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编初中语文九年级下册第一单元整体教学设计 

PART 01 

设计背景 

统编初中语文九年级下册第一单元选编了一组从不同角度体现

时代精神的现当代诗歌。八首诗歌文体同中有异，其中《祖国啊，我

亲爱的祖国》《短诗五首》等六首是中国新诗；《梅岭三章》是以旧

体表现时代内容的诗作；《海燕》则是一首外国散文诗。诗歌主题也

较为丰富，或饱含丰厚的情感，或蕴含深刻的哲理。其中《祖国啊，

我亲爱的祖国》具有沉重的历史感，运用丰富的意象，抒发了诗人对

祖国浓烈的热爱之情；卞之琳的《断章》和聂鲁达的《统一》是哲理

诗，蕴含着人生哲思，引发思考；陈毅的《梅岭三章》、芦荻的《风

雨吟》以及高尔基的《海燕》属于革命诗，歌颂伟大的革命精神；沈

尹默的《月夜》是一首理想诗，表现诗人对独立自由的追求；还有戴

望舒的《萧红墓畔口占》写出了诗人对友人的真挚悼念之情，赞美了

萧红不屈的英姿。这一单元集中编排诗歌，要着眼诗歌的文体特征展

开教学。基于七年级、八年级上学期及九年级上学期对于诗歌的学习，

学生已经掌握了一些阅读现当代诗歌的方法。本单元将有机关联整个

初中阶段的诗歌教学，适当迁移课外诗歌，继续培养学生阅读诗歌的

能力。 

单元整体设计的核心任务是：我校将举办以“云中我荐锦诗来”为

主题的诗歌节，现向全校学生征集课外能体现时代精神的现当代诗歌，

请选择一首符合主题要求的诗歌，录制朗诵视频，并附上不少于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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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推荐词参选。这一核心任务虽然指向的是课外诗歌的朗诵和欣赏，

但和本单元课文的学习密不可分，也契合了本单元的人文主题“时代

精神”。学生通过八首诗歌的求同比异，可以感受新诗内容和形式上

的变化；可以借助每首诗歌的背景资料，窥见诗人们的创作意图；可

以通过把握感情基调，走近诗人的内心世界；可以赏析诗歌中丰富的

意象群、独特的意象等，感受诗歌营造的意境，揣摩意象背后的深刻

意蕴；也可以关注诗歌中语言的跳跃性、省略性、陌生化，圆周句式

等，体悟独特的言语形式中潜藏的诗理；还可以分析诗歌中主客流转、

象征等写作手法，体会诗歌的抒情性；也可以在反复诵读中，把握韵

律、节奏，感受诗歌的音乐美；还可以将所学的阅读策略运用到课外

诗歌中，举一反三……单元课文不但是时代精神的结晶，更是解读、

诵读现当代诗歌的范本。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可以掌握阅读现当代诗

歌的常用方法，从而更好地进行课外自主阅读，真正提升阅读诗歌的

素养。 

本单元整体教学设计分四个课段推进。第一课段是初读诗歌，分

析新诗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第二课段是从人物背景、感情基调、

意象特点、语言特色、写作手法等方面解读诗歌，总结并运用欣赏现

当代诗歌的一般策略；第三课段是通过反复朗诵，教师范读和示例，

感受韵律、节奏、语言等诗歌美感，把握诗歌的重音、停连、语气等，

写好朗诵脚本，录制朗诵视频；第四课段，学生自主选择符合活动主

题的诗歌，根据第二、三课段归纳的阅读现当代诗歌的方法，撰写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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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词，并朗诵该诗歌。四个课段各有侧重点，又有层进关系，需要一

步一步推进完成最后的任务。 

PART 02 

学习需要分析 

一、课程标准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在第四学段（7~9 年级）

的目标中要求：“学生欣赏文学作品，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初步领悟

作品的内涵，能对作品感人的情境和形象说出自己的体验，品味作品

中富于表现力的语言。” 

