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重新创造的艺术天地教学设计案
例(模板8篇)

人生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旅程，我们需要不断总结经验
和教训。在写总结时，我们应该注重事实和数据的表达，以
增加可信度和说服力。以下是一些人生智慧的金句，或许能
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思考和启示。

重新创造的艺术天地教学设计案例篇一

——新教材第五册第二单元

辽宁省葫芦岛市第一高级中学语文组刘卫民

师：上课。同学们好。

生：老师好。

生：有“泡”，有“猜”。

师：是的。为什么要“泡”？生：因为诗是诗人对繁复的生
活现象加以高度精炼的产物。

生：因为诗人总是通过高度概括的语言，把众多的内容蕴蓄
到最典型而又最精约的形象中来。

师：怎么“泡”？

生：所谓“泡”，就是要把精炼简约的诗歌形象还原为丰富
多彩的原生状态，把诗里浓缩的东西再泡开，把其中的滋味
泡出来。

师：还有呢？



生：寻找并判断形象背后蕴含的情思。

生：把读者自己的内心世界融进诗歌里去。

师：又为什么要“猜“？

生：因为诗歌形象总是以一代十、以少胜多，极简约，极概
括，留给欣赏者的欣赏空间极广阔，诗本身的郁积太多，所
以难免有时需要“猜”。

师：怎么“猜”呢？

生：以自己的经验和思考去推测、去阐发。

生：填补、连缀诗歌跳跃断续的地方。

师：那咱们这节课就来试试，看看大家的本事，看看大家举
一反三的能力。

出示课件（以下例诗均同此）：

一．读诗猜物——看看诗中描写吟咏的是什么事物或景物：

1．解落三秋叶，催开二月花。过江三尺浪，入竹万竿斜。

生（稍一思索，几乎齐声）：风。

师：对！大家真聪明。这正是唐代李峤的《咏风》。看下一
首——

2．可闻不可见，能重复能轻。镜前飘落蕊，琴上响余声。

生（议论片刻，一生举手）：还是风。

师：什么风？



生：好像——春风。

师：何以见得？

生：飘落蕊，好像是吹落花的意思。

师：对，就是春风。嘿嘿，不错，这是南朝梁何逊的《咏春
风》。往下看——

3．不知谁抱镜，推在白云岑。万壑照成雪，梅花寒一林。

生（思索，议论，小声推测）：雪花？不对不对。月亮？月
亮。

师：嗯，的确是月亮。哪儿的月亮？

生：山里的月亮。

师：正是。这首诗题目《山月》，作者是清代的许遂。写的
怎么样？

生：把月亮比喻成镜子，没啥新意。但后两句很有意境，侧
写月光，非常美。

师：好。接着往下看——

4．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童扫不开。刚被太阳收拾去，却
叫明月送将来。

生（交头接耳）：雪花？

师：啊？雪花？是么？不贴边儿吧！生：光？

师：差不多了，但还不是。



生（恍然大悟）：影子！

师：什么影？

生：树影？

师：再猜。嗯——比树影还美的——

生：好像是花影。

师：对了。这是苏轼的诗，题目就是《花影》。

生：啊——可不是嘛！

生：也有点儿道理。不过那这首诗就不怎么美了。我还是喜
欢把它当成是写景诗。

师：好。再来一首——

5．拂拂生残晖，层层如裂绯。天风剪成片，疑作仙人衣。

生（议论，交流）：云？

师：再想想——

生（兴奋）：霞。

师：什么霞？

生：晚霞。

师：何以见得？

生：残晖嘛。



师：好。换首现代的。看——

生：理想。

生：追求。

生：希望。

师：对，希望。题目就是《希望》，艾青的。

下面咱们品几首现当代的小咏物诗，悟一悟其中的感情和思
想。

——这是顾城14岁时的作品。请大家小声重读几遍。

生（惊讶。小声重读）。

生1：小花的信念是用微笑来对待一切。石头代表冰冷、冷漠
的人。

生2：小花以德抱怨。

师：好！“以德抱怨”这个词用得好。

（众大笑）

师：呵呵，好么，一下子用这么多形容词最高级。不过他的
问题很有价值，谁能回答？

生4：总比以怨抱怨、以暴制暴好吧？俗话说冤冤相报何时了
嘛。

生5：这只不过是诗人单纯美好的善良愿望而已，不可当真。

师：不可当真吗？我很当真呢。



生6：基督徒精神不好么？

生7：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特别需要微笑、善良、宽容、理解。

生8：我觉得“粗糙的微笑”和“善良的牙齿”两句特好。

师：好在哪儿？

生8：我也说不太好。只觉得人们平时一般不这么说，但顾城
这么说了，却既很新鲜又很形象，而且对“石头”来说，非
常贴切。

师：怎么贴切法？

生8：嗯——石头表面一般都很粗糙，外形也一般都有棱角，
像牙齿似的。

师：诗人使用了什么辞格？

生9：移用吧？

师：还有呢？

生9：拟人。

师：对。其实“发芽”一说，也是辞格，只不过是拟物罢了。
诗人究竟是诗人，总能创造性的使用语言，制造出新鲜的陌
生感，陌生的熟悉感，乍一看不是那么回事，细想想还真是
那么回事儿。

