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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0 月，教育部决定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在其中的

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中，首次增加了心理学、哲学、中国语言文

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科，新文科建设对传统学科提出了新要求。2019 年

5 月，教育部、科技部等 13 个部门正式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

要求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和新文科建设，全面实现高等教

育内涵式发展。自此，新文科建设已成为新时代文科建设的核心问题，

并逐渐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战略。  

其中，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实为近代产物。1898 年京师大学堂创办，

始有“文学”科。1902 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设立中国文学门，中国文学

形态初具。1910 年分科大学开办，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作为文科的一个

教学建制正式成立，1919 年改称中国文学系，标志着中国语言文学作为

独立学科得以确立。20 世纪 50 年代，高校院系调整后，国文系改称为

中国语言文学系，学科涵盖语言和文学两大类。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即使在中国语言文学内部，越来越精细的学科分野，越来越细致的专业

操作，甚至越来越艰涩的学术语言，使学科内部的隔膜愈加突出，这导

致中文学科在人才培养中普遍存在领域限制、视野狭窄以及专精有余、

博通不足的问题，这种所谓的“专业化”使学科发展渐失“活水”，这大概

也是新文科倡导学科融合的原因吧。  

内江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在 2019 年被四川省教育厅确定为首

批“四川省一流本科建设专业”，为了进一步打造成渝中部地区文化高地，

进一步探索“新文科”视野中中文专业的科研和教学实践，文学院组织教

师结合自身专业背景及教学实践撰写“新中文探索”系列丛书。  

本丛书分为学术专著和教材两种类型。学术专著力求在师范类高校

汉语言文学专业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以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中心，将文

学与教育学、哲学、艺术、历史学、传播学等学科深度融合，在以往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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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隔绝的各学科之间寻找结合点，在多维理论背景下阐释问题，力求梳

理新的学术肌理，形成新中文研究增长点。如以儒、道、佛哲学思想为

切入点分析文人画家在中华文化背景下的艺术思维，并针对我国当下影

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偏差“对症下药”。研究者无论在理论融合

和案例实践方面都寻求新突破，能够与该领域前沿进行对话。又如将语

言文学置于传播学的视野下，通过对文学传播的各个要素做全面的分析

研究，总结文学传播的规律，研究文学传播的多样性，并从大众传播延

伸到分众传播的研究中，把握互联网时代文学传播的规律。又如研究现

代主义的本土化历程既要在文学内外、中西之间探源溯流，更要在历史

文化的特定需求中寻找文化变异的依据。有的老师有意识地带领学生，

通过访谈形式，在人文多学科多领域进行对话，让学生感受跨学科精神

撞击的火花。相信这样的研究是在新时代对“文史哲”融合的回归。  

教材类丛书侧重于对基础文本的解读，如国学教育注重对原典的解

读。学习者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研读这些原典，从而夯实专业基础，在

原典的解读习得重拾“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

惠后学”（钱大昕《答西庄书》）的传统治学态度，在传统中领会中华文

化之精髓。今日，国学教育已渐成国内高校课程体系的重要一环，也是

新中文强调“中国方法”的基石。当然，回归传统并不是排斥现代，泥古

不化。比如在解读唐代诗歌，列举“历代诗话”之后，教师与学生仍然会

以更加鲜活的个体形式与古代对话，学生和唐代诗歌经典有了新的联系，

学习主体性在古今之间的建构是对传统文本进行的一种激发新意的探

索。  

总之，既要尝试学科融合，对传统中文有重构，研究有新见，又望

这种探索能够在更大视野中深化学生对中文学科知识的理解，提升其创

新能力，这就是我们编辑新中文系列丛书的宗旨。尽管作者们著述力求

辨析慎密、言出有证，或自谓创见，但是鉴于水平和学力，大概只能是

抛砖引玉，期待大家指导！  

 

内江师范学院文学院  

2022 年 4 月     

 



 

 

 

 

 

 

