者把那一泉清泉
只是当做普通的泉水，看不出它的特殊之处，所以才用这样
的写法来提醒读者。在诗人眼里，这的确不是一般的泉水，
那里有诗人的“梦”。诗人1918年赴美留学，1920年来到英
国，来到剑桥。在这里，诗人遇到了自己诗歌创作的启蒙者，
同时也是自己最倾心追慕的女子林微音，并从此走上了诗歌
创作的道路。他说：“我的眼睛是剑桥叫我睁开的，剑桥是
我的心灵泉源，是我精神的依恋之乡。”所以，在别人眼里
的清泉，在诗人眼里就是彩虹，就是梦。

“撑一直长篙”。你知道什么是长篙么？噢，在《社戏》里
学过，多美好呀！你们撑过船么？撑过，感觉如何？美极了。
我们想象一下：长长的船篙，轻轻地波动着水面。船上只有
两个人，划呀划呀，往远处划，为什么？那儿人少呀。来到
幽静的地方，心里高兴，那就唱吧：放开喉咙，尽情歌唱。
你看，天上的星星闪闪发光，好像在想我们眨眼睛。美不美？
太美了。诗人高兴得放声歌唱，他醉了——诗歌到这里可以
说达到了高潮。联系上一节，我们可以说，这里所写的就是
诗人那个美好的“梦”。荡漾在诗人心头的也就是这梦中的
情和景。那么，这一小节如何朗读？请同学们展示一下。谁
有过“放歌”的经历，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刻！让同学们展开
想象：可以张开双臂，仰起头，沉浸在遐想中……“放歌”
二字的读法也可以变成“放——歌——”

开头写的是“轻轻的我走了”，结尾写的道“悄悄的我走
了”。一片寂静。诗人就这样走了，我们仿佛看到一个轻手
轻脚走来，又轻手轻脚离开的身影。在他的内心深处，藏着
无限的留恋。

徐志摩是中国现在诗歌史上的重要代表。以他为代表的“新



月派”诗歌，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建立了功劳。他赞同闻一多
先生的“三美”诗歌理论，认为诗歌要有韵律美、绘画美和
建筑美。他的诗集有《志摩的诗》《冷翡翠的一夜》《猛虎
集》《云游》。他的诗广为流传，人们张口就可以朗诵，据
说，1928年11月，也就是诗人再别康桥后，就去了印度，拜
见了他朝思暮想的大文豪泰戈尔。泰戈尔当众朗诵了徐志摩的
《沙扬娜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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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声珍重里有着甜
蜜的忧愁。”写的多好啊！同学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找
徐志摩的诗选来读一读。

再别康桥

徐志摩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荫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

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1928.11.6 中国海上

《再别康桥》教案设计

（本教案根据特级教师程翔老师的教学思路整理而成。）

【教学目标】

1.指导学生在反复朗读的基础上，着重分析意象以及意象的
组合，体味诗歌的意象美。

2.通过品味语言，发挥想象，以感受充溢于诗歌的真情，进
而拉近学生与诗的联系，鼓励学生在喜欢的基础上多写写新
诗。

【教学重难点】

1. 把握和分析意象。

2. 感受诗歌的真情。

【教学方法】

诵读、提问、讲解、创设情境

【教学时间】一课时

【教学过程】

1.设计理由：学生对诗歌的原始阅读非常重要，在此基础上
产生的原始理解是教学的起点和依据。

2.在这个环节中，适当介绍诗人。徐志摩，中国现代著名诗



人、散文家。

1.抒情诗。

2.目的是从这个问题切入到下一个问题。

2.“金柳”“新娘”就是赋予诗人情感的形象，我们叫做意
象。

3.理解“意象”要发挥想象，我们才能走入作品的情境中去。
接下来，诗人写道“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
漾。”“艳影”是什么？请同学们想象美丽的影子，荡漾是
怎么样的一种情愫？请同学们发挥想象，体验这种萦绕在心
头的情感。