好，再来一首跳跃性较大的。

——谁来给大家朗读一下？

生：我来读。



师：很好。很带感情。全体再默读一遍，好好体味一下。注
意题目的提醒。

（学生默读，体味）

师：谁来解读一下。

生1：题目是《往事二三》，看来作者是在回忆。回忆的是什
么事呢？我还没看太明白。

师：是啊，回忆的什么事呢？你请坐，听听别人的。

生2：“一只打翻的酒盅”，看来跟“喝酒”有关——是不是
喝多了？

师：说下去。

生2：酒盅都打翻了嘛，肯定是喝多了。

师：嘿嘿，你真聪明，你找到了解读此诗的突破口。接下来
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了。

师：接下来两句呢？

生4：是不是摔倒在路旁的草地上了？

师：对，完全正确。那“映山红”又该如何理解？

师：太对了，大家接着说——

生5：哎呀，整个第二段不就是在写“天旋地转”的感觉吗？

师：就是嘛。不过第二段的后两句中“生锈的铁锚”怎么解
释？



生6：指眼睛吧。人若是喝多了，眼神儿就不那么亮了，比较
迟钝、散漫，不聚光了，可不就是生锈了。

师：用铁锚作喻还有没有别的意味？

生6：有沉重感，下坠感。

师：下坠感？（众笑）不准确吧？你是不是想说“堕落感”？

生6：对对对，堕落。

师：堕落？重了吧？

生6：也许是诗人的自责吧？

师：嘿嘿，姑且先存此一说吧。回头看看，前两段回忆了怎
样一件往事？

生7：醉酒事件。（众笑）

师：嗯。大概是诗人少年时的一次醉酒经历。至于为什么喝
醉，只有诗人自己知道，属于个人隐私吧，不去管了。我们
看最后一段吧。

生8：这段好像没写什么具体事件，只是在写“发呆”。

（众笑）

师：同顾城的《小花的信念》相比，你更喜欢哪一首？

生9：这首，诗味足，更耐人寻味。

生10：我喜欢《小花的信念》的内容，喜欢《往事二三》的
形式。



师：好。我们继续——9．《青草》伊甸

大地的思想，杂乱而茂盛/岁月的羊群咩咩走过

在青草愈来愈盛大的歌唱里/石头和皇帝渐渐枯萎

读一读，想一想——看看诗中的意象各自象征什么？也就是
开始咱们说的：就是要把精炼简约的诗歌形象还原为丰富多
彩的原生状态，把诗里浓缩的东西再泡开，把其中的滋味泡
出来。寻找并判断形象背后蕴含的情思。把你自己的内心世
界融进诗歌里去。

生1：青草——我认为——象征底层人民，象征民间的思想和
智慧，还像来自民间的民主力量。

师：很对。那“岁月的羊群”呢？

生2：好像是“历史”，或者说“社会”，“时代”也行。因
为人民的思想滋养了历史，养育了时代或者说社会。

师：你说得太好了。理解得很深刻呀。那“石头”和“皇
帝”象征什么？

生：专制的、保守的、腐朽的、落后的东西。人民的、民主
的力量强大了，自然就把他们淹没了。

（学生们议论纷纷，跃跃欲试，气氛非常活跃，很多人低头
沉思……）

生1：有了，老师，我对“凭窗观海去，把盏听潮来”——

生2：不好不好，都到了酒店门前了，怎么还“观海去”呢？

生3：“凭窗观海景，把盏听潮声”怎么样？



生4：“潮声”好，“海景”还觉得别扭。

师：“声”常常对应什么呀？

生5：（抢着说）声色！对，“凭窗观海色，把盏听潮
声”——就是它了！钱归我了！

生3：不行不行，至少有我一半儿。（众大笑）

师：别着急，看还能不能再延长点儿？再添俩字试试——

生6：（沉思片刻）“凭窗观海色无限，把盏听潮声有时”。

生7：大海颜色有无数种么？潮声有时有有时无么？顶多有时
大有时小而已。不好。

生8：改成“凭窗观海色无尽，把盏听潮声有韵”吧，有韵味、
有韵律的意思。

生9：那平仄不对了，上下句都仄声，特别扭。还不如说“声
有诗”呢，“诗歌”的“诗”。

师：思路再开阔些。看看能不能在“色”和“声”的前面加
点儿修饰性定语？

生10：“凭窗观海无限色，把盏听潮有情声”。

师：怎么总在“有”“无”上打主意呢？换换角度。

生11：“凭窗观海斑斓色，把盏听潮吞吐声”

