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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阶认知任务驱动下的古诗词“想象画面”教学

李春清

摘要：想象是各学段学生学习古诗的重要方式。在古诗词教学中，教师可基于高

阶认知创设任务，驱动学生展开画面的想象：想象古诗之景，在分析认知中感受语言；

想象言外之意，在评价认知中体悟诗情；想象古诗之境，在创造活动中把握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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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是达成古诗学习目标的主要手段之一。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关于古诗

的学习目标中包含“想象”这一表述。统编小学语

文教科书（以下简称“统编教科书”）中的古诗词

课后题也屡见“想象画面”的要求。笔者基于布卢

姆教育目标分类学，将指向高阶认知的分析、评价

和创造任务融入古诗词教学中，驱动学生想象画

面、感受语言、把握诗意、体悟诗情，开拓思维训

练的路径，发展高阶思维。

一、想象古诗之景，在分析中感受语言

高阶认知的分析包括区别、组织、归因三个具

体认知过程，即确定重要内容、判断组织方式以及

推断归因，是事物整体视域下对细节的认知。［1］60

任何画面必然是多个元素由适合的语言逻辑构建而

成，因而解构和分析画面中的关键元素是展开画面

想象的有效途径。古诗词中的关键词便是这样的元

素。古诗词想象画面教学中的分析活动，要注重提升

学生对关键词的感知能力，在整体诗篇视域下充分把

握关键词，帮助学生获得语言体验，积累语言经验。

（一）组合意象词

诗词中的意象往往是诗人情感的载体，引导学

生品读和推敲典型意象，有助于其更好地把握诗

意、体悟情感，增强学生对意象的感受力。意象词

具有强烈的画面营造力，是古诗中展开画面想象的

重要抓手。在五年级上册《山居秋暝》中，诗人王

维选用了空山、明月、清泉等意象并进行有机组

合，描绘了一幅初秋薄暮、雨后初晴的山中图景。

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提取诗中的意象词，

并由此展开分析，想象这些散落的意象构成的月照

青松、清泉流淌、浣女晚归等画面，品味其中动静

结合的语言之美，感受作者高洁的精神境界。

（二）串联关键性动词

一首诗词中的动词往往能让读者生发想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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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恰当而形象的动词可以改变整首诗词的面貌。关