4.请一位同学朗诵第二小节。教师注意指导学生读
出“荡——漾”的味道来。

1、请一位同学先朗读，适时引导其回答。

2、从哪一句可以看出情感变得强烈了？“我甘心变成一条水
草！”

3、请同学们想象“青荇”在招摇，“水草”在柔波里招摇，
与河畔的“金柳”、波光里的“艳影”组合成一幅怎么样的
画面？这样的写作叫做“绘画美”。

4、请同学们朗读，指导学生读出“甘心”二字饱含的幸福感。

1、引导学生理解诗歌语言的跳跃，这里的“虹”原来是“彩
虹似的梦”。

2、诗人的“彩虹似的梦”实现了吗？没有，被“揉碎”了。
请同学们结合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梦被揉碎了，情感怎么样？
引导学生体验诗人此时的伤感。



3、请一位同学朗读，指导学生读出“揉碎”的伤感和“彩虹
似的梦”的无奈。

1、请同学们想象一下撑着长篙的感觉，向前，向更深处漫溯，
忘记了时间，撑到星辉斑斓的时候，于是在那里放歌。多么
自由自在啊！多么美好啊！这就是徐志摩所提倡的“自由与
美”。

2、请一位学生朗读，指导其读出诗人的欣喜之情。

1、诗人不能停留在昔日的梦，因为要离别了。诗人写了“笙
箫”，修饰词是“别离的”，诗人此时是忧愁的。

2、诗人写了“夏虫”，修饰词是“沉默”，为何诗人要沉默？

首先，夏虫也不堪离别的愁绪，故“沉默”了，不再“欢
叫”了。其次，诗人希望离别的方式是静悄悄的，恰如诗人
在开头和结尾两个小节中都写到了的。

3、那诗人为何在开头和结尾采取同样的形式呢？有何表达效
果？

引导学生思考诗歌的特殊形式，回环往复会使诗歌有音乐美，
感情浓厚。

再别康桥语音篇四

教学目的：体会诗中健康美好的感情，鉴赏其意象所营造的
空灵的意境和清新飘逸的.风格，《再别康桥》教学设计教案。

教学重点：鉴赏其意境美、抒情美、音韵美。

教学时数：两课时



教学目的：了解徐志摩的创作与对康桥的感情

教学内容与步骤：

一．背诵课文，导入新课，板书课题作者并析题

二．了解徐志摩的创作与对康桥的感情

1．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料，先自行了解作者

2．学生回答：“我所知道的徐志摩及其创作”

3．补充知识

梁启超说：“徐志摩一手奠定了中国新诗坛的基础。”

胡适说：“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有三
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
理想的条件能够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
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
史。”

短短的36年的人生中，徐志摩创作出版的作品有：

诗集4部《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
《云游》，

散文集4部《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秋》，

小说集1部《轮盘》，剧本1部，译作5种，以及信札、日记4
种。

已编为《徐志摩文集》出版诗字句清新，韵律谐和，比喻新
奇，想象丰富，意境优美，神思飘逸，富于变化，并追求艺
术形式的整饬、华美，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为新月派的代



表诗人。

蔡元培挽联曰：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是诗，诗的
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生
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康桥生活：徐志摩生活中的“康桥”实际上是在英国东南部
的剑桥。1920年9月，24岁的徐志摩，通过论文《论中国的妇
女地位》的答辩，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后，赴英国，入
伦敦剑桥大学研究院为研究生，跟赖斯基教授学政治，拟攻
博士学位。1921年，认识了狄更生，并入剑桥大学王家学院
当特别生，高中三年级语文教案《《再别康桥》教学设计教
案》。1922年10月从英国返回中国。

康桥之美：古风古色，桥影藻密，

妩媚河身的两岸，

穆静腾辉的晚景，富丽的温柔；和缓的钟声

春阳晚照，泼翻一海纯金，

村里姑娘腮红颈白； 屏绣康河垂柳婆娑，

此地人天妙合，虽微如寸芥残垣， 亦不乏纯美精神，流贯其
间。

康桥情结：

“康桥”在徐志摩，只有三十六分之二的时光，而这两年，
却是那么魂牵梦萦的两年。

“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
给我拨动的，我的自由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