生12：（摇头）唉呀，词性对不上嘛，“斑斓”形容词，根
本不符合大海实际；“吞吐”是动词。太闷了。还不如
用“涨落”更恰当呢。



生13：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凭窗观海阴晴色，把盏听潮
涨落声”。哇噻，太棒了！老师，上哪儿领赏去？4000大圆
啊！

师：嗯——真的不错。看看谁还有没有更好的？

生14：我这个好像不太好……

师：（鼓励）说出来试试看——

生：“凭窗观海接天色，把盏听潮动地声”。

众：哇，很有气魄嘛。

生15：——只是酒店老板未必乐意：这惊天动地的，人家还
以为地震了呢？

师：存在这个问题么？“动地”俩字是生硬了点儿——那看
看有没有更合适的字儿？

生16：我要第二副，“接天色”，“拍岸声”，意境多开阔
呀？多有气魄呀？

生17：我要第一副，“凭窗观海阴晴色，把盏听潮涨落
声”——更有酒店情致，从容，雅致，不慌不忙，正符合文
人雅士淡泊宁静、与世无争——嗯，还有，还有“宠辱不惊，
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的那种味道。

——众掌声。

师：你说得真好！我也赞成你的意见。我想那位老板也会这
么想的。我先代表他对大家的热情参与表示感谢，更对大家
的聪明才智表示钦佩。至于奖金么……嘿嘿，嘿嘿——对不
起，这题是我虚构的！生：啊？老师你太坏了！不行，你欠
我们6000大洋！！！请客吧，你。



师：好好好。下课铃已经响了。大家都没注意到吧？这节课
虽然主要是诗歌欣赏课，但大家的想象力绝对让我刮目相看。
我发现大家都很有诗才呀！这样吧，留个课后作业——请
以“飞蛾扑火”这个意象举行同题诗赛，我倒要看看大家究
竟有多么天才。好，下课。同学们再见！

生（齐）：老师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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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为doc格式

重新创造的艺术天地教学设计案例篇二

读者把握构思〈我爱这土地〉

诗人创造丰富再现诗人《长干曲》

艺术形象创造的形象《沙扬娜拉一首》

诗歌

欣赏善于寻找判断诗歌背后孕含的情思、韵味

是一想象泡〈老马〉

种再诗歌抒情咀嚼找〈祖国啊，祖国〉

创造含蓄凝练再三进“问君能有几多愁”

猜〈口供〉

诗歌语言欣赏需要加工〈启明星〉



跳跃性大填补想象创造〈夜雨寄北〉

三、归纳概括明确写法

由以上板书我们可以看出：课文写作，谈论诗歌的欣赏问题，
是明显地分出了诗歌特点和欣赏的诀窍，使之成为两个相关
的系统，根据诗歌本身的特点，阐述了诗歌欣赏的诀窍，然
后再有以例说明。这样，不仅使文章写作的结构条理清晰，
有条不紊，而且显示了诗歌特点与欣赏的内在联系，反映了
诗歌欣赏的精神实质。欣赏写作值得借鉴。

四、品味顾城的小诗，谈它背后孕含的情思

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

五、完成练习第二、四题

重新创造的艺术天地教学设计案例篇三

（这节课注重了学生在学习课文的基础上的迁移和生发，注
重了结合实例归纳读诗方法，诗例很易于激发学生的探讨热
情。）

重新创造的艺术天地（第二课时）

教学重点：

学以致用，融会贯通，结合诗词，掌握方法。

导学方案：

一、导课：

1、苏轼有《琴诗》，云：“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



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这琴与指，正如
我们读者和诗，只有认真阅读，深入理解一首首诗，这诗才
被我们赋予了新的生命，而我们也正从这诗中得到感情的陶
冶。今天，我们就要弹拨一张张琴，奏响一支支心曲，同时
提高自己的演奏技巧。