自 2017 年秋季起，全国中小学语文教材统一使用“部编

版”。本书以“部编版”教材（一至九年级语文 2019 年版）为依

据，对 18 册语文教材中的唐代诗词进行系统研究与分析，主要

采用文献研究、比较分析、经验总结等研究方法，对教材中所

选作品逐首从诗歌再现、作者作品介绍、历代名家点评、研读

心得和教学心得五个方面进行系统梳理，最后按教材的顺序编

撰成书，以期为中小学一线教师提供有力有效的教学参考，并

为唐代诗词爱好者提供较为翔实的资料。  

本书主要特色如下：  

一是有高校教师、中小学一线教师及高校学生等的广泛参

与。本书在撰写过程中既有高校古代文学专任教师的悉心指导，

又有中小学一线语文教师的教学总结，还有汉语言文学专业本

科学生的广泛调研，综合了多方力量，团队科研能力较强。  

二是紧密结合教材，对“部编版”中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唐代

诗词进行系统整理。中小学语文教材中所选唐代诗词种类丰富，

所选诗人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唐代社会各阶层人士，对此进

行专题研究有利于从整体上对唐代诗词进行解读。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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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设置诗歌作者作品介绍及历代名家点评专栏，由编者

及撰写研读心得的学生对所选诗词进行学术史梳理，以期能够

解决一线教师查找文献资料困难的实际问题。历代名家点评专

栏力图梳理自唐至近代主要文人对该首诗词的评论，主要拟为

读者检索提供便利。  

四是设有研读心得专栏，此专栏主要由内江师范学院文学

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撰写，撰写者在认真梳理历代诗评及

借鉴一线教学名师授课视频、相关论文的基础上进行撰写，力

争对读者理解诗词有所启示。  

五是设有教学心得专栏，此专栏由中小学一线优秀教师撰

写，撰写者都曾对所写篇目进行过教学，他们在自身教学心得

的基础上进行了整理，力争对读者理解诗词和一线教师教学相

关篇目提供参考。  

因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足和疏漏之处，恳请读者

批评指正。  

 

梁明玉    

2022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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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上册 

咏   鹅  

 诗歌再现  

咏   鹅 
（唐）骆宾王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语言园地一）  

 作者作品介绍  

（唐）刘肃《大唐新语》卷八：华阴杨炯与绛州王勃、范阳卢照邻、

东阳骆宾王皆以文词知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  

（唐）骆宾王《骆丞集》卷二：咏鹅杂言，时年七岁，鹅鹅鹅，曲

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七：宾王七岁咏鹅云：“鹅鹅鹅，曲

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明）胡应麟《补唐书骆侍御传》：骆宾王，越东阳郡人也。父为

博昌令。宾王生七岁能诗，尝嬉戏池上，客指鹅群令赋焉，应声曰“白毛

浮渌水，红掌拨清波”，客叹诧呼神童。  

（明）胡应麟《史书占毕》卷四：武以淫牝秽乱唐室，实旷劫所无

之变，而一代英才杰士俯首臣伏，无敢声其罪者，独骆宾王，广陵一檄

词，严义正足，寒猾贼之胆，盖唐初第一流人物也。  

（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二二：骆丞文好以数对，如“秦地重

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号为“算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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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读心得  

本诗作者不仅观察十分细致，描写生动形象，同时还将儿童的心性、

稚嫩的语气表现得淋漓尽致，令人拍案叫绝。全诗自然贴切，具有儿歌

形象鲜明的特点。  

这首广为流传的诗歌，没有什么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哲理，而是以清

新欢快的语言，抓住鹅的突出特征来描写，能够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符合一年级学生的心理特征和兴趣要求，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我国儿

童文学宝库中的珍贵遗产。诗歌写得自然、真切、传神，使学生充分了

解了鹅的形象和情态。  

（杜金江）  

 教学心得  

《咏鹅》是部编教材收录的第一首古诗，放在语文园地一的“日积月

累”板块。我在教学时，以激发学习古诗的兴趣和识字教学为目标，引领

孩子们兴趣盎然地走进古诗的殿堂。  

首先，让学生展示自己学前能背的古诗，激发学习的热情。有孩子

背到了《咏鹅》，就顺势引出新课，出示书上插图，引导学生观察：多

么美的一只白鹅啊！七岁的骆宾王开心地写下了这首诗——《咏鹅》。

题目里哪个字有赞美的意思？“咏鹅”就是赞美鹅的意思。  

然后，多种形式朗读古诗，以教师领读、学生跟读、伙伴互读等方

式正音、断句，做到正确朗读。通过朗读、字词定位、图文结合等方式

鼓励学生认识诗中的生字。通过老师说诗意，学生读诗句，理解诗句赞

美了鹅的什么，感受古诗的情感美。  

最后，在熟读的基础上，指导学生练习背诵，感受古诗的语言美。

鼓励学生课余诵读其他的古诗词，在古诗的殿堂里自由徜徉，日积月累，

唤醒诗词文化的基因。  

（内江市桐梓坝小学校   温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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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  