“康桥的灵性全在一条河上；康河，我敢说是全世界最秀丽
的一条水。”一个老村子“有一个果子园，你可以躺在累累
的桃李树荫下吃茶，花果会掉入你的茶杯，小雀子会到你桌
上来啄食，那真是别有一番天地。”（《我所知道的康桥》）

我此去虽归乡土， 而临行怫怫，转若离家赴远；

别时之情景：心头盛满了别离的情绪

雨色凄清，小鸟无欢，怅别情深，涕泪交零，

三． 观赏动画课件，反复诵读课文，初步体会情感

四． 布置作业：熟读并背诵课文

板书设计：《再别康桥》

徐志摩： （1897～1931）现代诗人、散文家。奠定了中国新
诗坛的基础。

诗风：字句清新，韵律谐和，比喻新奇，想象丰富，意境优
美，神思飘逸，富于变化，并追求艺术形式的整饬、华美，
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为新月派的代表诗人。

康桥之美：人天妙合，虽微如寸芥残垣， 亦不乏纯美精神，
流贯其间。

康桥情结：你是我难得的知己，汝永为我精神依恋之乡！你
岂非是我生命的泉源？

教学目的：鉴赏课文的思想感情和艺术表达之美

教学内容和步骤：

一． 诵读课文。



二． 研讨：

1。作者再来康桥，再别康桥，来去都有什么特点？

——轻轻地、悄悄地

2． 为什么要这样？

——对它爱得情深意挚，深情款款，如“慈母之于睡儿，缓
抱软吻”（再会吧，康桥！），深怕惊醒了它。

3． 明明是“再别康桥”为何只说“作别西天的云彩“？

——借代指康桥美好的一切。

4． 重回康桥，哪些美景深深吸引了他？

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

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柳荫下的一潭清泉，是天上虹;

是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星辉斑斓，夏虫鸣叫

——因在夕阳中。把柳树比做新娘，用暗喻把柳树比做新娘，
既写出夕阳下泛着金光的柳树的美丽美好，也表达了对康桥
自然之美的喜爱之情。

文中还用暗喻的是哪一句？

那柳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
着彩虹似的梦。



6．“青荇在水底招摇“用了什么手法？

——拟人，表达了油油青草的多情可爱。

7． 清泉一般是碧绿的，作者为何将它比做“天上的彩虹”？

——河身妩媚不仅有榆树清水，还有岸边的绿树红花和在洗
涤的腮红颈白的少女。是—屏绣康河。

8． 重回康桥，他观金柳，赏青荇清泉，还做了什么？

——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到星辉斑斓时。

9．此时情绪是兴奋欢快还是失意低落？何以见得？

——情不自禁“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10．怎么理解“悄悄是别离的悄悄是别离的笙萧;一语？

“笙萧”是中国传统的用以抒发感情的乐器之一，此时他生
怕打扰惊醒了他心爱的康桥，只能悄悄欣赏，默默作别。

——“别有深情

再别康桥语音篇五

全面贯彻新《课程标准》对学生文学鉴赏能力的.要求，针对
新诗特点，以学生原有的诗歌积累为基础，培养学生对诗的
感悟能力、理解能力和鉴赏能力，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情趣。

重点：感知并鉴赏《再别康桥》的诗情美和艺术美，体
会“三美”的诗歌创作主张。

难点：以意向为突破口，鉴赏本诗的意境美。



学生处于高中阶段，阅读并背诵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具有一
定的感悟、理解能力；学习过一定的诗歌知识，对韵律、对
仗等常识有所了解，同时，学生具有阅读、鉴赏优美诗歌的
主观愿望。

