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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名师课堂

唤醒学生诗意的耳朵

筅李华平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摘 要：诗歌教学的要义是唤醒学生诗意的耳朵。本课通过“别”“梦”“星辉”“轻轻”“悄

悄”“金柳”等关键词的教学，引导学生通过朗读、想象、动作等方式体验诗人的情感，领略诗

歌的艺术美感。

关键词：诗意 体验 再别康桥

———《再别康桥》课堂实录

阅读 海 浪

师：今天我们学习《再别康

桥》，首先请大家自由朗读一下。

（生自由朗读。）

师：好，请同学们看黑板。题

目是“再别康桥”，从这个题目里

边我们能知道这首诗是写什么内

容的诗吗？

生：离别诗。

师：对。离别诗或送别诗，我

们已在初中或者小学学过。还记得有哪些？

生：《送孟浩然之广陵》。

生：《赠汪伦》。

生：《送友人》。

生：《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生：《送元二使安西》。

师：还有以下这些送别诗。

（投影，生读。）

赋得古原草送别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

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

情。

送 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杯浊酒

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

来时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

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播放《送别》这首歌，学生跟唱。）

师：好，这是送别诗。我们来

看一下，送别一般来说是送人，

“我”送别人，别人送“我”。那我

们来看一下，《再别康桥》是谁送

别谁？谁离别谁？

（生议论。）

师：向谁告别？

生：“我”向康桥告别。

师：是的，“我”向康桥告别。

注意了，一般说告别都是向人告别，作者这里却是向

康桥告别，这样写的目的是什么？

生：可以理解为是他的情感寄托，可能他向康桥

告别，就是他对学校以及学校里他喜欢的一切事物的

告别。

师：哦，这个康桥，作者已经把它看作是人了，是

不是？是他个人的精神情感寄托所在了。好，那么作者

向康桥告别的目的是什么呢？在诗歌里能否找到作者

向康桥告别的目的？同学们相互交流一下。

（生自由讨论。）

生：我觉得作者就是把康桥当成一种寄托，就是

通过写这首诗来表达他对一切美好事物的眷恋与不

舍。

师：嗯，他的目的是表达对康桥的眷念与不舍。你

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生：我就觉得作者在字里行间都体现了一种对康

桥美景的欣赏，还有他不忍心破坏康桥的宁静，也在

康桥寻找到了一种特别宁静美好的氛围。

师：你能说个例句吗？注意，我们在回答问题的时

候一定要回到文本中。

生：比如在第三小节，“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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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条水草”，这里就表现了作者对康桥的一种深深