2、鲁迅言：“凡人之心，无不有诗……惟有而未能言；诗人
为之语，则握拨一弹，心弦立应。”理解诗，接受诗，诗就
会理解你，接受你。

二、回顾第一课时所学课文内容。（略）

强调：读诗，学会去“泡”，去“猜”。

三、学以致用：

第一首：游园不值（叶绍翁）

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
红杏出墙来。

1、猜想一下，这杏园主人是何等人物？

2、综合诗中的细节描写 ，体味一下诗人的性格情趣。

3、“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描绘了怎样的形
象和意境？

学生思考，讨论，试回答。

归纳方法：“泡”和“猜”时，一定要尊重诗作的语言实际、
形象特征、艺术特点和诗人的情感逻辑，结合自身的经验，
进行合理的阐发、补充、推断。

第二首：江南逢李龟年（杜甫）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
时节又逢君。

（注：本诗作于安史之乱后）

过华清宫绝句（杜牧）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
知是荔枝来。

思考：1、谈一谈这首诗讽刺的现象。

注意“荔枝”这一意象在诗中的特殊作用，只有了解荔枝的
特点才能更好地理解本诗。

明确：这一笑，让人想起战国时周幽王的“烽火戏诸侯”，
幽王为博bao姒一笑而失天下，这里，诗人是以杨妃之笑来比
附bao姒之笑，都含有对君王荒淫误国的讽刺和慨叹。

（这一环节引导得好，会让学生有恍然大悟之感，并为之深
深慨叹，从而明白诗中用词的妙处）

归纳方法：诗歌的写作背景为我们提供了“泡”和“猜”的
基本依据，一定要结合诗歌的时代背景、作者的个人经历甚
至个人情感，在现有词句的基础上，合理地展开联想和想象。

浣溪沙（晏殊）

（作者：北宋时期的太平宰相，婉约派词人。早有文名，入
仕早，仕途通达。）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第一步“泡”：这首词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感慨和思考？它的
情感基调是怎样的？

明确：对人生苦短，光阴易失的感慨。情感哀婉忧伤，有种
淡淡的惆怅和失意。

明确：一手持杯，一边听着家姬的歌舞，一边浅斟低唱。

晏殊是北宋太平宰相，一生富贵，不知愁苦，常一边观景，
一边赏乐，得意地说：“穷儿家哪有此景致？”上天对他特
别有恩，但只有这时间，人生，他却无法得到格外恩赐，人
与人在这个问题上是平等的，所以他叹的不是一人的愁，而
是所有人的共同感觉。

山中（王维）

荆溪白石山，天寒红叶稀。山路原无雨，空翠湿人衣。

思考1“泡”：这首诗描绘了一幅怎样的景色？表现怎样的意
境？

思考2“猜”：结合诗人的其它诗作，说一说诗人所追求的境
界是什么？

甜蜜的复仇（夏宇）

把你的影子加点盐

腌起来

风干

老的时候

下酒



诗词鉴赏歌诀（胡编）

诗词鉴赏莫着急，也有方法可循依。

弄清作者和背景，疏通词句和标题。

抓住字词深挖掘，联想想象要合理。

诗中感情别误解，语言表达要清晰。

作者邮箱： 

重新创造的艺术天地教学设计案例篇四

教学目的

一、了解诗歌欣赏的美学特性和诗歌欣赏的主要方法。

二、运用课文里的观点进行诗歌欣赏的实践活动。

教学设想

这篇文章首先说明诗歌欣赏是一种再创造，这是全文总纲，
然后具体说明再创造的方法，包括“泡”和“猜”。教学中，
可指导学生用下定义的方法，了解“再创造”的实质，并且
通过文中实例具体把握“再创造”的丰富内涵。“泡”
和“猜”是依据诗歌的特点提出的行之有效的欣赏方法，这
是文章的两个目的。教学中要指导学生弄清这两种方法的依
据及其具体内容。教学中要进行诗歌欣赏的训练，使学生通
过欣赏活动印证课文的观点，尝试“泡”和“猜”。

教学课时

一课时。



教学内容和步骤

一、阅读课文，讨论问题。

1.什么是诗歌欣赏中的再创造?为它下一个定义。

提示：性质定义应是一个判断句，包括“属”和“种类”两
个内容。再创造归属于“想像活动”，它的特质是读者通过
想像读懂了诗。利用文中现成语句可组织成下面的定义：

诗歌欣赏中的再创造是读者正确把握诗人的艺术构思并且丰
富地再现诗人创造的形象的一种想像活动。

提示：

欣赏《我爱这土地》说明欣赏中的想像活动，围绕诗中形
象(意象)展开；

欣赏《长干曲》说明诗中形象和情感通过读者自由的想像得
到了展现；

欣赏《沙扬娜拉一首》说明在想像活动中，欣赏者可以将自
己或联想到的其他人物“移人”，从而创造出生动的画面。

三例说明欣赏诗歌的实质是对于诗人想像活动的再经历、再
体验，还说明这种再创

造的特点是了解诗人的感情活动，寄托自己的情思，希望产
生感情上的共鸣。

3.什么是诗歌欣赏中的“泡”?提倡“泡”的原因是什
么?“泡”有哪些具体内容?