1、知识目标：了解徐志摩的人生经历，熟悉新诗的基本特点，
掌握“三美”的诗歌创作主张。

2、能力目标：培养学生诗歌感悟能力、理解能力和鉴赏能力。

3、情感目标：培养学生热爱民族的优秀文化，追求真、善、
美的思想感情和良好的审美趣味。

诵读法、讨论法、研究性学习方案等

cai课件

课前布置学生利用网络寻找有关离别的诗歌，在新课前配合
古人吟诗画面和flash音乐当堂朗诵，教师点评。

总结：同学们找到了许多离别诗，真可谓“多情自古伤离
别”，那就让我们带着离愁别绪走进现代离别诗的经典名篇
《再别康桥》。

1、学生自由朗读，初步感受本诗的节奏和情感。

2、学生活动：思考初读之后对本诗的特点、主旨、手法的感
受和认识，先小组交流，然后全班交流。

3、大屏幕：播放作者简介、写作缘起，促进学生理解。

4、学生听示范朗读：flash课件

学生听的过程中注意停顿、语气、重音和节奏。



5、学生分节试读，读后自评，然后学生讲评。

6、教师点拨，讲解每节停顿、语气、重音和节奏，初步渗
透“三美”的诗歌创作主张及本诗的情感基调。

8、学生活动：思考，讨论，先小组内讨论，把不能解决的问
题向全班提出。

9、释疑：引出“三美”的诗歌创作主张

双行押韵，逐节换韵，叠词的运用。

全诗七节，每节4行，平行两级台阶。

意象绚丽，动词的使用。

轻轻的，徐志摩走了，正如它轻轻的来，他虽然不曾带走一
片云彩，却把永恒的思念留给了中国诗坛，也让我们在七十
三年后的今天真正体验了诗歌的美，好，这节课就上到这，
下课。

这节诗歌品读课充分体现了创新教学思想和新教材以朗诵为
突破口的教学主张。

“诗歌朗诵会”复习了知识，创设了情境，调动了学生学习
的兴趣。

“初读、初感”，保护了学生的自我认识，利于深层教学。

“写作缘起”放在初读、初感后，在学生个性认识的基础上，
使学生豁然开朗。

“示范朗读”的flash画面精美，音乐轻盈，给学生以美的感
受。



“学生读后自评”，直接指向停顿、重音等难点，使诵读教
学落到了实处。

“鉴赏评价”中学生先思考，后讨论使讨论极具实际效果，
激发出思维的火花。

“熟读成诵”对整节课的学习是一种检验，这是比较成功的
新教材典型课例。

“课件制作”画面优雅轻盈，音乐舒缓宁静，给学生美的感
受。

整节课，诵读教学抓得比较实，真正体现了诵读教学为突破
口的教学主张，不过，后期在点拨的过程中，讲解稍多，学
生思考的时间稍少，如能把这种讲解变成学生探讨的话，相
信效果会更好。

再别康桥语音篇六

1、通过诵读吟咏，感受诗歌中涌动的激情，把握诗歌的主题

2、分析诗中意象，理解诗歌中创造的形象，感受诗中营造的
意境。

了解新诗的体裁、风格及艺术表现特点，理解诗中运用的象
征手法。

1、体会这首诗章法整齐、韵律优美的艺术特点。

2、体会全诗意境鲜明，富有流动的绘画美。 教师讲解学生
思考讨论

1、理解这首诗别出心裁、不落俗套的构思



2、理解诗歌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 教师讲解学生思考
讨论

a、提问 1、找同学背诵《泌园春。长沙》 （5分钟）

b、导语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
带走一片云彩。他就这么悄悄地来，又这么悄悄地去了。他
虽然不曾带走人间的一片云彩，却把传世的《再别康桥》留
给了诗坛，也把永远的思念留给了人们。现在让我们走进徐
志摩，走进他的《再别康桥》。 教师（2分钟）

c、解题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诗坛上，曾诞生了这样一位诗人：
他出身巨商名门，才情横溢光耀，思想率真复杂，深谙中国
传统文化，又汲取了欧美文化特别是剑桥文化的精髓，在中
国的新诗史上创造了迷人的艺术奇观。他就是浪漫主义诗人
徐志摩。 年轻的诗人奔波云游，社交极广，结交了许多文化
名人，早年曾游学于英美，因此康桥时期是诗人一生的转折
点。1928年，诗人故地重游。11月6日，在归途的南中国海上，
吟成了这首传世之作。 教师（3分钟）

