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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课堂设计的立意要有人，连中国老师说：“学生的主体性，不是体现在学生回答了几次问题，而是通过你的课堂，你想与学

生碰撞的是什么？你想生成的是什么？”好课在立意上已经开始角逐，教师要把你最在意的点进行到底。首先，意的构建是语文课的开始，

“立意高远”是语文课堂向上“跳起来”的突破口；其次，支架的搭建是推进语文课的着手点，“着手点要低”，这是课堂“扎下去”的

着力点。一节好的语文课的标准是根据学生学习过程中的思维特点，在学生思维的拐点，搭建适切的支架，让学生顺利进入文本的逻辑，

从对文本感性的认识过渡到理性的判断，引发更深层次的思考，触碰“跳起来”的立意，建构更健全而独立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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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如何构建一堂好课呢？最核心的是立足一个合理的教学

目标，挖掘文本最有价值的教学点。每节课都应该有一个明确、

合理的教学目标。一堂课的时间有限，聚焦一个目标层层深入才

能让教学走向深处，一个具体、可解决、符合学生语文能力发展

和素养达成的目标尤为重要。《静女》这堂课就是通过静女的形

象与情感表现，体会诗歌表达的质朴。这个目标在教学进程中，

分解为如下三个：第一，通过“课下注释”里“通假字”的字音

字义来初步感知静女形象；第二，通过圈点勾画“阅读提示”与

阅读“参考文献”，发现问题、讨论来完成对静女形象的理解；

第三，通过把《静女》改成“三言”“五言”“现代诗”来体会《静

女》质朴的表达。

一、古诗专题诵读的价值点——关注音节

一个文本什么是最有价值的部分，你要借由什么样的组织形

式，让它走进学生的心里，达到思想的碰撞。老师要看到文本的

共性，但是更应该挖掘文本的个性，以此启发学生的深度学习欲望。

讲诗歌不能只割裂的讲意象，这只是知识层面上的“共性问题”，

并没有进入文章个性化的把握。“大单元、大情境、大主题”教学，

不是简单地将文章统一在“共性知识”的情境中进行教学，而应

当以文化主题“向下扎根”，在文化主题的根基之下，散开“枝叶”

融进知识教学，搭建文本支架，寻找最有价值的教学点。

如何挖掘专题最有价值的教学点，以古诗文本为例，大多触

及语文学科素养中语言、思维、审美、文化四个维度。首先，它

是以古代汉语为载体；其次，他是古代诗人思维的产物；再次，

它被公认带有鲜明的审美性，最后，它属于传统文化的范畴。《静

女》这堂课在挖掘诗歌专题最有价值的教学点上给我们提供了一

种很好的启示。

《静女》课例四读诗歌，以“课下注释”为支架，读准字音

和词义，特别提出“见”这个字读哪个音更加理想。提出若读“jiàn”