提示：



“泡”是在欣赏中把诗人由繁复的生活现象加以高度精炼的
东西，还原到它原先的状态中去。

提倡“泡”是因为诗歌的语言含蓄，即通过高度概括的语言，
把众多的内容蕴蓄到最典型而又最精约的形象中。

“泡”的具体内容包括：(1)把握以少量字词包蕴着的丰富而
深远的含义；(2)寻找形象背后所蕴含的情思；(3)寻求诗句
之外包含的不尽的韵味。

提示：

“猜”是欣赏过程中对诗和诗人的综合性思考。

提倡“猜”是因为诗歌形象以一代十，以少胜多，极精约，
极概括，给读者留下极宽阔的猜想空间；还因为诗的语言跳
跃性很大。

“猜”的具体内容包括：(1)欣赏者以自己的经验和思考对诗
歌形象和诗人情思加以补充和阐发，如课文对闻一多《口供》
的分析。(2)对诗歌语言不连贯的地方(省略了许多关连，隐
藏了许多阐发和判断的地方)加以填补。

(讨论中指导学生围绕上述问题筛选、梳理、概括，从而把握
文章的精髓。要结合文中实例体会作者观点，防止空对空。)

二、学以致用，欣赏名诗。

阅读叶绍翁《游园不值》，讨论几个问题。

游园不值

叶绍翁

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1.猜想一下，这杏园主人是何等人物?

提示：只看泥径、柴扉即可推知，主人应是一位安贫乐道的
隐者。他种了杏花，徜徉于满园春色之中，与世隔绝而自得
其乐。“久不开”这一细节耐人寻味。显然，主人只愿亲近
自然，不愿交接世人，具有高雅脱俗、孤芳自赏的品性。

能不能猜成主人不在家或生病而无法见客呢?当然也可以，但
那样猜，诗就没有味道，读诗也就没有意思了。

2.综合诗中的细节描写，体味一下诗人的性格情趣。

提示：“苍苔”是雨后景象，苔呈苍绿色说明春雨连绵，多
日不放晴。“屐齿”是木头鞋，下有两齿，可在泥地行
走。“屐齿印苍苔”说明诗人惦念春光，盼春心切，不辞雨
后泥多苔滑，探访芳园。诗人对春光的热爱已达到痴情的地
步：执拗的杏园主人不放诗人进园赏春，只让诗人在园外翘
首瞻望，而诗人流连不去。神游芳园，拥抱春天，既多情又
浪漫。

3.“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描绘了怎样的形象
和意境?

提示：“关不住”、“出墙来”的拟人描写刻画了一枝红杏
的鲜艳、俏丽、倔强、顽皮，可以想像成一位从墙头上探出
身来好奇地打量、指点园外的美丽、活泼的红妆少女。由一
枝红杏可想到满园春色姹紫嫣红，旺盛蓬勃。

4.结合《游园不值》的欣赏过程，谈谈对诗歌欣赏中
的“泡”和“猜”的体会。

提示：特别注意这首诗以粹概全、以实显虚的艺术手法为读



者提供了广阔的想像空间。要注意“泡”和“猜”的合理性：
尊重诗作的语言实际、形象特征、艺术特点和诗人的情感逻
辑，结合自身的经验，进行合理地阐发、补充、推断。

三、布置作业 。

课后练习。

重新创造的艺术天地教学设计案例篇五

教学目的：

1、了解“想象活动”在诗歌鉴赏中的作用。

2、能够运用本文的理论进行诗歌鉴赏

教学过程 ：

一、导入  

二、阅读课文

思考：1、诗歌鉴赏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请你用文中五
个字来概括一下。2、完成练习一和练习三。

三、研究课文

1、整体感知

思考：本文阐述的问题是什么？

明确：对诗歌的鉴赏，是一种再创造，再创造的主要方式是
想象活动，通过想象可以把握诗人的艺术构思，再现诗人创
造的诗歌形象。



思考：本文的思路怎样？

明确：（略）

思考：请你用五个字来概括一下想象活动。

明确：泡，找，进，猜，补。

2、完成练习一

3、完成练习三

四、扩展迁移

阅读下面的诗歌，运用课文的有关理论来回答问题：

    张旭

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
清溪何处边。

（1）第1句写了“桥”和“烟”，“桥”本是静止
的，“烟”本是浮动的，但是用一“飞”字，便化动为静，
请解释原因。

（2）第2句中的“洞”即《桃花源记》中的桃源之洞，请解释
“渔船”“桃花”“烟”这三者之间的联系。

（3）桃花源本是虚构的，诗人也知道从渔人那里也得不到回
答，所以他的“问”既表现了一种情态，也表现了一种心情。
请回答是什么情态，是什么心情。

五、布置作业 



重新创造的艺术天地教学设计案例篇六

教学目的：

1、理解“诗歌欣赏活动是一种再创造”的理论意义和作者所
阐发的诗歌欣赏的方法；2、学习作者以“诗歌特点”“欣赏
诀窍”为两个相关系统，研究、阐释诗歌欣赏问题的方法。