d、读课文 教师范读一遍，学生自读、齐读各一遍辨析字音：荇
（） 斓（） 衅（） 溯（） 衍（） 谰（） 畔（） 朔（）
师生互动（5分钟）

e、分析课文 1、怎样理解《再别康桥》的画面美？ 这首诗意
境优美（诗中有画）。通过联想、想象，读者可以感受到，
七节诗展示的是七幅色彩绚丽的欧洲风情画卷，诗人用电影
艺术中的蒙太奇手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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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它们巧妙地剪辑到自己的诗作
中，使每一幅画面变成了动态的、立体的，给人以视觉上的
审美享受。

2、怎样理解《再别康桥》的音乐美？ 这首诗韵律和谐。诗
人深崇闻一多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尤重音乐美，因此



除第五节不押韵外，其他六节都严格押韵，而且频频换韵，
追求音节的波动和旋律感。四行一节，诗作的单行和双行错
落排列，每句字数基本上是6、7字（间有8字句），于参差变
化中见整齐。此外，轻轻悄 师生互动（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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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奏相同，遥相呼应，给人一种梦幻般的感觉。

3、怎样理解《再别康桥》这首诗别出心裁、不落俗套的构思？
首先，诗人避开了一般别离诗的告别对象。一般别离诗告别
的是人，这首诗告别的却不是人，是西天的云彩，告别对象
由人间向天空转移，跳出了执手相看泪眼或寒暄叮咛的俗套，
给人以清新飘逸之感。 其次，诗人为离别创造了一种特殊的
气氛。一般离别，或执手叮咛，或牵手顿足，其中总带点伤
离别的味道。而这首诗只着色绘景而不摹声，以轻轻悄悄沉
默造成一种寂然无声的寂静环境，排除了离别中因伤别而产
生的沉重感，增加了飘逸的成分。 第三，独具特色的意象选
择。照一般情况设想，诗人告别康桥时，当有送行的人，诗
人的眼中也会看到高楼大厦、车水马龙，耳中也会听到机械
轰鸣。但这一切，诗人都没有摄入镜头，写入诗中借以寄情
的物象是云彩金柳柔波清草星辉等自然景物，这就避开了人
间烟火，给人一种清新感。 独特的构思，来自诗人对个人自
由天性的追求，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五四以来的时代精神。 徐
志摩是大自然的崇拜者，他主张人类接近自然、回归自然、
融合自然。他发现的康桥世界是人类心灵共同的自然保护区、
在诗中，他与大自然似乎有一种本能的感应和认同，与大自
然达成和谐，如我与西天的云彩的感情交流，感觉到金柳具
有新娘的魅力，我想化入康河柔波之中，做一条水草的体验
等。 师生互动（30分钟）

：再别康桥 徐志摩

一、作者简介：徐志摩 笔名：云中鹤 《志摩的诗》 《翡冷
翠的一夜》



二、现实（1） 飘然而去 依恋 金柳 借寻梦 水草 康桥景色
秀美 景

（2—5） 清潭 抒 星辉 情 现实

（6—7） 飘然而去 依恋

再别康桥语音篇七

鉴赏课文的思想感情和艺术表达之美

一．诵读课文，讲解节奏。

二．研讨：

1。作者再来康桥，再别康桥，来去都有什么特点

——轻轻地、悄悄地

2．为什么要这样

——对它爱得情深意挚，深情款款，如“慈母之于睡儿，缓
抱软吻”（再会吧，康桥！），深怕惊醒了它。

3．明明是“再别康桥”为何只说“作别西天的云彩“

——借代指康桥美好的一切。

4．重回康桥，哪些美景深深吸引了他

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

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柳荫下的一潭清泉，是天上虹;