的热爱之情，愿意把自己奉献给康桥。

师：热爱和眷念。我愿意做康河里的一条水草，水

草知道吗？

生：知道。

师：康河那么大，他却只愿意做里面的一条水草

就心满意足了，从这里可以看出那种眷恋、那种满足，

对吗？还有，作者再别康桥的目的，在诗中有没有答

案？

生：我觉得他还有个目的是寻梦。

师：寻梦？

生：诗当中有一句：“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

青处漫溯。”我觉得结合标题“再别康桥”，他在康桥这

里接受了许多知识，他现在要走向更大更远的人生方

向，或者是背上行囊，走向远方。

师：背上行囊，走向远方，是这个意思吗？所以说

他到这里来是寻梦。那梦怎么讲呢？梦就是梦想、理

想。那么，他是不是到这里来寻找理想呢？是不是他来

告别康桥，是想在康桥寻找理想、梦想呢？

生：不是。

师：“寻梦”的“梦”怎么讲？我们一般说寻梦，会梦

见什么？

生：美好的事。

师：这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梦见自己在日常

生活里千方百计想得到却没得到的东西在梦境里得

到了。那还有种情况是梦见什么？

生：我觉得是对过去在康桥的美好事物的回忆。

师：他的意思是说，“梦”是指过去在康桥生活过

的美好记忆。你们赞成哪个答案？是指向将来，还是指

向过去？

生（齐）：过去。

师：对。这里的“梦”指的是美好，是在康桥生活的

美好。换句话说，作者到康桥是来重温旧梦的。这个

“温”字很有意思，“我”要离别康桥了，今天到这里再

来小温一下过去，再来想想那些在康桥的美好的梦，

重温旧梦。

作者在康桥的经历是他一生中刻骨铭心的。在这

个地方，他跟着罗素学习哲学，跟着拜伦学习诗歌，还

在这个地方有一段浪漫的爱情，追求林徽因。在这里，

在康桥的经历这么美好，所以他要来寻梦。

那怎么寻梦呢？他怎么做的呢？大家看，他寻到没

有呢？

生：寻到了。

生：没有寻到。

师：到底寻到没有呢？前后左右交流一下。

（生议论纷纷。）

师：好，认为寻到了的举手。（不少学生举手）好多

同学都认为寻到了。

生：从“满载一船星辉”可以看出来。因为一般情

况下，我们去做一件事情，如果成功了，那么一定是满

载而归。

师：对了，“满载”这里可以看出来，这个关键词抓

得很好，请同学们做上记号。那“满载一船星辉”的“星

辉”是什么呢？你们看见过星辉没有？

生：没有。

师：星星看见过没有？

生：看见过。

师：星星的光辉就是星辉。

（生会意而笑。）

师：“满载一船星辉”，注意，星星的光辉能装在船

上吗？

生：不能。

师：那这里的“星辉”指的是什么呢？

生：美好的记忆。

师：哦！闪闪发光的美好的记忆。我们在解读诗歌

的时候要注意这个问题，“星辉”具体指的是什么？闪

闪发光的美好的记忆。前面我们的同学做得非常好，

抓住了关键词“满载”。那么，作者寻找梦想，他有什么

样的想法呢？

生：放歌。

师：怎么做？

生：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师：假如这里要去寻找记忆，寻找美好的回忆，你

想放歌，你会怎样放歌？

生（边读边做手势）：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

里放歌。

师：大家站起来一起读。寻梦，起———

生（朗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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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放歌时会有什么样的动作？来做一下。

（生边读边做。）

师：我看到一个同学的动作做得很好。你来做做。

（生示范。）

师：大家看看，“在星辉斑斓里放歌”，那该是什么

样的动作？手要伸开……（头仰望，手斜向上，抖动。）

（生热烈鼓掌。）

师：为什么放歌时手要抖动？

生：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星辉是在河里面的影子，船

在抖动，要配合它所以要抖动。

师：其实，当一个人特别兴奋、特别激动的时候，

说话都不一定能说清楚，别说手要抖动，头也要摇动。

大家再来做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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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边读边做动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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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好。看来作者是找到了梦，找到了过去的美好

记忆。那作者走的时候，他把这些美好的记忆带走了

没有？

生：没有。

师：怎么看出没有的呢？

生：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师：作者不是有意识、有目的地来这里来寻梦的

吗？现在梦也寻到了，他却不带走。为什么呢？

生：我认为徐志摩在康桥寻到了一种回忆，他回

康桥只是想再回忆他以前与林徽因一起探讨的时光，

林徽因是他一生最爱的女人，但她却和别人结婚了。

他在这里是来回忆的。他想把这些回忆当成最美好的

记忆珍藏在康桥，不能把它放出来。

师：哦，你的意思是林徽因有可能爱着别人了，作

者要是把它带走，那就麻烦了。

（生大笑。）

师：这样，我们把它想开点。作者这里的梦、美好

的回忆不只是限于爱情，也有他对社会的、自由的理

想，还有他对诗歌的追求，爱情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

已。我们应该怎么看最后的，走的时候“不带走一片云

彩”？大家互相讨论一下。

（生相互讨论。）

师：谁来说一下？

生：我觉得最美好的回忆应该存在于逝去的地

方，他既然对康桥有美好的回忆就不应该破坏它的完

整。

师：哦。他不愿意破坏这美好记忆的完整。把它放

在这里，存封在这里，保管在这里，不愿带走。还有没

有？

生：我觉得回忆是美好的，把美好的回忆留在这

里，去追求新的生活。

师：哦，你是说这里有美好的回忆，但是还有新的

生活在等待着“我”，那就将它放在这儿，“我”且去追

求美好的生活。

生：不沉浸在过去的回忆中。

师：嗯。还有没有？没有了？还有没有另外一种情

况———并不是美的东西“我”都要把它占为己有？我们

现在回过头看看，开头结尾挺有趣的。你发现趣味没

有？把开头结尾连起来读一读，你就会发现趣味。

（生读开头、结尾两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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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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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发现其中的奇妙没？

生：发现了。

师：你看它的用词用语，有什么奇妙之处？

生：前后呼应。前面是“轻轻的我走了”，后面是

“悄悄的我走了”。还有“招手”“挥一挥衣袖”都是一样

的。

师：对，她发现了在结构上的首尾呼应。请同学们

做好笔记。开头、结尾呼应，只改变了个别的字。一个

是“轻轻的”，一个是“悄悄的”。

“轻轻的”和“悄悄的”我们把它换一下。怎么样？

开头“悄悄的我走了”，结尾“轻轻的我走了”。换一下，

好不好？

生：不好。倒数第二段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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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后面的