键性动词能活化诗词中静态的景物，为原本静止的

诗词语言增添几分动势，从而产生富有动态感的画

面，形成静中有动的态势，为学生提供了充足的想

象空间。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抓住这类关键性动

词，引导学生联想和想象其给文中画面带来的流转

变换。在五年级下册《村晚》一诗的教学中，教师

便可引导学生紧扣“衔”和“浸”二字想象农村傍

晚之景，“衔”字联系起了“青山”与“落日”这

两个原本看似并不相干的事物，拟人化地将落日将

沉未沉的画面展现出来；而“浸”字又将池水与前

者维系起来，写出了落日倒映在水中的情形。另

外，“浸”字还与白居易《暮江吟》中“一道残阳

铺水中”的“铺”字同见炼字之功。教师教学时也

可以引导学生勾连旧知，对比想象。关键性动词将

不同的景物巧妙衔接起来，构筑成动态的组合画

面，教师要善于组织学生以联系的视角提取古诗中

的动词，并串联成为一个有机的动作链条。

二、想象言外之意，在评价中体悟诗情

评价是基于准则和标准作出判断的认知活 

动。［1］62 比较作为一种认识和鉴别事物的有效方

法，注重两者之间内在关系的联结与分析，能有效

提升学生的思维品质。古诗词想象画面教学中的评

价认知活动，可从比较的视角出发，引导学生主动

探索和研究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发现隐藏在其背

后的共性或规律，认识诗人及其作品的特质，走入

诗中描述的情境，想象诗词的言外之意，体悟诗人

的情意表达。

（一）基于不同时期作品的比较展开评价

受时代背景、个人感受等因素的影响，同一诗

人在不同时期的诗作会呈现不一样的效果。教学

时，教师可引导学生联系诗人的其他作品，展开对

比想象，这正是触摸诗词背后蕴藏着的诗人情感之

绝佳途径。在六年级下册《春夜喜雨》这首诗中，

除了诗题外，“喜”字未在诗中出现，但喜意却从

字里行间透露出来。诗人杜甫选用“雨”“云”“江

船”“灯火”“红花”这些景物较为含蓄地表达内心

之喜，这是暗喜。在教学中，教师可出示曾在五年

级下册学习过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引导

学生回顾想象诗人之“喜”如何展现。“涕泪”“放

歌”“纵酒”，通过这些词不难想象出当时官军平

定叛军这一消息传来后诗人无比激动的场景，一

位“喜欲狂”的诗人形象跃然纸上。杜甫在多年战

乱中历尽磨难，在得知战乱即将结束后无比喜悦的

他挥笔写下这首诗，在诗中毫不掩饰内心之喜，这

是狂喜。对比想象基于“求异”的阅读思维，引导

学生在同中求异，设置“为杜甫设计个人名片”的

评价活动，不仅能丰满诗人的形象，还能加深学生

对诗人经历的理解，促进其对诗人情感的体悟与

评价。

（二）基于相同题材作品的比较展开评价

王昌龄的《出塞》和王翰的《凉州词》都是边

塞诗，但诗中展现出的画面却不尽相同。诗人王

昌龄并没有对边塞风光进行细致描绘，只是刻画

了征戍生活中的一个典型画面。诗歌选取了“明

月”“关隘”等为主要意象，描绘出一幅皓月当空，

照耀着万里边疆的画面，显示了边疆的辽远苍凉。

王翰则借“葡萄美酒”“夜光杯”“琵琶”等勾勒出

战士们放歌畅饮的场面。

同样是写战争，两首诗却有明显不同，原因

在于诗人的心境以及他们对待战争的态度的不同。

《出塞》抒发了诗人对边塞士兵的同情，以及对国

无良将的愤慨。《凉州词》展现出的是守边将士们

英雄豪迈的气概和旷达胸怀，“醉卧沙场”表现出

的不仅是豪放、兴奋的情感，更有视死如归的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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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教师可以“边塞诗”为主题，将两首诗进行组