是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星辉斑斓，夏虫鸣叫

5．常言“花红柳绿”，在作者笔下，河畔的柳树为何
是“金”色的用了什么修辞手法

——因在夕阳中。把柳树比做新娘，用暗喻把柳树比做新娘，
既写出夕阳下泛着金光的柳树的美丽美好，也表达了对康桥
自然之美的喜爱之情。

文中还用暗喻的是哪一句

那柳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
彩虹似的梦。

6．“青荇在水底招摇“用了什么手法

——拟人，表达了油油青草的多情可爱。

7．清泉一般是碧绿的，作者为何将它比做“天上的彩虹”

——河身妩媚不仅有榆树清水，还有岸边的绿树红花和在洗
涤的腮红颈白的少女。是—屏绣康河。

8．重回康桥，他观金柳，赏青荇清泉，还做了什么

——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到星辉斑斓时。

9．此时情绪是兴奋欢快还是失意低落何以见得

——情不自禁“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10．怎么理解“悄悄是别离的悄悄是别离的笙萧;一语



“笙萧”是中国传统的用以抒发感情的乐器之一，此时他生
怕打扰惊醒了他心爱的康桥，只能悄悄欣赏，默默作别。

——“别有深情挚爱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对康桥爱得深爱得真爱得纯爱得善。

13．诗中还有一句最能表达诗人对康桥感情的是什么

——在康桥的柔波里，我甘做一条水草！

14．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怎样理解

——对康桥依依不舍，希望永远与之相依相偎相生相伴永不
分离的感情

再别康桥语音篇八

《再别康桥》这首诗将淡淡忧愁的离情别绪化作缕缕情思，
融会在所抒写的康桥美丽的景色里，也驰骋在诗人的想象之
中，吟成了宛如优雅动听的轻音乐般的抒情诗，从而形成了
独特的意境美。

1、动静相衬中见深情美：

“多情自古伤离别”，自古以来，离别总是免不了一种沉重
愁绪，诗人离开无限眷恋的康桥，内心同样是沉重而压抑的，
但这首诗总体上诗情的表述是含蓄的，有节制的，用词遣句
尽力轻巧，只着色绘景而不摹声，以“轻轻的”、“悄悄
的”、“沉默”造成一种寂然无声的寂静环境，排除了离别
中因伤别而产生的沉重感。不仅如此，诗人使用了绚丽多彩
的语言，如“云彩、金柳、夕阳、青荇、彩虹、星辉斑斓”
等，使诗在轻盈飘逸中浸染了诗人的缕缕情思。诗人还通过
一系列动作性很强的词语，如“招手”、“荡漾”、“招



摇”、“揉碎”、“漫溯”、“挥一挥”等，使每一幅静态
的画面变成了动态的画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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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谧清幽中给人以流动感，既表达
了诗人对康桥的一片深情，也给读者带来了无尽的美感享受。

2、虚实结合间见离情美：

诗人实写离开康桥时的情景，柳树倒映在康河里，绿油油的
水草在柔波里招摇，榆树浓阴覆盖着的清泉倒映着天上的彩
虹，康河如此美丽，怎不让诗人无限欢喜和眷恋?怎不让诗
人“心头荡漾”，纵情想像?于是“在康河的柔波里”，“我
甘心做一条水草”，对康桥的依恋何等强烈，又何等缠绵。
美梦“揉碎在浮藻间”，散发出一缕淡淡的哀伤，诗人追忆
往昔美好的“理想”，到晚上泛舟归来，水波与星光交相辉
映，诗人情不自禁地要“在星辉斑斓里放歌”。然而却不能
放歌，因为彩虹似的梦幻已经揉碎，斑斓璀璨的星辉早已流
逝。如今诗人不想惊动这眼前的宁静清幽，轻轻地来，悄悄
地走，充溢其间的只是诗人交织着依恋、无奈、惆怅的种种
复杂情感。

