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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学生真正走进现代诗的世界
——四年级下册现代诗单元的知识挖掘与教学研究

王 漫 吕俐敏

摘要：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四年级下册编排了现代诗单元，要求“初步了解现代

诗的一些特点”。从日常观课及课例研究中发现，许多教师对现代诗特点的认识不够准

确深入。基于正确理解现代诗的特点，教师可以从形式、手法、形象、情感四个方面，

对现代诗的文体知识进行深入挖掘，再基于知识研究实施比较、仿写、拓展等方面的

教学策略，以实现本单元的教学目标，引领学生真正走进现代诗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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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以下简称“统编教科

书”）在不同年级分别编写了童话、神话、寓言、

现代诗、小说等几个文体单元。之所以能称为文

体，是因为一定有其共性；同时，各篇也有其个

性，从而保证每个文体类别下作品的多样性与丰富

性，保证这个文体本身的生机与活力。每种文体共

性的知识，在教材中应该有所呈现，例如，四年级

下册现代诗单元中，单元导语提出“初步了解现代

诗的一些特点”。“一些特点”是哪些特点呢？本

文将尝试进行现代诗单元的知识挖掘与教学研究。

一、现状：部分教师所认为的现代诗特点

一般而言，研究都要始于现状。倘若教师们的

现代诗知识毫无问题，本文也失去了针对性。在日

常观课、研读名师课例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大部分

教师都能从语言、形式、情感等方面注意到现代诗

的特点，并能运用现代诗的文体知识来解读具体作

品，不乏可圈点之处。但普遍的问题在于：第一，

多位教师所总结的现代诗特点，是否真正有别于古

代诗的特点？第二，这些特点及相应的教学目标，

如何体现四年级应有的深度？

我们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多位教师对现代诗

特点的认识，有意或无意地受到闻一多关于现代

诗论的核心内容的影响，即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

美。闻一多的诗论更倾向古典主义，他认为现代诗

的创作也应该遵循格律（新格律体），并将格律在

诗歌中的作用分为听觉和视觉两个方面：听觉方

面，反映为诗歌的音乐美（音节和韵脚的和谐）；

教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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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方面，反映为诗歌的绘画美（辞藻力求美丽，