重点难点：

目的之2

教学时数

一课时

教学步骤和安排

一、阅读课文，领略内容

1、简介：本文是一篇关于诗歌欣赏的通信。诗歌欣赏活动是
由诗歌特点决定的。作者根据诗歌的特点给我们谈了诗歌欣
赏的要求及方法，并且举了许多例子详加阐释。

2、根据练习第一题的要求，阅读课文，完成练习。

二、精读理解课文阐述的观点

明确：诗人通过想象创造出了诗的形象，读者就要通过想象
正确地把握住诗人的艺术构思，并且丰富地再现诗人创造的
形象。课文举了《我爱这土地》、《长干曲》、《沙扬娜拉
一首》三个例子阐述的。

概括：诗歌的特点在抒情。一般来说，优秀的诗篇总是避开



了直说，诗人只是含蓄地点拨，给你以天女散花般的想象的'
自由；语言又极精练，以少量字词包孕着丰富的含义。诗需
要咀嚼再三，寻求真味。方法是四个字：“泡”、找、
进、“猜”，说明例子分别是《老马》、《祖国啊，祖国》、
《枫桥夜泊》、“问君能有几多愁”、《口供》。

明确：诗歌的语言就是不连贯，跳跃性大，这也是诗歌的特
点之一。诗中跳跃的奥妙被我们理解关连起来时，我们因创
造性的艺术欣赏所获得的愉悦是难以形容的。例说有《启明
星》、《夜雨寄北》。

板书设计：

重新创造的艺术天地教学设计案例篇七

教学目的：

1、理解“诗歌欣赏活动是一种再创造”的理论意义和作者所
阐发的诗歌欣赏的方法；     2、学习作者以“诗歌特
点”“欣赏诀窍”为两个相关系统，研究、阐释诗歌欣赏问
题的方法。

重点难点：

目的之2

教学时数

一课时

教学步骤 和安排

一、阅读课文，领略内容



1、简介：本文是一篇关于诗歌欣赏的通信。诗歌欣赏活动是
由诗歌特点决定的。作者 根据诗歌的特点给我们谈了诗歌
欣赏的要求及方法，并且举了许多例子详加阐释。

2、根据练习第一题的要求，阅读课文，完成练习。

二、精读理解课文阐述的观点

明确： 诗人通过想象创造出了诗的形象，读者就要通过想
象正确地把握住诗人的艺术构思，并且丰富地再现诗人创造
的形象。课文举了《我爱这土地》、《长干曲》、《沙扬娜
拉一首》三个例子阐述的。

概括： 诗歌的特点在抒情。一般来说，优秀的诗篇总是避
开了直说，诗人只是含蓄地点拨，给你以天女散花般的想象
的自由；语言又极精练，以少量字词包孕着丰富的含义。诗
需要咀嚼再三，寻求真味。方法是四个字：“泡”、找、进、
“猜”，说明例子分别是《老马》、《祖国啊，祖国》、
《枫桥夜泊》、“问君能有几多愁”、《口供》。

明确：  诗歌的语言就是不连贯，跳跃性大，这也是诗歌
的特点之一。诗中跳跃的奥妙被我们理解关连起来时，我们
因创造性的艺术欣赏所获得的愉悦是难以形容的。例说有
《启明星》、《夜雨寄北》。

板书设计 ：

重新创造的艺术天地——诗歌欣赏

读者把握构思                 〈我爱
这土地〉

诗
歌                             



创
造                                 
含蓄凝练                 再
三         
进              “问君能有几多愁”

猜             〈口供〉

三、归纳概括  明确写法

由以上板书我们可以看出：课文写作，谈论诗歌的欣赏问题，
是明显地分出了诗歌特点和欣赏的诀窍，使之成为两个相关
的系统，根据诗歌本身的特点，阐述了诗歌欣赏的诀窍，然
后再有以例说明。这样，不仅使文章写作的结构条理清晰，
有条不紊，而且显示了诗歌特点与欣赏的内在联系，反映了
诗歌欣赏的精神实质。欣赏写作值得借鉴。