强调以男子之口未看见的结果；若读“xiàn”那么以男子之口强

调的是女子没出现的开玩笑，更加凸显了一种等待中的期待，会

更理想。通过对音节和字义的把握初步感知静女形象。接着引导

孩子们关注通假字有 6 个，第一次入文本，老师着力点在语言的

层面挖掘诗歌的教学价值点，帮助学生体会到语言层面的音韵和

谐及内容方面的情绪变化。

二．古诗专题分析的价值点——聚焦思维

《静女》选自《诗经》，文本特点是：一，用词习惯和重章

复沓的章法。首先，《静女》的用词较为具象化，例如，女子所

赠之物“彤管”“荑草”，这种用词习惯表明思维的具象性较强，

而抽象的类属观念较弱；其次，重章复沓的章法，诗歌各节被限

定在一个简单的模式里，表明思维的延展空间不足，与后代诗歌

相比，显得相对单调呆板。二，乡土情蕴和以人为本。首先，《静

女》乡土情蕴浓厚，没有对爱情轰轰烈烈的描写，没有对女子外

貌的描写，静女的等待勾起的最主要的情感是真诚质朴的。这与

西方文学中《塞勒涅》中歌颂女性美丽而神秘的爱情形象形成鲜

明的对比。这个特点与中国的农耕文明有关，与不尚张扬、质朴

的民族性格有关；其次，《静女》以静女为主角，表现的是平凡

的现实人生，缺乏宗教感，缺乏彼岸世界的追求，这与西方文学

传统与神话宗教关系密切形成鲜明的对比。三，意象与意境的建构。

《诗经》建构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些基本意象和意境，比如《静女》

中，“城隅”“彤管”“荑草”的意象，就营造了一种具有深远

的文化意味的意境。

二入诗歌，让学生以“阅读提示”为支架，发现和形成思考，

体会诗歌的韵味和内涵。“书读百遍”不一定能“其义自见”，

如果对语言符号的语义毫无理解，仅仅通过诵读是永远无法理解

文本的意义。所以，对诗歌韵味和内涵的把握，离不开语义分析——

发现和形成思考。以“阅读提示”为支架的“读”，就是指向分析，

而分析是提升学生思维品质、提高文本理解能力的核心路径。

在“阅读提示”中老师首先圈点勾画出学生一望而知的学习

重点——真实而有趣的诗歌内容、象征和反复的表现手法，让同

学们尝试自己挖掘其中韵味，这里老师用 5 分钟的时间让孩子们

总结了自己对于本篇文本言语思维认知的起点，比如，学生能够

很快抓住“反复”的手法强调了静女真实有趣的人物形象，“象征”

的手法表现了男女之间互相爱慕的真情实感。

此时，老师引导学生发现问题，为走向高阶思维埋下伏笔，

教师引导大家关注题目《静女》与“阅读提示”中静女形象“娴

静美丽”与前面学生初始认知到静女形象“活泼”之间的矛盾，

进而在矛盾中提出了一个促进走向高阶思维的问题——以“静女”

为题的原因是什么？借由此问题让学生在把握人物形象时进入了

文本细读，让学生去理解“静与美”如何体现。这个时候学生的

思维就从低阶笼统的人物形象概述走向了更高阶的人物形象揣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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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回答开始呈现出本堂课的第一次小高潮，（生 1：“文本中

未出现美不美的描写，但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生 2：“文本中的

俟与不见的动作描写显示了静女的美”）老师抓住这个小矛盾继

续追问，将学生思维再往深处引“姝”“娈”两种感觉哪种在男

子心中占的比重更大？这个问题就把学生对静女形象探讨思维打

开到不仅停留在对静女形象的直接描写的平面中，而是由此换位

到从女子所赠之物“彤管”“荑草”等意象为窗口，揣摩男子认

为她美在哪里的心理活动中，把学生的思维从直线延展到空间，

得出是静女如彤管一般“洵美且异”由内而外散发的一种美好气

息让男子爱恋，由此，学生思维的发展从认知起点真实有趣的静

女形象，进阶到发现更细腻的静女“内在对男子爱的赤城、深沉”

的形象与情感，借此完成对诗中意象意义的把握。而这个过程是

建立在尊重文本事实和内在逻辑上的语文教学的守正，同时也是

激活学生思维发展与提升手段的创新。

古诗教学中对文本的理解，要遵循词句连缀的方式，很多时

候，学生觉得很难读懂，理解没有把握，主要原因是孤立地抓意

象、抓词句，而不会依据词句连缀的方法，打通文本，来揣摩和

分析文本的意思。词句连缀实际上就是把语义约束在语境框架下，

运用语境的限制性来找出词与词之间、句与句之间的意义关联，

这种方法，在整个语文学科思维的培养上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三、古诗审美与文化的价值点——援引比较

古诗审美的价值建构，靠单篇古诗文本阅读一定无法完成，

一首诗究竟好不好 ? 好在哪里？是通过对比得出的。援引不同文

章对比的意义在于，实现同主题文本的贯通，真正落实审美激发

与文化化育功能，形成普遍联系的思维方式，锤炼归纳与演绎的

思维力，提升文化的表现力。实现同主题文本的贯通与互文，其

实就是将“单篇”文本放在时间维度的历史语境、空间维度的文

化语境以及言语形式表达的知识语境中，使得教学具备了发展学

生语言能力的意义，学生习得语言的理解、赏析与表达。

三入诗歌文本，让学生以“参考文献”为支架，评价不同的解读。

老师引导学生关注“城隅”和“彤管”意象的多解，从而建立起

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借助文献阅读老师进一步打开学生的思维空

间，在广纳见解，评价批判后，学生开始有了独特文学审美，此时，

老师以任务将《静女》改成三言、五言、七言、杂言、古体诗或

现代诗中任一种体裁，并陈述改写理由或体会，鼓励学生自由表达，

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此处生成了课堂的第二个高潮（生 1：在

结构上的建筑美用心再创作；生2：以“得一株茅草便是整个春天”