富有色彩，讲究诗的视觉形象和直观性）和建筑美

（从诗的整体外形看，节与节之间要匀称，行与行

之间要均齐，要有整齐的感觉）［1］。

我们应该意识到：闻一多的观点，只是现代诗

论的一家之言，并不能揭示现代诗的全貌。现代诗

人们在创作实践中，不断突破古典主义对格律的严

格要求，甚而走上了“反古典主义美学”的道路。

反观统编教科书中的几首诗，我们发现：它们

并不是现代诗“新格律体”的典型代表；而教师们

在课例中所总结的现代诗特点（如画面美、情感

美、意境美等），有些也没有凸显现代诗的特质，

因为古典诗歌也如此。

二、挖掘：具体文本中的现代诗知识

挖掘“现代诗的特点”，我们首先应形成一种

思维：任何事物的特点，都是在一定范围内，与同

类事物相比较才能凸显。正如钱锺书《谈中国诗》

一文开头所言：“什么是中国诗的一般印象呢？发

这个问题的人一定是位外国读者，或者是位能欣赏

外国诗的中国读者。一个只读中国诗的人决不会发

生这个问题。”［2］532 因为在他们眼里，中国诗就是

诗歌的全部。同理，了解现代诗的特点，往往需要

与古诗比较。

另外，现代诗王国的成员众多、面容各异，我

们不可能在四年级这一个单元，仅通过四首诗的学

习就对现代诗的特点有一个全面认识，因此，本单

元究竟要学哪些现代诗知识，应该从具体文本的特

点出发。

（一）现代诗诗行排列的逻辑

冰心的《短诗三首》所表达的情感，单纯而

清新，并不是学生理解的难点；而这三首诗的形

式特点却有新颖之处。从修辞角度可发现：《繁星

（七一）》《繁星（一三一）》都使用了排比手法。

繁星（七一）

月明的园中，

 藤萝的叶下，

  母亲的膝上。

  繁星（一三一）

哪一颗星没有光？

哪一朵花没有香？

哪一次我的思潮里

 没有你波涛的清响？

《繁星（七一）》中的排比，是以方位词引领

的、句式整齐；《繁星（一三一）》是以相同词语和

句式“哪一……没有……？”作为提示语的排比。

都是排比，为什么两首诗诗行的排列不同？即为什

么第一首诗的三句，要逐句退格而不对齐呢？这是

由排比的内部关系决定的。排比的各项目之间有

三种关系，并列、承接和递进［3］。《繁星（七一）》

是递进关系，视线从广角到聚焦，从大到小，由远

及近，逐渐聚焦到“母亲的膝上”，退格排列呈阶梯

状，有助于读者形成递进感受；而《繁星（一三一）》

是并列关系：三个反问句构成类比的逻辑。至于“没

有你波涛的清响？”的退格，是因为上一句还没结

束，如果写在上一行，则上句过长；而换行也在提

醒读者：此处要停顿，放慢语速，沉浸想象与回味。

可见，诗行的排列，有其表达意义的逻辑。逻

辑的分析可以让我们对诗歌的理解由感性走向理

性，由单纯的感觉走向专业的鉴赏，在提高文学审

美能力的同时提升思维品质。

诗行排列的特殊形式，在诗歌研究领域被称为

“形趣诗”“图像诗”或者“具体诗”。这种诗歌，

在形式上将图画与文字结合，无论是中国还是西

方，在古代就有了。中国古代的“形趣诗”主要形

式有两种：绘图填文成诗，如盘中诗、酒壶诗、梅

花形诗等；文字排列成诗，如三角诗、宝塔诗、龟

形诗等。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最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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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是公元9世纪的《阿拉蒂亚》（Aratea）手稿。

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拉伯雷的《巨人传》就用瓶

子的形式组成了神瓶显示的神启。现代作家如鲁

迅、胡适、郭沫若、徐志摩、冰心等，也都有过这

类诗歌创作［4］。而郭小川、贺敬之等的“楼梯诗”