3、比拟夸张里见浓情美：

诗人笔下的康桥是有生命有灵性的，带有诗人柔和飘逸的.风
度，与诗人的感情融为一体。

诗人把对母校的深情，溶入了对康桥晚景的形象描绘中：作
别母校时的万千离愁，竟在招手之间，幻成了“西天的云
彩”;柳树倒映在康河里，竟具有了新娘的魅力;绿油油的水
草仿佛在向诗人招手示意;离别的惆怅似笙箫悠悠，就连“夏
虫也为我沉默”，诗人用比喻拟人写活了对康桥的浓情蜜意。
“云彩”本就不能带走，诗人却说“不带走一片云彩”，夸
张手法的运用，更表露出诗人不愿惊动他心爱的康桥的一片
情意。



这样，全诗描绘了一幅幅流动的画面，构成了一处处美妙的
意境，细致入微地将诗人对康桥的爱恋，对往昔生活的憧憬，
对眼前的无可奈何的离愁，表现得真挚、浓郁、隽永。在亦
情亦景、情景交融的意境中，使诗人的离别之情，表现得更
深、更美、更为浑厚和潇洒。

拓展阅读：《再别康桥》赏析

徐志摩是浙江海宁县硖石镇人，18出生，至1931年飞机出事，
生活了35年，英年早逝。原名徐章垿，为什么改名叫徐志摩
呢?因为他小时侯特别可爱，清末时长着一个大脑袋，留着一个
“猪尾巴”，所以他的父亲就请了一个名叫志慧的和尚看相，
说是将来必成大器。所以1928年，他出国时改名“徐志
摩”——志慧和尚摸过的。

再别康桥》是一首写景的抒情诗，抒发的是什么呢?三句话概
括：是一种留恋之情，惜别之情和理想幻灭后的感伤之情。
意是主观思想感情;境是诗内描写的客观景物。何谓意境?是
人物的主观思想情感和客观景物完美的融合，且形成一副具
有个性色彩的艺术画面，既称为有意境。当然我们欣赏徐志
摩的诗和欣赏别的诗一样，需要调动对生活的积累，需要调
动我们对知识的积累，然后我们一节节的讲这首诗。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
的云彩”这句诗若分析的话，可用几句话来概括：舒缓的节
奏，轻盈的动作，缠绵的情意，同时又怀着淡淡的哀愁。还
有，还加上一句，作别西天的云彩，西天的彩霞给我们一个
印象，就是为后面的描写布下了一笔绚丽的色彩，整个景色
都是在夕阳映照下的景物。所以用这句话来概括，为这个诗
定下了一个基调。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下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心
头荡漾”，这句诗实写的是康河的美，同时，柳树在古诗
里“柳”——“留”，留别有惜别的含义，它给诗人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多少的牵挂用“在我心头荡漾”，把牵挂表现
的非常形象。当然他的手法是比拟的手法(拟人、拟物)，与
第三句话合在一起讲，“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桥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这一句诗突出了康
河的明静和自由自在的状况，自由、美正是徐志摩所追求的。
同时表现一种爱心，那水草好像在欢迎着诗人的到来。再次，
我觉得它不是完全脱离中国诗歌的意境的，它和中国的古诗
有相同的地方，就是物我合一。第二句是化客为主，第三句
是移主为客，做到两相交融，物我难忘。这两句诗正好表现
出徐志摩和康桥的密切关系。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三个方
面：确定了理想，步入了诗坛，美妙的风光中，抒发自己的
情感。三者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通过具体的形象，来表
达自己的感情。而我们欣赏诗也是从形象入手，来逐渐接受
诗人的心灵的。第四节是转折点，“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
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躁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这
句诗运用了虚实结合的手法，”实“是景物的描写，”
虚“是象征手法的运用。一潭水很清澈，霞光倒映下来，”
不是清泉，是天上的虹“，一片红光，是实写。但是，潭水
上漂了很多的水藻，挡住了一部分霞光，零零碎碎的，有的
红，有的绿，好像柔水一般，非常形象。这个”揉“写的很
好，同时也是自己梦想的破灭。那么这个梦引起我们什么感
觉呢?这使我想起了闻一多先生纪念它的长女夭折时写的一首
诗。他用了一个比喻”像夏天里的一个梦，像梦里的一声
钟“，大家知道梦时美好的，钟时悠扬的，然而是短暂的，
所以彩虹似的梦似美丽而短暂的。1927年他的梦想破灭了，
又与陆小曼不和，很消沉。