合对比，在感知理解两首诗的基础上，引导学生通

过对比阅读，探索发现两首诗的异同，促进学生对

边塞诗歌认知的提升。

（三）基于同一意象选取的比较展开评价

由于诗人的生活经历、个性以及表达方式等这

些因素的存在，古诗意象的选取和表现既趋同又富

有个性。例如，“月亮”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经典

意象之一，其在古诗的意境营造中有着普遍的共

性，但因诗人心境的千差万别，诗人笔下的月亮也

被赋予了万种风情。月色如霜，夜深人静，作者客

居他乡，思念故乡，李白写下“床前明月光，疑是

地上霜”，这是思亲怀乡之月；唐朝诗人刘禹锡邂

逅秋夜月光下的洞庭湖美景，只见湖水微波不兴、

平静秀美，为了表达自己壮阔不凡的气度和高卓清

奇的情致，于是写下“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

镜未磨”，这是空灵宁静之月；持久的战事给人们

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为了表达自己内心悲愤的情

感，王昌龄写下“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

还”，这是辽阔苍凉之月；诗人张继来到了苏州，

看着江南水乡秋夜幽美而辽远的景色，顿时想起自

己失意的青春，以及国家凋敝的景象，愁绪郁结，

吟出了“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这

是孤寂愁苦之月。语言是诗歌意象的外在表现形

式，意象承载着诗人内心的情志。拓展意象，关联

相关诗句，促进深度感悟，立足比较，想象诗中意

象所描绘出的画面，领悟诗歌意旨，直抵诗人内

心，这不失为感悟诗人情志的有效手段。

三、想象古诗之境，在创造中把握诗意

创造活动将要素组成内在一致的整体或功能性

整体，重组为不明显存在的模型或结构，从而生成

一个新产品。［1］64教师可将古诗文本或与之相关联

的内容以新的形式组合，设置具有高阶思维含量的

任务以驱动学生进行探究，开展古诗词想象画面中

的创造活动，实现对诗意的深度认知。

（一）借助再造想象，进行古诗配画

“再造想象是根据语言的描述或图样的示意，

在头脑中再造出相应的新形象的想象过程。”［2］为

诗配画是古诗教学中常用的方法，着眼于学生再造

想象能力的激发，引导学生用画笔呈现自己想象的

画面，这是抽象思维的具象化表达，十分契合学

生的天性。古诗配画是对跨学科学习的一种对标，

能调动学生学习古诗积极性，促进其创造思维的

发展。

立足景物色彩进行配画。色彩在传递信息的过

程中以快速、强表现力的优势占据主导地位。统编

教科书收录的古诗词中，相当一部分含有描写色彩

的词语。教学中可引导学生据此展开想象并进行恰

当转化，从而将诗中蕴含着的丰富的色彩元素转化

形成直观的视觉冲击，真实体会诗中描绘的景色之

美。可以抓住诗中色彩的对比。四年级上册《暮江

吟》中的“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描绘了在夕阳斜射下，江面上呈现的青绿色和红色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颜色，“瑟瑟”和“红”形成了

颜色上的对比，营造了一种视觉冲突，教师可引导

学生充分关注。古诗词中也屡见红绿两色的搭配，

如二年级下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中的“接天

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三年级下册《惠

崇春江晚景》中的“竹外桃花三两枝”，三年级下

册《忆江南》中的“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

如蓝”等。

教师还可以抓住诗中色彩的融合。如在学习四

年级下册《宿新市徐公店》中的“儿童急走追黄

蝶，飞入菜花无处寻”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抓住

“追黄蝶”和“无处寻”，启发学生想象画面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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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无处寻”的原因有二：一是蝴蝶与油菜花

的颜色相同，不易辨认；二是油菜花数量多而且长

得密。“飞入菜花无处寻”这句诗中没有任何一个

描写颜色的字眼，却能给人以巨大的色彩冲击力。

学生在配画的过程中对此慢慢明晰，并且能深刻地

感受到诗中语言的妙趣。

紧扣画面布局进行配画。统编教科书选编的部

分古诗展现的不只是单一、固定的场景，有时场景

画面磅礴而宏大，涉及空间和时间的变化。学生在

为诗配画时，教师还应引导学生从景物的位置、远

近、疏密等角度思考画面的布局，巧妙地将古诗中

的空间感呈现出来，以加深其对诗中描绘画面的理

解。三年级下册的《惠崇春江晚景》是苏轼为惠崇

所画的《春江晚景》而作的题画诗，教师在教学中

不妨以此切入，引导学生想象并尝试“还原”这幅

画作。教师先让学生梳理画中可能存在的竹子、江

面上的鸭子和满地的蒌蒿等景物，接着引导学生斟

酌画面的布局，从江岸到江面再到江边，景物远近

交错、合理分布。学生厘清这些画面中的事物关

系，有序地将头脑中形成的画面呈现出来后，对诗

句的理解已经达到较为深刻的程度。 

（二）激活创造想象，进行古诗改写

创造想象是人脑基于一定的目的或任务，独立

创造形成新形象的想象过程。古诗的篇幅短小，文

字精练，诗人在创作时往往需要精选所要描写的事

物，常将自己的理想与情感寄托在其中，通过象

征、比兴等艺术手法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诗

文内容的空白与情感的隐晦，于是触发读者的联想

与想象去填补这些空白。引导学生通过补白、扩充

等方式，激活创造想象，实现语言的转换和优化，

对古诗内容进行二次创造，改写成为适当文体的白

话式文章，能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古诗词的内涵和意

蕴。例如，五年级下册第一单元《古诗三首》以课

后选做题的形式，引导学生选择一首古诗展开想象

并改写成短文。教师可提示学生捕捉每首诗中不同

的要点进行想象和改写，在《四时田园杂兴》（其

三十一）的教学中，教师可引导学生重点关注孩童

学种瓜时的动作和神态来展开想象，《稚子弄冰》

中可想象儿童“弄冰”的过程，《村晚》则可以补

充想象牧童悠闲自在的模样。

参考文献：

［1］安德森 . 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修订版：分类学视野下

的学与教及其测评［M］. 蒋小平，等译 . 北京：外语

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2］金鹤荣，史健生，林思德 . 心理学名词解释［M］. 福

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3 ：96.

（作者李春清系浙江省丽水市实验学校小学语文教师。）

（责任编辑：付惠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