则主要受到苏联诗人马雅科夫斯基的影响。

总之，研读诗行排列的形式及其意味，是走进

现代诗的一把钥匙。 

（二）现代诗比喻的特点

我国古典诗歌的传统，如《礼记·学记》所

言，“不学博依，不能安诗”，意为不懂比喻难以

为诗。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也谈到了隐喻和诗

歌创作的密切关系。可见，无论中西方，诗歌使

用比喻是一个普遍现象。胡壮麟认为：“诗人和作

家，他们多半具有非凡的想象力，他们在无穷事物

中捕捉到的哪怕是一丝一缕的联系或感受，都很难

用常规的语言表达，于是不得不把那些本来是不清

晰的、原始的、隐喻的感受，直接用语言的隐喻表

达。可见，没有隐喻，诗歌和一切文学创作将黯然

无色。”［5］

许多现代诗也沿袭了这个写作传统。《短诗三

首》中，《繁星（一三一）》《繁星（一五九）》都使

用了比喻手法，将大海的浪潮比作“我的思潮”，

将“天上的风雨”比作“心中的风雨”。而艾青的

《绿》，最大特点是通篇虚喻：除了开头“好像绿

色的墨水瓶倒翻了”有个具体的喻体，全诗写绿，

更注重心理感觉，比喻不是为了描绘事物的具体形

象，而是用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情绪，此之谓“以

虚喻实”。

艾青这首《绿》，写于 1979 年 2 月 23 日的

广东迎宾馆。作者在《我的创作生涯》中写道：

“一九七九年二月至三月，我随一个访问团到广州、

海南岛、湛江、上海。”［6］写了《盆景》《拣贝》

《天涯海角》《神秘果》《珠江夜航》《盼望》等诗

作。［7］ 此前的艾青，在北大荒、新疆等地过着非

常艰难的生活，甚至在1972年因得不到及时救治，

右眼完全失明，停止写作已经多年。

作者原先生活的北方二月，衰草枯杨，毫无生

机，故而甫到广州，满眼青翠欲滴，便感觉“好像

绿色的墨水瓶倒翻了”；各种不同层次的绿，在一

位曾是画家的诗人笔下，自然能够表现得更为丰

富，第二节中，便铺陈了各种绿色；第三节，用了

一组排比的句式，又是铺陈！这是豪华汉赋的写

法，用来渲染环境、气氛，整节诗充满了欣喜，流

动着热情：柔软的春风，吹绿了大地；细密的春雨

滋润万物，雨过之处，满眼绿意；流淌的河水，普

照的暖阳……让生命更加勃发；第四节，所有的

绿，拥挤、重叠，本是一种喧闹的感觉，但作者又

说这些绿是“静静地交叉在一起”；第五节，一阵

风吹来，这静静交叉的绿，又按着节拍飘动在一

起……静景与动景、狂放与节律的结合，妙不可

言。这些绿，感动了从北方春寒中赶来的作者，也

温暖了当时的作者，于是写下了这首《绿》。

这首诗所用的比喻，具有强烈的主观心理色

彩，正如统编教科书所言：“这首诗表现的‘绿’，

是大自然的景象，更是诗人的感觉。”因此，本诗

充分体现了现代诗的构思特点。与同单元内戴望舒

的《在天晴了的时候》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后

者写的也是春天的景象与感受，也写到了“山间移

动的暗绿”，但是，明显后者写景更加具象。

（三）现代诗中的形象

古诗中自然也不乏生动的“形象”，但因字数

限制，往往以精当的“炼字”点到为止，不会详细

铺陈（长篇叙事诗例外）。而现代诗因为没有字数

限制，往往可以对形象渲染刻画。这个特点突出体

现在《白桦》一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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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桦》是苏联诗人叶赛宁的作品。《白桦》一

诗，除了统编教科书选择的顾蕴璞的译本，刘湛

秋、王志刚、蓝曼等人也翻译过。译者对原作的理

解及翻译风格不同，我们读出的意味也不尽相同。

以蓝曼的翻译为例：

洁白的白桦树，

站立在我的窗前，

披一身雪粉

好似银子镶嵌。

在那树枝上

挂着白雪一串串，

毛茸茸的枝条

白缨缨一片。

在沉睡的寂静里，

白桦伫立默然，

那金色的火焰

又把雪花点燃。

慵懒的朝霞，

偎在白桦的身边，

为白桦再次银镀，

全身更加皑皑耀眼。

这个译本中，白桦树是一位高大的男子形

象，“站立”“伫立”“慵懒的朝霞，偎在白桦的身

边”“全身更加皑皑耀眼”，如穿了银甲的卫士，

连朝霞都依偎在白桦的身边，就像教学参考书说的

“高大挺拔”。而在统编教科书使用的顾蕴璞译本

中，白桦树是“玉立”的，玉立一般是亭亭玉立、

形容少女。叶赛宁另外一首写白桦树的诗《绿色的

秀发》中，更是运用拟人化手法全方位塑造了一位

美丽、可爱、多情的少女形象。

关于《白桦》一诗中这棵桦树的形象，学术界

的意见并不统一。有人认为在俄罗斯传统诗歌中，

白桦树是少女柔美的意象，但叶赛宁的《白桦》表

现为斗雪傲霜的俄罗斯力量的象征。［8］也有学者认

为《白桦》“在这首诗中，诗人运用自己丰富的想象

力，将雪中的一棵白桦，写得如此美丽动人”［9］。这

是将白桦树的意象归入小姑娘的意象中。

本文无意研究叶赛宁诗歌的意象系统，也无意

研究俄罗斯诗歌中白桦树的意象传统，我们要学习的

是：如何通过语言文字，准确感知诗句刻画的形象。

比如统编教科书译本中第一节“仿佛涂上银霜

/披了一身雪花”，请问：雪花是喻体，还是实景？

换言之，喻词“仿佛”只管到“涂上银霜”，还是

管到“披上雪花”？如果“雪花”是喻体，那么这

首诗无疑是以比喻整体构思的；如果只管到“涂

上银霜”，那么此诗就是实写雪中的白桦树。对照

蓝曼的译文“洁白的白桦树 /站立在我的窗前 /披

一身雪粉 /好似银子镶嵌”可知，顾译本中的“仿

佛”只管本行。

第二节，“毛茸茸的枝头 /雪绣的花边潇洒 /串

串花穗齐绽 /洁白的流苏如画”，请问：白桦的花

穗是白色如雪绣，还是被雪覆盖之后呈现白色？白

桦树的树皮确实是白色，但它的花穗也是白色吗？

此外，白桦树的花穗，冬天不落吗？查资料可知，

白桦树的花穗，只能是绿色，只在春天绽放。对照

蓝译本可知，这里的“串串花穗齐绽”，其实是白

桦树披雪之后毛茸茸的枝条，“花穗”也是喻体。

第三节和第四节，“灿烂的金晖”是夕阳、朝

阳还是灯光（“朦胧的寂静”是傍晚吗）？“银色的

光华”又是什么时候？这些问题弄不清，整首诗的

完整形象就难以建立。

有人认为，诗无达诂，这首诗整体读下来，觉

得很美就够了，不必纠结“雪花“的虚实、景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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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对此我们不敢苟同：读完此诗，如果连诗中