在课程内容中，本单元的课文契合“发展型学习任务群”中“文学

阅读与创意表达”的要求，其第四课段（7~9 年级）旨在引导学生“体

会作者通过语言和形象构建的艺术世界，借鉴其中的写作手法，表达

自己对自然的观察和思考，抒发自己的情感”，“学习欣赏、品味作品

的语言、形象等，交流审美感受，体会作品的情感和思想内涵；尝试

写诗歌”。 

在第四学段（7~9 年级）的“学业质量描述”中要求学生要通过朗

诵，表达对作品的理解，“能从多角度揣摩、品味经典作品中的重要

词句和富有表现力的语言，通过圈点、批注等多种方法呈现对作品中

语言、形象、情感、主题的理解”，并“能通过对阅读过程的梳理、反

思，总结不同类型文学作品的阅读经验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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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和课程评价都要求，在学习现当代诗

歌时，应关注诗歌朗诵、诗歌鉴赏两个方面的内容。在诗歌鉴赏上，

本专题着重于多角度体悟诗歌的情感和哲理。 

二、学情研判 

1.诊断测试 

请从所掌握的现当代诗歌中任选一首，以朗诵的方式呈现自己对

诗歌的理解，并为同学讲解诗歌表达的情感或哲理。 

2.数据分析（测试样本为两个教学班，共计 76 位学生） 

（1）诗歌朗诵：91% 的学生能够有感情地朗诵诗歌，但 76% 的

学生的朗诵缺少必要的重音、停连，缺少语气、语调、节奏的变化。 

（2）诗歌鉴赏：82% 的学生缺少对现当代诗歌整体阅读策略的

把握，无法精准地体悟诗歌表达的情感或哲理；92%的学生缺少多角

度的品析，缺少对诗歌主题个性化的解读。 

3.前测分析 

根据前测试题完成情况的统计，可以发现学生对于有一定的现当

代诗歌阅读积累，基本能够有感情地朗诵新诗，但对所积累的现当代

诗歌大都停留在理解大意的层面上，缺少对现当代诗歌系统性的认识

和一定的阅读策略，缺乏精细化的朗读技巧。具体情况如下：69 位

学生（约占测试人数的 91%）可以把握情感基调进行朗读，但 58 位

学生（约占测试人数的 76%）还缺少精细化的朗诵技巧，缺少必要的

重音、停连，缺少语气、语调、节奏的变化；62 位学生（约占测试

人数的 82%）无法精准地体悟诗歌表达的情感或哲理，70 位学生（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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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测试人数的 92%）缺少多角度的品析，缺少对诗歌主题个性化的解

读。 

三、学习内容确定 

依据前测反馈的情况可知，学生积累了一定的现当代诗歌，能够

熟读并理解大意，但对诗歌的重音、停连、节奏、语气、语调、身体

语言等朗诵技巧的运用，从诗人背景、感情基调、意象特点、语言特

色和写作手法等多角度解读诗歌的情感或哲理，需要进一步学习。因

此，诗歌朗诵和诗歌鉴赏是本专题设计的学习内容。 

PART 03 

学习目标 

一、语言目标 

1.反复诵读诗歌，感受诗歌的韵律、节奏，体会现当代诗歌的音

乐性，并在充分理解诗歌的基础上，把握诗歌的重音、停连、语气等； 

2.能够从人物背景、感情基调、意象特点、语言特色、写作手法

等角度，理解诗歌内容，体悟情感和哲理，体会现当代诗歌的抒情性

和多样性，并运用这些角度解读课外现当代诗歌。 

二、思维目标 

3.能够归纳阅读现当代诗歌的一般策略，并将其运用到多角度欣

赏课内外诗歌中，进行个性化的解读，提升演绎思维和创造思维能力； 

4.能够在反复诵读中，发挥联想与想象，运用一定的朗诵技巧，

通过自己的声音、肢体语言等表达自己对诗歌的深入理解，增强形象

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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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价值目标 

5.欣赏、诵读诗歌，感受新诗的形式美和内在美，获得美的熏陶； 

6.在学习中体悟诗人们：或愿为祖国牺牲一切的使命感，或昂扬

的革命主义精神，或追求独立自主的坚定，获得精神的感染，感受诗

歌的时代性，触摸时代脉搏。 

【核心任务】我校将举办以“云中我荐锦诗来”为主题的诗歌节，

现向全校学生征集课外能体现时代精神的现当代诗歌，请选择一首符

合主题要求的诗歌，录制朗诵视频，并附上不少于 200 字的推荐词参

选。 

PART 04 

教学实施 

01 

第一课段  

寻找新诗天地 

核心任务：阅读诗歌，分析新诗在外在形式上的变化，感受其在

表情达意上的突破与创新。 

一、学习任务 

1.阅读八首诗歌，分别概括初读感受，并归纳八首诗歌在内容上

的共同点； 

2.对比旧体诗，分析新诗在外在形式上的变化，感受其在表情达

意上的突破与创新。 

二、课时安排：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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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习资源 