 诗歌再现  

画  

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  

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  

（识字  第 6 课）  

 作者作品介绍  

《画》的作者众说纷纭，有的署名王维，有的署名大川禅师，有的

署名元代王冕，或明唐伯虎，或清代高鼎。根据已有的史料，它更像上

是偈颂的节选。作者很可能是南宋僧人道川，源出其《金刚般若波罗蜜

经颂》（又称《川老金刚经注》）。颂曰：“远观山在色，近听水无声。

春去花犹在，人来鸟不惊。头头皆显露，物物体元平。如何言不会，只

为太分明。” 

 历代名家点评  

（宋）释惟白《续灯录》卷八：师云：“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

成佛，敢问诸人，作幺生说个见性底道理。”良久，云：“远观山有色，近

听水无声。” 

（元）贤重《寿昌无明和尚语录》卷一：师曰：“噫，莫道无事好。

金刚与泥人揩背，汝等作幺生商量。”僧曰：“远观山有色，近听水无声。”

师曰：“好事不如无。” 

（明）韩岩集解、程衷懋补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补注》引作：虽

曰实相，其实无相。但就无相中能生照心，比之顽空者不同，故言为非，

不是竟言无。如龟毛兔角，只说龟无毛，兔无角，不说无龟毛兔角，只

说实相无相，不说无实相。达摩曰：“若解实相，即见非相。正犹水中盐

味，色里胶青，决定是有，不见其形。是故如来虚名之为实相传。”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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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生与寿者，蕴上立虚名。如龟毛不实，似兔角无形。”川禅师云：“山

河大地，甚处得来？颂曰：远观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犹在，人

来鸟不惊。头头皆显露，物物体元平。如何言不会，只为太分明。” 

（清）释迦陵性音《宗鉴法林》卷四七：“天童华云：我闻独眼龙，

果然只具一只眼。忽有衲僧出来问：一人所在即不问，如何是半人所在？

劈脊便棒。更问如何是一人所在？便与连夜赶出。何故？一不做二不休。

嵩乳密云：远观山有色，近听水无声。且道者里是一人所在？是半人所

在？拈竹篦击一下云：土地前更着一分。” 

 研读心得  

原诗为“远观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头头

皆显露，物物体元平。如何言不会，只为太分明”。该诗是对清净自性的

体悟，以及清净自性对于显现之物的观察。  

另，虽说禅诗是越写越明，但抛开后四句，我们仍可从其中窥得其

禅味一二。若抛开原有题目的限制，那么，诗歌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

悖论：流水一泻而下，在近处怎么就听不到声呢？春天远去了，花怎么

还在呢？人走近了，鸟怎么不受惊呢？这就不是日常生活的一般体验了，

而是一种特殊的宗教体验，即禅宗体验。在因果论中，万物所存有其因，

因而生物，物存在色，物本空无，也就是禅宗中的“色空一如”。看山非

山，看水非水，无春但春在心，对于禅者修为达到一定进阶，便可不问

春秋色，归心四季同，也就“人鸟不相乱，见兽皆相亲”。  

在自然描写中不着痕迹地暗示禅意、禅趣、禅理，此乃诗人的高明

之处，中国古代禅诗浩如烟海，但绝大部分禅诗都指明或比较明显地暗

示出诗歌的禅意、禅趣、禅理，只有极少部分禅诗将禅意与描写自然不

着痕迹地交融在一起。比如王维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

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该诗以动写静，反映了诗人心境之空无，

这正是禅境的体现，但是诗歌的描写极为自然，毫无“理”的痕迹，也就

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境界。  

（周海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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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心得  