的景象是否雪景都不明确，连白桦的形象是阳刚美

还是阴柔美都含糊，如何进入审美情境呢？ 

（四）现代诗的情感

古人也吟咏风花雪月，也抒发亲情相思，类似

情感在现代诗里有何不同？

一方面，现代诗人抒发感情，有时更加浓烈直

白，不似古人倾向含蓄，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

等人的诗例比比皆是；更加突出主观感觉，不似古

人寄情于实景，艾青的《绿》就是典型例子。另一

方面，古人有古人的生活，反映古人生活的经典

“意象”是梅兰竹菊，鸟兽虫鱼，州船车马等，寄

托的情感是驰骋边塞、皈依田园、渴望功业、去国

怀乡等；现代人有现代人的生活，反映现代社会

的经典“意象”，往往是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的产

物，如地铁、手机、高楼、霓虹灯。古诗中常见的

意象，在现代社会可能已荡然无存， 但诗歌表达的

情感是有相通之处的。

关于古今诗歌的情感，让我们再次回顾钱锺书

《谈中国诗》的结尾：“中国诗并没有特别‘中国’

的地方。中国诗只是诗，它该是诗，比它是‘中国

的’更重要。……因此，读外国诗每有种他乡忽遇

故知的喜悦，会引导你回到本国诗。……希腊神秘

哲学家早说，人生不过是家居，出门，回家。我们

一切情感、理智和意志上的追求或企图不过是灵魂

的思家病，想找着一个人，一件事物，一处地位，

容许我们的身心在这茫茫漠漠的世界里有个安顿归

宿。”［2］538 在此意义上，现代诗的特点、现代人的

情感，与古诗、古人并非绝缘。

三、现代诗单元的教学建议与设计

教学设计，既要有扎实的知识基础，又要有真

切的学情基础。

本单元提出“初步了解现代诗的一些特点”，

对于四年级学生来说，“初步了解”到什么程度？

学生此前已经读过一些现代诗（包括儿童诗），如

二年级下册的《祖先的摇篮》《要是你在野外迷了

路》，三年级上册的《听听，秋的声音》，三年级

下册的《池子与河流》，四年级上册的《秋晚的江

上》《花牛歌》等，应该对现代诗“形式灵活自由、

句式长短不一”的特点很熟悉了；四年级下册现代

诗单元的教学，如果仍停留于此，就难免幼稚。因

此，本单元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思路，应在古诗、现

代诗的比较中，进一步把握现代诗内在的特点。除

了诗歌、散文教学中通常重视的朗读、想象、补白等

策略，针对现代诗的特点，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比较：深入感知现代诗的特点

要想突出特点，最好的办法便是比较。根据前文

对本单元四首诗的分析，教师在教学时可以从以下角

度进行比较。

1. 形式比较

《繁星》三首的错行排列有什么不同？为何这

样排列？先比较前两首：都是排比，为何诗行排列

形式不同？

读懂前两首之后，再来设问：课文中的第三首

诗，即《繁星（一五九）》，与第一首接近还是与

第二首接近？

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再次涉及思维方法的训

练：作比较，要抓准比较点，明确是在什么意义、

什么角度进行比较。分析可知，从内容角度看，第

三首诗显然与第一首接近，都是怀念母爱，表达对

母亲的依恋之情；从表达方式的角度看，此诗却与

第二首接近，都是类比—比喻。基于此，可以再次让

学生说说：第三首诗的诗行，为什么这样排列？

2. 手法比较

《绿》的诗意简单，但以虚喻实、突出主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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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读到第三节 “刮的风是绿的 /下的雨是绿的 /