这样的表达揭示了短暂的等待，永恒的爱情这样人类恒久感动的

主题）。在任务中又抛出 AI 创作的诗歌让学生横向对比。学生发

现这些创作多了一分语言的工整，却少了一份情感的质朴，由此

又让学生感受到《国风》作为民歌的那一份活泼与质朴的味道。

评价阅读材料时，纵向对比初高中学过的《诗经》中的篇章，

抓点成线，以线绘面，课堂到这里由审美的创造走向文化的传承，

并从思维层级和个性表达上引入了《诗经》中一组篇章《子衿》《木

瓜》《溱洧》《硕人》，设计任务“让学生从形象和情感的角度

选择其中一篇与《静女》构成组合阅读”进一步推动了学生以形

象解情感的方法认知与情感体验。

选取《子衿》与《静女》形成对比阅读的学生发现，两篇文

章都用了“反复”的手法，语言结构很类似，但《静女》中的主

要内容是男孩等女孩；而《子衿》中的主要内容是女孩等男孩。

从作品的内容、形象角度与《静女》中男子等而不来形成很好的

对比。《静女》的结局是等到了，而《子衿》是未等到，《子衿》

可以作为《静女》故事的另一种结局与发展。作为后续故事与《子

衿》形成互文。

选取《木瓜》与《静女》对比的学生发现，两篇文本中都有“送

礼物”的内容情节，《木瓜》中的此情节是互相赠送，表达情感

的真挚，《静女》是单方送；

选取《溱洧》与《静女》都是“象征”的手法，《溱洧》用

有形的芍药、兰草象征无形的爱情，表现了男女间纯真的感情。

但《溱洧》中的对话描写比较突出，贴近生活，让爱情的表达更

真切而《静女》中的情感表达更质朴。

《硕人》中是有详细描写女性形象的外貌，但是《静女》中

对外貌描写是有留白的，一虚一实，补足了我们对《静女》外貌

的一种想象。

援引同专题文章纵向对比，搭建多维度的启发支架，才能在

比较中更好地彰显单篇文章的个性内容，探讨不同篇章个性化的

艺术手段。在比较中形成对不同篇章个性内容与个性艺术手段的

认识与理解。

两次“对比任务”一次用于阅读环节中，一次用于写作环节，

在与《诗经》中同主题篇章比对的支架选取中，可见上官老师注

重启发学生用比较的方法去认识、理解作品，感受、理解文化的

发展，体验、建构审美的情操，在“文本理解”环节引入《诗经》

中其他爱情诗对比，关注文本的出处，关照文本的异同，有助于

学生提升由文本出处生发的同主题诗歌鉴赏能力，也有助于建立

学生由《诗经》原点生发的文化史概念；在“改写”环节引入“AI

创作”对比，注重了用现代的思想的维度去关照。上官老师通过

课堂的启发对比，帮助学生看见自我思考与人工智能的不同，并

使学生准确认知人类思考的独特性和情感性，从而具备批判性接

受人工智能的辨别能力，让技术真正为教育赋能。

整个课堂，借助课下注释、阅读提示、参考文献为着手点三

入文本，两次对关键意象进行不同维度的深入，教学目标以合理

的目标为基准，从语言、思维、审美和文化四个方面层层深入，

挖掘分解目标最有价值的教学点。始终以“语言文字”为抓手，

从意象的内涵、意象的多解到意象的逻辑引领学生层层剥开解开

诗歌核心的密码，实现思维从低阶到高阶的提升；整个教学过程中，

以学生为主体，自然实现了文化的传承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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