四、品味顾城的小诗，谈它背后孕含的情思

五、完成练习第二、四题。

重新创造的艺术天地教学设计案例篇八

教学目标：

1. 理解“诗歌欣赏活动是一种再创造”，明晓想象在艺术欣
赏中的重要作用。

2. 运用作者所阐发的诗歌欣赏的方法进行诗歌鉴赏。

课时安排：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首先请同学欣赏杜牧的《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
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谈谈自
己对诗境的感受。

然后介绍明代的文学家杨慎在《升庵词话》中对这首诗的评
价：“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
里，则莺啼绿映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
中矣。”请同学讨论杨慎的观点。

师：杨慎一改，索然无味，原诗“千里”“四百八十寺”并
非实指，这些超越时空的词语，能使读者对江南的春色产生
无限的遐想。而杨慎所改，确实符合事实，但所失太实，缺
乏想象，也就缺少了一种意境、美感。其实诗，是一种独特
的艺术，是不能用科学的眼光去苛求的，我们欣赏诗，要领
略诗中的意境之美，就必须调动自己的想像。

二、研读课文，理清思路

思考1：本文阐述的问题是什么?

明确：鉴赏诗歌，是一种再创造，再创造的主要方式是想象
活动，通过想象可以把握诗人的艺术构思，再现诗人创造的
诗歌形象。

思考2：请你用五个字来概括一下想象活动。

明确：泡，找，进，猜，补。

请分析一下本文的思路。

明确：首先，作者指出，诗歌欣赏与诗歌创作是逆向
的，“诗人通过想像创造出了诗的形象，读者通过想像正确



地把握住诗人的艺术构思，并且丰富地再现了诗人创造的形
象”。读者的想像活动是诗人想像活动的再经历和再体验。
这种“再创造”，主要是引起感情上的共鸣。作者举三个例子
(《我爱这土地》《长干曲》《沙扬娜拉一首》)都说明了这
一点。

第二步，作者针对诗歌的“把繁复的生活现象浓缩成精约的
典型的诗歌形象”的特点，指出欣赏诗歌要把它“泡”开来，
还原成繁复的生活现象——“再创造”有时是“泡”。作者以
《老马》为例子说明。

第三步，作者针对诗歌含蓄、隐喻的特点，指出欣赏诗歌要
善于寻找并最后判断形象背后所蕴含的情思，寻求诗句之外
所包含的不尽韵味——“再创造”有时是“找”。作者
举“采菊东篱下”诗句以及《祖国啊，祖国》《枫桥夜泊》
三个例子说明了这一点。

第四步，作者指出“再创造”有时是“进”。读者必须走进
诗人所创造的境界中去，把自己的主观世界融入诗的客观世
界。作者以“问君能有几多愁”为例说明。

第五步，作者针对诗歌形象极简约极丰富的特点，指出欣赏
者必须以自己的经验和思考去“猜”，去“补充和阐
发”——“再创造”有时是“猜”。作者以《口供》为例子
说明。

第六，作者针对诗的语言是不连贯的、断断续续，跳跃性很
大的特点，指出“再创造”有时是“补”，需要加以填补、
连缀。作者举《夜雨寄北》这个例子说明了。

三、鉴赏诗歌。

阅读下列诗歌，回答后面问题。



使至塞上

(唐) 王维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户在燕然。

1.“蓬草”在古代诗文中一般比喻什么?诗中的“征蓬”表达
了诗人什么感情?

参考答案：“蓬草”随风飞转，古代文学常用它来比喻漂泊
不定的行踪。

2.尾联流露了怎样的思想感情?

参考答案：尾联用典流露了向往建功立业的心情，这个典故
隐含在燕然两个字中。

定风波

(宋) 苏轼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
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参考答案：闲适、轻松、自如。

2.“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意思是什么?表达了诗人怎样的人生



态度?

参考答案：披着蓑衣在风雨中过一辈子也处之泰然。反映作
者不避风雨，听任自然的生活态度。

3.“也无风雨也无晴”中“风雨”“晴”的含义是什么?