《画》是教材中继拼音教学及《咏鹅》之后的第一首正式出现在课

文中的唐诗。教参中明确此诗是一则“五言谜语诗”，谜面描述了山、水、

花、鸟等景物，通过远、近、来、去等方位或动作的变化，凸显“画”的

形象特征。教学时，我结合本单元的识字目标和插图“水墨画”等，引领

孩子们积累字词，给予学生传统文化的熏陶感染。  

首先，出示教材中的插图“水墨画”，学生观察后得到山水相衬、花

鸟不惊的信息，教师顺势出示《画》，师生共读，做到朗读准确，停顿

到位，进而引导学生联系生活，重读差异，读出韵味，朗读的形式可多

样（分组读、自由读、师引读、生示读等）。  

其次，采用对比，理解谜底“画”。学生熟读诗句，圈画诗中景物，

结合所见所闻说说诗中景物与现实情景的不同，通过想象、表演、朗读

等形式，感悟诗意，感受古诗的趣味性。  

最后，师生结合插图“水墨画”，共同诵读《画》，联系生活记诵诗

中反义词，并结合书中田字格书写“水、去、来、不”，教师示范，学生

练习，进而拓展阅读，给予学生传统文化的熏陶感染。  

（内江市桐梓坝小学校   拾顺利）  

 

悯   农  

 诗歌再现  

悯农（其二） 

（唐）李绅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识字  语文园地五）  

http://guoxue.baike.so.com/query/view?id=2766e46cf7ba0719379e3086628ca6ca&type=poem
https://www.so.com/s?src=verse_card&q=%E6%9D%8E%E7%BB%85%E7%9A%84%E8%AF%97&psid=d1fd0bdedf21310adf9cb63e823a32de&fr=se_toolbar_undefaults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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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作品介绍  

此诗作者主要有李绅和聂夷中两种说法：  

1. 李绅说  

（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三九：绅初以《古风》求知于吕温，

温见其齐煦，诵其《悯农》诗曰：“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

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又曰：“此人必为卿相。”果如其言。  

（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上（江都事）：初，李公赴荐，常以《古

风》求知，吕光化温谓齐员外煦及弟恭曰：“吾观李二十秀才之文，斯人

必为卿相。”果如其言。  

2. 聂夷中说  

（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二：咸通中，礼部侍郎高湜知举，榜

内孤贫者公乘亿，赋诗三百首，人多书于屋壁。许棠有《洞庭诗》尤工，

诗人谓之“许洞庭”。最奇者有聂夷中，河南中都人，少贫苦，精于古体，

有《公子家》诗云：“种花于西园，花发青楼道。花下一禾生，去之为恶

草。”又《咏田家》诗云：“父耕原上田，子劚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

已修仓。”又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念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又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

心，化为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所谓言近意远，合《三百

篇》之旨也。  

 历代名家点评  

（明）周珽《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吴山民曰：由仁爱中写出，精

透可怜，安得与风月语同看？知稼穑之艰难，必不忍以荒淫尽民膏脂矣。

今之高卧水殿风亭，犹苦炎燠者，设身“日午汗滴”当何如？  

（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一：诗苦于无意；有意矣，又苦于无辞。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8617239&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4722109&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4722109&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2737076&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2993900&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8898290&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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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聂夷中之“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诗之