流的水是绿的”，可以让学生联想“春风又绿江南

岸”“绿遍山原白满川”，比较古今诗歌有何不同。

《绿》和《在天晴了的时候》也适宜比较阅读：后

者也是写春天的景象与感受，也写到“山间移动

的暗绿”，与艾青笔下的“绿”有何不同呢？

3. 情感比较

同样是《绿》和《在天晴了的时候》的比较阅

读，此时比较两位诗人面对春天的不同心境。前文

述及艾青的创作背景和经历，有助于学生理解诗人

为什么把笔触集中于主观感受，以及这种感受如此

强烈的原因。

（二）仿写：进一步促进对现代诗的体味

冰心《繁星》中的小诗，对当时的诗坛产生了

深刻影响，“小诗讲求凝练与侧重表现内心世界，

在新诗的艺术探索历程中具有桥梁的意义。”［10］冰

心自序说：“一九一九年的冬夜，和弟弟冰仲围炉

读泰戈尔的《迷途之鸟》，冰仲和我说：‘你不是

常说有时思想太零碎了，不容易写成篇段么？其

实也可以这样收集起来。’从那时起，我有时就记

在一个小本子里。”［11］可见其形成是记录那些迸发

的灵感。在单元学习中，教师不妨把作者的创作

心路告诉学生，邀请学生动笔写下自己零碎的思

想，也许就成了自己的诗集《火花》《浪花》《雏菊

花》……学生还可以读一读日本作家松尾芭蕉的俳

句和泰戈尔的《飞鸟集》，因为在现代文学史上，

正是郑振铎等现代文学家最早译介了这些作品，才

使得这种一行至四行的“小诗”流行起来。在单元

教学中，教师适量补充一点文学史发展的脉络，回

到作家创作的心路上，引领学生体会诗歌创作并不

神秘。

现当代诗人们有很多重视诗歌形式的表达，可

以分享给学生，教师可以拓展“宝塔诗”“楼梯诗”

等材料，引导学生创作或改写。学生还可以试着把

一篇小散文、一首散文诗、一段话改写成诗行的形

式，再通过朗读，感受分行带来的不同。

学生读到的诗歌不同，仿写的路径也不同。

统编教科书选编的诗歌，除了《繁星》适合仿

写，其他诗作的仿写有难度，但是大量的儿童诗

是可以仿写的。教师可以提示若干仿写或创作的

路径，这里说到的每种路径，都需要借助具体诗

作给学生示范、铺路。

（三）拓展阅读：促进能力迁移

现代诗歌的学习，同其他文体单元的学习一

样，仅凭几篇课文是不够的，还需要以略读、自读

的形式大量拓展。现代诗单元的教学，应从真正的

单元教学目标（引领学生走进现代诗的世界）出

发，而不是仅仅完成统编教科书中四首诗的教学，

就必须引入丰富的诗歌，开阔学生的视野。

拓展阅读的方向：其一，充满童趣和想象力的

儿童诗，如当代小诗人姜二嫚的诗，诗人王小妮

编选的诗集《给孩子们的诗》；其二，富有哲理耐

人回味的中外短诗，如卞之琳的《断章》、鲁藜的

《泥土》、聂鲁达的《统一》等；其三，突出现代

人生活及情感的诗。

上文曾谈到，统编教科书选编的四首现代诗，

没有特别着意“现代人”不同于古人的情感、现代

诗不同于古诗的意象，因此，教师不妨在单元教学

中，引导学生阅读更多充满当代生活意象、抒发当

代人情感的诗歌，比如土耳其诗人贾希特·塔朗吉

的《火车》（余光中译），甚至打工诗人许立志的

诗……总之，多方向拓展阅读，才能使学生更充分

地感知现代诗的样貌，享受真正的诗教：生活处处

皆可为诗，只要有一双发现的眼睛，有一颗愿意感

受的心灵。

也许有教师担心：拓展这么多，哪有时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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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认为，第一，相对于有些文体（如神话、小说）

的拓展耗时较长，诗歌单元的拓展，因篇幅短小而

方便得多。第二，推介给学生的课外诗歌，无须过

多解释。诗无达诂，好诗更是咀嚼不尽，学生读得

似懂非懂也没关系。重要的是：让学生尽早、尽可

能多地接触一些优秀的现代诗，或许就在不经意的

一瞬间，某个学生被某一首诗打动，留下终身难忘

的心灵印记。

本单元的综合性学习“轻叩诗歌大门”，具有

重要意义，值得教师引导学生投入时间、认真实

践。单元整体任务可以设计为：合作／独立编写小

诗集；举办诗歌朗诵会、诗歌创作展；搜集外国诗

歌的不同译本（甚至找来可以读懂的外文原作），

编入诗集并进行鉴别比较，选择一个常见意象（如

月亮）或母题（如亲情），搜集古今中外的诗歌

并比较，在诗歌朗诵会上请不同学生朗诵，感受

不同韵味，等等。 

本文通过对统编教科书中现代诗单元具体作品

的研读，试图揭示现代诗的某些共性知识以及个性

特点。单元教学设计要以相应的语文课程知识为基

础，学生的读写实践活动，本质是对知识的灵活运

用。就文体单元而言，教师只有基于文本解读、深

入领会文体特点、准确把握文体知识，才能更好地

驾驭文体单元，设计出高质量的学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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