1.核心资源：本单元八首诗歌； 

2.推荐资源：戴望舒《我用残损的手掌》；鲁迅《人与时》；臧

克家《老马》；艾青《礁石》； 

3.助读材料：艾青《中国新诗六十年》；谢冕《20 世纪中国新

诗:1978—1989》。 

四、完成任务 

（一）捕捉初读感受：自主阅读八首诗歌，用一句话概括每首诗

歌的初读感受，记录在课文空白处。 

（二）寻找相似内容：整体感受八首诗歌在内容上的共通之处，

简单概括，小组交流。 

（提示：内容上主要都是反映新生活，表现新思想。） 

（三）关注诗歌形式：将八首诗歌与旧体诗进行比较，任选一首，

结合小贴士和助读材料，参照示例，从外在形式上说说它新在何处。 

示例：《月夜》之“形式新” 

《月夜》全诗只有四行，分行建构，每行都以“着”结尾，不讲究

押韵和平仄。四个“着”的铺排又在整体上起到平衡作用，具有诗意色

彩。诗句排列错落有致，句式自由。 

（提示：需注意，《梅岭三章》是一组以旧体写新意的现代诗歌，

每首诗相对独立，又有内在联系；《海燕》是一首散文诗，兼有散文

和诗歌的特点，不分行，内容上有一定的跳跃性，富有抒情色彩，具

有诗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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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 

现代诗歌，又称新诗，是一种适应时代的要求，以白话语言展现

现实生活，强调个体的独立性，体现时代精神，并打破旧体诗格律形

式束缚，追求形式自由的新体诗。按照作品的表达方式可以划分为叙

事诗、抒情诗、哲理诗；按照作品语言的音韵格律和结构形式可以划

分为格律诗、自由诗、散文诗和韵脚诗等。 

分行建构是现代诗歌最显著的形式特征。除了自然换行外，跨行

也是一种独特的形态，即将一个完整的语意人为地切分成两行或两行

以上，以达到突出某些内容，增强表达效果，产生文本张力的作用。

此外，每一节句数可一致，可变化，但仍保持一定的节奏，读起来朗

朗上口。 

五、学习评价 

课外阅读戴望舒《我用残损的手掌》、鲁迅《人与时》、臧克家

《老马》、艾青《礁石》，选择其中一首录制成音频，体会这些新诗

的形式美。 

02 

第二课段  

探索解诗密码 

核心任务：研读诗歌，掌握解读现当代诗歌的一般策略：了解人

物背景、把握感情基调、分析意象特点、揣摩语言特色、关注写作手

法等。 

一、学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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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结合学习经验，思考阅读现当代诗歌的一般策略，整理成策略

单； 

2.反复研读诗歌，厘清诗歌的背景资料，把握感情基调，赏析诗

歌中的意象特点、语言特色、表现手法等，体会现当代诗歌的抒情性

和多样性； 

3.品读哲理小诗《统一》《断章》，探究其多元化主题，感受诗

歌解读的个性魅力。 

二、课时安排：4课时 

三、学习资源 

1.核心资源：本单元八首诗歌； 

2.助读资料：谢冕《重新创造的艺术天地》；叶橹《美感的歧义》

（选自《中国现代诗歌名篇赏析》）。 

四、完成任务 

（一）共读探路 

结合学习经验，思考可以从哪些共性的方面解读诗歌，理解诗歌

内容，体会诗歌情感和哲理。将其整理成策略单，形式可以自由多样，

如思维导图、文字、表格等，小组交流、讨论、完善。 

参考角度： 

A.了解作家作品及创作背景 

B.把握感情基调 

C.分析意象/形象 

D.揣摩语言，抓关键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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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发现诗歌独特形式的意味 