所以难得也。  

（清）徐增《而庵说唐诗》：种禾偏在极热之天，赤日呆呆，当正

午之际，锄者在田里做活，真要热杀人……及至转成四糙，煮饭堆盘，

白如象齿，尽意大嚼，那知所餐之米，一粒一粒，皆农人肋骨上汗雨中

锄出来者也！公垂作此诗，宜乎克昌其后。此题“悯”字，自必点出，若

说得透彻，则“悯”字在其中矣。  

（清）吴瑞荣《唐诗笺要》：至情处莫非天理。暴弃天物者不怕霹

雳，却当感动斯语。  

（清）贺裳《载酒园诗话》：“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理原不足以

碍诗之妙。如元次山《舂陵行》、孟东野《游子吟》、韩退之《拘幽操》、

李公垂《悯农》（即《古风》）诗，真六经鼓吹。  

（清）李锳《诗法易简录》：此种诗纯以意胜，不在言语之工，《豳》

之变风也。  

刘永济《唐人绝句精华》：此二诗说尽农民遭剥削之苦，与剥削阶

级不知稼穑艰难之事，而王士禛（《唐人万旨绝句选》）乃不入选，但

以肤廓为空灵、以缥渺为神韵，宜人多有不满之论。  

 研读心得  

首句“锄禾日当午”点出时间，已有“辛苦”之意。二句“汗滴禾下土”，

更见“辛苦”。三句转写“盘中餐”，四句结出“粒粒皆辛苦”。语语动人，已

经成为家喻户晓的格言了。  

（唐杰）  

 教学心得  

《悯农（其二）》全诗共四句，语言朴实无华，描述了在烈日炎炎

的中午，农民们还在禾地里锄草，汗水滴到禾苗下的泥土中的情景。可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2950447&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76543617&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74278922&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74781907&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5035107&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4102091&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2980866&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6892901&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982264&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253073&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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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谁明白人们碗里的每一粒饭都饱含着农民的辛勤劳动呢？此诗道出了

劳动的艰辛和劳动果实的来之不易，表达了作者热爱劳动人民，珍惜劳

动成果的情感。在教学过程中，除了要让学生借助拼音认识生字，读准、

读通、背诵诗歌外，还要达到教育的目的：让孩子们认识到浪费可耻，

节约光荣，养成爱惜粮食、珍惜别人劳动成果的好习惯，让他们尊重辛

勤劳动的农民。我在教学《悯农（其二）》一课时，针对课文内容，运

用插图引导学生开展了两次对话练习：第一次，出示插图（农民正在烈

日下给禾苗锄草，汗水直往下滴）。我问：“看到这个画面，你们有什么

想讲的吗？”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举起了手。这一问，既创设了情境，拓展

了学生们的思维能力，又激发了学生们的学习兴趣，让他们得到初步的

情感体验，为学习更多诗文做好铺垫；第二次是在学生理解诗意的基础

上进行的。再次出示上图：“请同学们再看这张图，面对着农民辛辛苦苦

种出来的粮食，你们有什么想对大家或者对自己讲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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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了前面情感体验的铺垫，学生们争先恐后地发言：我想对自

己讲要爱惜粮食；我想对同学讲吃饭时不要掉饭粒；我想对爸爸妈妈讲

假如浪费了粮食，农民伯伯的辛苦就白费了；我想要在食堂贴一个标语

“浪费可耻，节约光荣”以呼吁大家一起“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部编版“日积月累”有着积累的特色。我给学生们补充了李绅的另一

首古诗《悯农（其一）》：“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

夫犹饿死。”同时，让《悯农（其二）》中的“粒粒”与《悯农（其一）》

中的“子”和诗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与“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紧密相连，其义与情迎刃而解。如此辛劳的劳动者居然“犹饿死”，巧妙

地激发学生们对劳动人民的悲悯之情，让学生们树立劳动光荣，剥夺别

人的劳动成果可耻的核心价值观。  

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诗和乐一直是紧密相伴的。古代的诗是能

够吟唱的，而古代的乐也总是带有许多诗意和想象的。因为古诗短小、

朗朗上口，孩子们很小就听熟或背熟了。在教学中，通过诵读、吟唱、

想象等方式，学生们能在自己熟悉的诗歌中获得更多的体验。  

（内江市桐梓坝小学校   刘丽华）  

古朗月行  

 诗歌再现  

古朗月行（节选）  

（唐）李白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  

（课文  语文园地六）  

 作者作品介绍  

http://guoxue.baike.so.com/query/view?id=ee43df9763f8b65009157956a8ce7bc5&type=poem
https://guoxue.baike.so.com/query/index?type=poem&author_poem=%E6%9D%8E%E7%99%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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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云：“按此诗借月以引兴。日，

君象；月，臣象。盖为安禄山之叛，兆于贵妃而作也。” 

（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卢仝《月蚀》诗，生于李白之《古朗

月行》。李白《古朗月行》，生于《天问》‘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

维何？而顾菟在腹’数语。始则微辞含寄，终至破口发村，灵均氏亦何料

到此！” 