“悄悄”对应，这样比较好。

师：她说最后一节与倒数第二节有关联，这是前

后的联系。很好，请同学们在旁边做好笔记。阅读文本

要注意前后联系。前面说了“悄悄是别离的笙箫”，最

后就说“悄悄”，很好！还有吗？

（生摇头。）

师：这里还运用了叠音词。我们要把叠音词的韵

味儿读出来。先自己读一读，看能否读得出来。在读的

时候，请大家想象一下，要有跳舞的感觉。

（生自由朗读。）

师：好，我们一起读。读的时候要想象自己在跳

舞，跳什么样的舞，就把那种感觉读出来。预备，起———

（生齐读首尾两节。）

师：你刚才读的是什么舞的感觉？

生：很轻柔的舞。

师：轻柔的舞是什么舞？

生：民族舞。

师：你能做一下那种轻柔的动作吗？

生：做不来。

师：谁来？（同学推荐一名）我来读，你来把动作跳

起来。

（师读生舞。）

师：我觉得她这舞跳得很好，但是有个动作没做

出来。“我挥一挥衣袖”这个动作，谁再来做做？

（生热情参与。一生表演挥衣袖。）

师：你这动作缺少柔美的感觉，所以说男生一般

动作比较僵硬，跟我也差不多。现在，大家都来做动

作，把我们融入这情境中去。轻轻的我走了，起———

（生齐读首尾两节，并做挥袖的动作。）

师：很好。作者来康河这个地方重温旧梦，但他最

后没有带走一点儿美好的东西。作者写诗，必然会选

择一些意象来表达情感。请把作者选择的意象画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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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看有哪些意象。

（生勾画。）

师：我们一起来说有哪些意象？第一个意象是什

么？

生：云彩。

师：第二个意象？

生：金柳。

师：第三个意象？

（有人答艳影，有人答夕阳。）

师：注意，夕阳是来写金柳的。那下一个是什么？

生：艳影。

师：艳影还是写金柳的。应该是什么？

生：青荇。

师：那么再往下呢？

生：水草。

师：柔波是不是？“我甘心做一条水草”这不是，这

是对康河而言的。下一个？

生：潭。

师：什么潭啊？拜伦潭？再往后呢？

生：虹。

师：虹是不是意象呢？不是，它是来写潭的。明白

吗？后面该是什么？

生：星辉。

师：接下来是什么呢？

生：夏虫。

师：夏虫，好。作者选择了这么多的意象，你觉得

哪个意象最有趣味？请在旁边做上批注，并说明它的

趣味在哪里。

（生批注。）

生：我选的是“星辉”。星辉它不像太阳那么刺眼，

而是很柔和。

生：星辉是作者的美好回忆。

师：他是从效果的角度批注，你是从内容的角度

批注。

生：我批注的是“青荇”。青荇它是柔和的，表现出

作者对康桥的喜爱与眷恋。

生：我选的是“云彩”。我觉得这个很美，代表了我

们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

生：我选的是“金柳”。因为柳是很柔美的，后面说

“是夕阳中的新娘”，作者把柳比作人，都是很柔美的

感觉，也表现出作者对康桥的美好的感情。

师：嗯，对康桥的美好的感情。你们见过新娘没

有？

生：见过。

师：新娘是很漂亮的，这里把金柳比作新娘。“波

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我们来读一下这句。

（生齐读。）

师：没读出来，我来读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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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有种荡秋千感。）

（生鼓掌。）

师：大家再来读一下。

（生有感情地齐读。）

师：我们把全诗连起来读，要读得入情入境，有滋

有味。

（生齐读。下课。）

【教学后记】

本节课，我觉得有高度，有立体感，学生参与充

分，特别是让学生体验“放歌”“轻轻”“悄悄”，进行得

很顺利。

砍掉了一些插入内容———对徐志摩的介绍，更干

净利落。对徐志摩的了解不是这首诗学习的目的，所

以淡化了对作者的介绍。这一课，不是对徐志摩思想

性格的全面认识———想通过一首诗的教学全面认识

一个诗人也是不可能的，从语文教学的责任来说也是

没有必要的（这区别于大学、研究生对诗人的专题研

究）。对这首诗的理解，特别是徐志摩为什么对康桥如

此眷恋，存在着多种解读，但不管哪种解读，我们都要

向着有利于学生语文素养健康发展的方向进行，而不

能简单地顺从学生的“求爱心理”———如果单纯地从

爱情的角度去解读，难免“读误”。

诗歌教学，一定要让学生从中读出美感，即使是

爱情，也要从中看到美、读出美。本课教学，着眼于培

养学生纯正的文学审美趣味，将“爱情”一说置于“美”

的大背景下，以意象分析为中心，其他教学任务则围

绕这一中心进行。

不足之处：对引进的三首诗的运用还不充分，因

为这三首诗的一些意象可以用来理解本诗的意象。也

许是这样的教学时间安排的必然结果。这不能不说是

一个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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