G.运用联想与想象 

H.多向理解情感或哲理美 

（二）研读解密 

小组自选三个主要的解密角度研读诗歌，交流探讨，完成相应的

学习任务。 

1.密码藏在背景里。搜集查阅诗歌相关资料，完成“学习任务单

一”，小组交流完善。 

具体要求：① 查阅舒婷生平经历及朦胧诗的概念、兴起时间、

代表人物、特点等相关资料，并查阅诗人创作《祖国啊，我亲爱的祖

国》的背景；② 查阅陈毅生平经历资料，通过查字典，理解《梅岭

三章》中的“章”字；③ 查阅沈尹默、戴望舒、卞之琳、芦荻、聂鲁

达几位诗人生平介绍以及诗歌创作的背景资料；④ 查阅高尔基生平

经历以及《海燕》创作背景资料。 

（提示：解诗的密码之一是“知人论世”。阅读诗歌，可以针对该

诗歌，查阅并选取诗人某一段生活经历和当时的创作背景资料，如时

代背景、作家的创作缘由等，再结合文本，有助于理解“这一首”诗歌

内容，把握诗人的思想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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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感的词句，体会这些词句的共同特点，并用合适的词语概括诗歌的感

情基调，完成“学习任务单二”。可以选用小贴士中的词语，也可以另

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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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快、清新、明丽、温暖、忧愁、伤感、落寞、恬淡、闲适、激

愤、坚定、凄婉、豪迈、奔放、刚劲、低沉、深沉、幽怨、缠绵、昂

扬、热烈、积极、消极…… 

3.密码匿在意象间 

（1）反复研读《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和《海燕》，梳理两

首诗中的意象/形象并进行分类，依据《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的

意象解密示例，完成“学习任务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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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合小贴士，思考诗人在选择意象/形象时，采用了哪些方

法来增强诗歌的艺术感染力，小组讨论总结。 

（提示：可以采用删除法、替换法来品析。分析角度有意象/形

象与表现主题的关联性；意象/形象的独特性/陌生化；意象/形象的组

合/意象群。） 

小贴士： 

意象群。意象群是指按照一定的美学原则，把两个及以上数量的

单纯意象组合起来，使意象之间形成关联的意象组合。这些单纯意象

并非散乱无章、互不干涉的，而是以某种方式或者遵循某种原则排列

在诗歌中。如《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全诗四节围绕中心意象“祖

国”，接续呈现了四组不同的意象群，层次分明，构建了祖国的全幅

图景。 

（3）根据前面所学，依据示例，自制自读课文《梅岭三章》《短

诗五首》的意象学习任务单。 

4.密码散在语言丛 

“诗是语言的艺术”，摘抄、赏析你认为写得最妙的诗句，参考小

贴士，依照示例，为其他几首诗分别制作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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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可以从语言的凝练、跳跃、省略，奇妙的比拟等修辞，

特别的标点符号，特殊句式，陌生化等角度进行赏析。） 

示例：现当代诗歌摘录卡片一 

出处：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诗句：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 

赏析：运用了新奇的比喻，将“祖国”比作“破旧的老水车”，富有

乡土气息，而“纺”和“疲惫的歌”在这里是动宾反常搭配，让人耳目一

新，也更突出了祖国饱经风霜但是仍顽强努力的特点，表达了“我”要

与祖国一起经历风雨、走过艰难困苦的决心。 

小贴士： 

（1）陌生化。即通过对常规常识的偏离，实现语言理解与感受

上的陌生感，赋予人们习以为常的东西、语法规则以一种具有新的意

义、新的审美价值的语言艺术，达到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效果。常见

的陌生化处理的方法有：词语的陌生化（量词混搭、名词并置、主谓

反常搭配、动宾反常搭配、词语交互错位、词类活用）、句式的陌生

化、修辞的陌生化等，如《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中“我是你河边

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纺”和“疲惫的歌”是动

宾反常搭配。 

（2）圆周句式。圆周句式是指重复同类型的句子或词语的一种

修辞手法，即把十分完整的语言单位的几个部分，按圆周形进行连接

排列，组成在意义和音调两方面和谐统一的整体。一般出现在抒发强

烈情感的作品中。如《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中“我是你河边上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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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54514423103

0011320

https://d.book118.com/54514423103001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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