（明）胡震亨《李杜诗通》：“曲始鲍照，叙闺阁玩赏。白则借自刺

阴之太盛，思去之。或似指太真妃言。便觉可疑、可问。不待后语（首

二句下）。” 

 历代名家点评  

（清）沈德潜《唐诗别裁》：暗指贵妃能惑主听。  

（清）陈沆《诗比兴笺》：忧禄山将叛时作。月后象，日君象。禄

山之祸兆于女宠，故言蟾食月明，以喻宫闱之蛊惑。九乌无羿射，以见

太阳之倾危，而究归诸阴精沦惑，则以明皇本英明之辟，若非沉溺声以

安危乐亡而不悟耶？危机之际忧愤之词。  

（清）王闿运《王闿运手批唐诗选》：先本咏月，后乃思及杨妃。

胡前后不相顾？  

（清）爱新觉罗·弘历敕编《唐宋诗醇》卷三：寓托处书法谨严。蟾

蜍以比禄山，阴精以刺太真，取义皆切。羿射九乌，以彼比此。原无指

实，必字字为之附会，则凿矣。  

 研读心得  

初读《古朗月行》时停留在认识多个生字而已，只了解诗的本意，

对于诗中所表达的情感不能够很好地把握住，对诗的理解也有待提升。

反复吟诵几番之后，心头的情感慢慢涌现，再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就逐

渐明了了诗人所作之情。诗就是李白的思想，也彰显出李白的浪漫主义

情怀和他童年时的天真遐想。诗人多采用月亮等意象，将多个意象神秘

化，隐晦地表达对大唐的担忧，抒发了诗人浓烈的爱国情怀。  

（沙哥子）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43948110&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40966&ss_c=ssc.citiao.link
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5%94%90%E9%9F%B3%E7%99%B8%E7%AD%BE%E3%80%8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6%9C%88%E8%9A%80%E3%80%8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5%8F%A4%E6%9C%97%E6%9C%88%E8%A1%8C%E3%80%8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5%8F%A4%E6%9C%97%E6%9C%88%E8%A1%8C%E3%80%8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5%8F%A4%E6%9C%97%E6%9C%88%E8%A1%8C%E3%80%8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5%A4%A9%E9%97%AE%E3%80%8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6%9D%8E%E6%9D%9C%E8%AF%97%E9%80%9A%E3%80%8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5%94%90%E8%AF%97%E5%88%AB%E8%A3%81%E3%80%8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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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心得  

教学时，我通过多媒体再现古诗情境，激发学生对古诗的兴趣，从

直观上感知古诗描绘的情境美，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美丽的月光吸引

了学生的注意力，也激发了学生对月亮的喜爱，同时让学生感悟到古诗

的情境美，用句式“（     ）的月亮像（     ）。”训练学生的语言表达

能力，同时引出李白眼里的月亮是怎样的，使学生与古诗产生共鸣。  

通过反复诵读，学生在诵读中读出趣味。在处理阅读与感悟上，从

易到难：先读准字音，读通、读顺古诗，再读出古诗的节奏和韵律美，

最后图文结合，加以想象读。让学生参与读书，自主读书，从读书中感

悟古诗。  

在想象读的这个环节，我创设情境，化学生为小李白，通过问“小李

白，你喜欢怎样看月亮呀”“你把那又圆又亮的东西叫什么呀”的设置，帮

助学生理解诗的意思，也再创了古诗的情境，学生体会到了李白儿童时

代的天真可爱，在品读中引出趣味。接着追问孩子：“你为什么这样读？”

进一步深化学生们的读书体验。  

然后，老师戴上月亮的头饰扮演月亮，“我是月亮，我来了，你们怎

样赞美我？”学生在经历语言训练的同时，也经历了情感的熏陶，“月亮

真美，我要美美地读。”教师再说：“我带来了许多月亮上的秘密，谁想了

解就抓住机会吧。”以此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孩子们争先恐后地表达着

自己的疑问，如“嫦娥长得怎么样”“月亮上真的有桂花树吗”“它真的砍不

断吗”。我不由得想：孩子们不也是一个个小李白吗？就让他们带上这份

好奇，这份童稚，带上他们天真的想象吧，让他们在这样的情境中去品

读古诗！  

（内江市桐梓坝小学校   刘丽华）  

 