第五节，既然谈到梦，那么这次再来康桥，再回母校，是不
是来寻梦的呢?”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慢溯，满
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处放歌。“这句诗是徐志摩对往昔
生活的回忆、留恋，他在康桥生活的两年，悠哉悠哉。他那
时有自己的理想，生活是充实的，对明天怀着希望。所以，
他用”一船星辉“来比喻那时的生活，带有象征的意味。



最好的诗诗第三句诗。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回到现实仍然
是哀伤，所以”悄悄是离别的笙萧，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
是今晚的康桥。“这句诗是情感的高潮，充分表现了徐志摩
对康桥的情感，集中表现了离别的惆怅。这句诗就需要联系
别的诗，包括古诗来理解。”悄悄是离别的笙萧“是暗喻的
手法。例如，苏轼的《前赤壁赋》中描述了萧声是低沉的哀
怨的，而笛声是欢悦的，所以”萧“来比喻”悄悄“来说明
诗人的心境，因此，”悄悄“的动作带有诗人的感情，接
着”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诗歌讲究精练，
为什么一再重复”沉默“”悄悄“”轻轻“?这不是浪费语言，
而恰恰是他的重点。

其实”沉默“是人的最深的感情。例如，柳永的《雨霖铃》
中的语句”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再如苏轼的词
《江城子》，他回忆他的妻子王弗死后的十年，回忆他们相
见的时候”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此处无声胜有声“，
还有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使用反衬手法，三月春光明媚，白花盛开，
可惜好友欲离我而去。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下
两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意在言外，旨
在象内。”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往往用在评价诗，意思诗
不说愁，却把愁表现得最为恰当，看着朋友走掉，长久孤立
的站着，表现感情的深厚。如王维说的”一切景语皆情
语“，”写景即抒情“。所以”唯见长江天际流“能引起我
们很多的遐想，又如利于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
江春水向东流“，只要能让我们产生联想的诗就是好诗，这
些都告诉我们欣赏诗要调动我们知识的积累，像形、相似的
诗能在头脑中产生，用此来理解新诗。写得好都是诗人生活
经历的提炼和升华，换句话，我们通过生活的桥梁可以达到
诗人的心灵。例如，刚离开父母的学子读《再别康桥》是不
是更有感觉?为什么”沉默时感情最深“呢?像生活中的例子，
感情最深的表达时飞机、船都已走了，但送别的人伫立不动，
若有所思。结合句中”沉默是今晚的康桥“，康桥尚且如此，
诗人何以堪?实际反衬了诗人对康桥的感情非常深厚，因



此，”悄悄“就带着诗人的主观感情了。

再别康桥语音篇九

欣赏音乐《情人的眼泪》，让学生交流在音乐的旋律中听到
的'内容。

音乐，它是旋律，但它也是诗，它用诗一般的旋律向我们倾
诉心中的爱与情。同样，好的诗歌也是美的音乐，它用音乐
一般的韵律向我们述说着人世间忧愁与欢乐。

１、找出体现诗意美的诗句，并简要分析：

明确：

岸边柳树倒影在康河里的情景，浸透诗人无限欢喜和眷恋的
感情。夕阳照射下的柳枝，镀上一层妩媚的金色，那金色的
枝条随风轻轻摇摆，水中的倒影，像一位美艳的新娘。这波
光里的艳影在水中荡漾，也在诗人的心头荡漾。

康河的水草，绿油油的在柔波中招摇，仿佛在向诗人招手示
意，在这仙境般的康河，诗人受到感染，情愿做一条水草，
承受康河清波的爱抚。

榆阴下的清泉倒映着天上的彩虹，那五彩斑斓的景色充满了
醇厚的诗意，诗人的留恋全都融进了康河的风光中。

诗人乘着满载星辉的一叶小舟，向着青草凄凄的小河深处，
击拍欢歌，去寻他彩虹似的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