参考答案：处境的好坏;官职的升降;地位的得失等。

简介：此词是苏轼在被贬黄州期间由生活中的小事感触而作。
词中因景生情，借自然景观谈人生哲理，语带双关，有一种
迭宕不平之气隐在字里行间。

师：凡是经历过时间的淘洗而流传至今的古诗，都是“在诗
人高度敏感的情感酒窖里酿制的”，而我们读到它们，会使
心灵获得无限的震撼。我们走进诗人的世界，我们也带入自
己的情感，读古诗，使我们的情感和诗人的情感完全融为一
体，也就“使诗歌本身的魅力一次次地深化和升华”，古诗，
也就因此焕发出的生命力。

五、研究性学习：

学习本文不但要学习作者所讲的欣赏诗歌的方法，而且要学
习作者研究问题的方法。作者所以能有这么丰富的见解，在
于他能根据诗的特点讲欣赏，希望同学们能举一反三，对散
文的欣赏、小说的欣赏、戏剧文学的欣赏或其它艺术的欣赏
进行一定的研究。请每个研究小组确定研究课题，认真搜集
资料，在一个月内完成研究。

教案点评：

探究活动

探究活动可以安排在课文教学的第二课时中，主要以欣赏以



下新诗为主，要求学生根据课文所给出的欣赏方法写成提纲
或欣赏文章在课堂上交流。

阅读欣赏下面两首诗

春水

一

青年人，

珍重的描写罢，

时间正翻着书页，

请你着笔。

二

墙角的花，

你孤芳自赏时，

天地便小了。

附参考答案

这是冰心写的两首小诗，这两首诗十分注重寓思想于形象，
讲究艺术上的含蓄，既有诗情，又有哲理。

前一首诗是劝勉青年要珍惜美好的青春，要抓紧宝贵的时间，
争取对人类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这样才不会因虚度年华而
悔恨，因碌碌无为而羞耻。作者慨叹于光阴荏苒，由此触发
了情思，驰骋想象，把时间的流逝人格化，产生动态，赋予
人的生命和性格，构成了艺术形象。冰心写作这一类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的诗，具有“欲语又停留”的特征，在艺术上
形成了一种含蓄的美。诗人要青年“着笔”把什么珍重
的“描写”到“书页上去呢?没有径直见底地道出，让读者自
己去发掘，去领受。这“书页”上可以写的是一个人在生活
与斗争中的探求，可以写的是一个人在前进的道路上的脚印，
可以写的是一个人在攻关夺隘时的业绩……一言以蔽之，是
一个人奋发有为的历史。那么，描写一个人的历史为什么
要“珍重”呢?诗中没有说，留下来让读者去想。读者揣测，
意会，忽然有所省悟，原来是要求一个人能够正确对待自己
的一生。“描写”自己的历史不是靠华丽的词藻来浓妆艳抹，
而是要靠实际行动来摹绘真貌。一个人的历史主要是由自己
来写。每一个人只有充分利用时间的义务，而没有随便浪费
时间的权利，所以诗人说“时间正翻着书页，请你着笔，”
大有“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的意味。

后一首诗批评目光短浅，自命清高的浮夸习气。这首诗的结
构在全诗中系点晴之笔，最为精彩，最有容量。本来天地广
袤无际，可是时局作于墙隅的花来说，却显得是那么狭
小。“孤芳自赏”者如“墙角的花，”限制了自己的视野，
恰象生活中的自吹自擂者，似井底之蛙，看不到浩翰的空间。
诗的巧妙在于形写天地的小，意写见识的“浅”。蓄嘲讽之
情于意中，针砭之理于言外。若是把这首诗换写成“墙角的
花!你孤芳自赏时，便看不到天地的广阔，那就显得直露无遗，
不留余地，也突不出嘲讽与针砭的思想力量。

探究活动 2

如何抓住诗歌的特点鉴赏诗歌

研究方法：

(1)通过查找资料，了解诗歌的表现手法。如：赋、比、兴，
含蓄，虚写和实写，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直接抒情和间接
抒情，用典，象征，衬托，修辞，情景交融，托物言志和托



物寓意等等。

(2)通过师生互动，掌握古诗鉴赏的基本特点、基本规律、基
本方法。

基本特点：时代性，主体性，不定性。

基本规律：读懂，读通，理解，超越。

基本方法：披文人情，以义逆志，追源溯流，知人论世，想
像联想，等等。

(3)通过多种形式对诗歌的相关内容进行探究。

如：开诗歌朗诵会，将诗歌改写成散文或电影小剧本，填诗
填词，进行诗歌创作，等等。

(4)通过典型分析和实践，形成诗歌鉴赏的一般思路。

如：读一思一悟;明白字面意义一找出主体意象一探求深层意
蕴;人一物一事一景一情;局部品味语言一捕捉隐含信息一整
体把握意境一分辨表现手法一借助注释理解;了解特点流派一
掌握读诗方法一整体把握诗意一实现部分突破等等。

参读书目：

(1)戴伟华《中国古代诗文鉴赏理论与实践》，东北师范大学
出版社2000年版。

(2)徐中玉《古文鉴赏大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3)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陈新璋《唐诗宋词》，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韦志成《语文教学思维论》，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6)叶维廉《中国诗学》，三联书店1992年版。

(7)谌兆麟《中国古代文论概要》，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