风  

 诗歌再现  



九年级下册 

 
 13   

风  

（唐）李  峤  

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  

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课文  语文园地八）  

 作者作品介绍  

（唐）孟启《本事诗》事感（第二）：天宝末，玄宗尝乘月登勤政

楼，命梨园弟子歌数阕……因凄然泣下，不终曲而起，曰：“李峤真才子

也。” 

（五代）刘昫《旧唐书》卷九四：“为儿童时，梦有神人遗之双笔，

自是渐有学业。弱冠举进士，累转监察御史。”“则天深加接待，朝廷每

有大手笔，皆特令峤为之。”“三年，又加修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封

赵国公。景龙三年，罢中书令，以特进守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北宋）欧阳修等编《新唐书》卷一二三：为儿时，梦人遗双笔，

自是有文辞，十五通《五经》，薛元超称之。二十擢进士第，始调安定

尉。举制策甲科，迁长安。时畿尉名文章者，骆宾王、刘光业，峤最少，

与等夷。  

（南宋）佚名《锦绣万花谷别集》卷一：解落三秋月，能开二月花。

渡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历代名家点评  

（北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二四〇：武三思为其文，朝士献诗

者，不可胜纪。唯峤诗冠绝当时。  

（宋）王之道《次韵刘春卿书怀》：李峤真才子。  

（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一：峤富才思，有所属缀，人辄传讽。 

 研读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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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落”一词显示了风柔和的一面，温情脉脉地将摇摇欲坠的枯叶“解

落”，读来并不感到萧瑟凄凉，反而感觉到风的柔和，似乎她在轻轻抚摸，

使枯叶不觉疼痛地缓缓飘落。  

作者通过风表现了万物的动态美，但不易发觉的是，这动态又有时

间长短的区别，解落枯叶、催开春花，都是长时间的，风轻轻吹，吹了

一季，才使花叶生长或凋零；千层浪起、万竿竹斜，都是短时间的，一

阵狂风呼啸而过，便有了这种画面。一个是细水长流的，一个是短暂突

然的，表现了诗人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  

此诗写风，而正文中无一“风”字，如果遮盖标题，这首诗就可当作

一个谜语来解。风在日常生活中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能通过其他物

体的形态变化来观察，因此李峤通篇都是间接描写，和现实中的风一样，

只能间接观察。间接观察、间接描写的熟练运用一来体现了诗人对现实

生活的观察，二来体现了诗人对文字的驾驭度。  

（郭其熹）  

 教学心得  

《风》是部编版一年级上册“语文园地八”收录的一篇诗歌，这首诗

作者李峤采用了间接描写的方法，以自己的生活体验为基础，化抽象为

形象，把“风”这一物象的温柔与刚猛写得生动形象，让人过目不忘。  

在教学时，由于本课去除标题后在形式上具有谜语的特点，我把学

过的一首谜语诗《画》与之联系起来，用《画》巧妙地引入课堂教学，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然后出示 PPT，故意不出示课题，先让学生采用

多种方式熟读，然后抽学生来猜作者写的是什么。当然，学生的回答是

多种多样的，不过还是有部分学生猜到了答案。我对所有积极猜谜的孩

子都进行了肯定和鼓励，并且还引导得出正确答案的孩子说出原因，从

而帮助他们真正地理解这首诗描写的对象就是“风”，“风”的特点有两个：

温柔与刚猛。温柔时能轻轻吹落秋天的枯叶，能吹开春天灿烂的鲜花，

刚猛时能掀起滔天的巨浪，也可以折弯无数的翠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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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们充分理解了本诗的内容后，我点拨学生，让学生们领悟到

诗人所写的景色都来源于对生活细致的体验，让他们初步感知到生活才

是写作的源泉，从而鼓励他们平时要在生活中仔细观察，多加体会，才

能有所领悟。  

最后，为了激发他们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喜爱，我布置了一项作业，

让孩子们回家后去读十首谜语诗，并且猜猜答案是什么。通过这项作业，

使孩子们了解我国诗歌的魅力，进而产生对古诗的喜爱之情。  

（内江市桐梓坝小学校   赵筱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