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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AD_E8_AF_AD_E6_c38_56797.htm 【自读导言】 自读要

求 1.通过反复诵读，感受诗歌节奏，体会诗歌内涵。 2.通过

联想想像，领会诗人表达的思想和抒写的情志。 3.收集与作

者、与诗歌内容相关的资料，进一步掌握读诗品诗的方法。 

学习重点 1.对诗歌节奏、韵律的把握。 2.对诗歌“言在此而

意在彼”的领会，体会诗中的言外之意。 （解说：在学习了

一些诗歌的基础上，学生应进一步掌握品味和解读诗歌的方

法。按照学生的实际和“单元提示”中“进一步体会诗歌表

达的思想感情，感受诗歌的节奏和韵律，品味诗歌的语言；

还要展开想像和联想，进入诗歌的艺术境界，与诗人展开心

灵的对话”等要求，确定“自读要求”1、2。为了帮助学生

提高探究能力，培养读诗兴趣，确定自读要求3。） 【自读

程序】 一、交流经验，相互启发 鼓励学生交流自己读诗的经

验，在读诗方法上相互启发，进而相互指导，为自读做好准

备。 二、初步感知，把握节奏 1.学生初读诗歌，利用工具书

解决生字生词。 蔚蓝雾霭桅杆乐疆 清澈祈求暮色 负债蒙恩束

缚 2.学生自由朗读，感知诗歌节奏、语气等。 三、小组合作

，交流成果 1.各学习小组学生间采用合作的方式，进一步正

音，把握朗读时的节奏，推举出各组朗诵代表。 2.各学习小

组交流在图书馆、网络、资料室等收集到的有关莱蒙托夫、

泰戈尔的资料，整理后推举出各组发言人。 3.各学习小组任

选一首诗进行讨论，就诗歌的内涵、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进

行交流，达成一致后准备班内交流。 四、诵读诗歌，把握内



涵 1.各学习小组采用“朗读资料提出见解”的方式展示本组

朗读能力，提出本组理解意见。 2.学生自由发言，通过讨论

，对两首诗内涵有大体一致的看法，但允许多元解读下的不

同看法。 五、品读语言，领悟感情 参考问题： 1.“它到遥远

的异地寻找什么？／它把什么抛弃在故乡？”一句应如何理

解？ 2.“不安分的帆儿却祈求风暴／仿佛风暴里有宁静之邦!

”表达了诗人怎样的人生理想？ 3.请结合自己的生活、学习

、情感经历谈谈对“你在欢乐中倾注了你的心”这句话的理

解。 4.“你完成了你的生存，／你点亮了你自己的灯；／你

所有的都是你自己的，／你对谁也不负债蒙恩；／你仅仅服

从了／你内在的力量”几句诗给你怎样的启示，这和上面所

说的“欢乐”有怎样的关系？ 注意事项： 1.尊重学生的解读

和品味，不用所谓“标准答案”限制学生。 2.对个性化、创

造性的意见要引起重视。 3.引导学生结合诵读时的感受和与

诗人相关的背景资料的理解进行诗歌品读，防止出现架空分

析和胡乱联系的情况。 （解说：诗歌的内涵或者言外之意本

就没有固定、惟一、标准的答案，读诗品诗的过程实质上就

是学生融入主体体验和个性见解的过程。设计这样的“自读

程序”目的在于：充分调动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和情感体验

，使他们能最大限度地融入读诗品诗的过程；鼓励学生发表

富有个性的见解，通过交流合作达成较为一致的看法；对诗

歌内涵和诗人感情的把握是建立在学生充分诵读、充分品味

、充分交流基础之上的。总体上看，读诗经验指导读诗感知

，激活诵读时的情感投入和品读时的个性理解，最后达到“

与诗人心灵对话”的最终目标。） 【自读点拨】 一、关于莱

蒙托夫 米哈依尔尤利耶维奇莱蒙托夫（18141841），俄国诗



人。出身贵族，不到3岁，母亲去世，由外祖母抚养成人。莱

蒙托夫自幼性格忧郁、孤僻。1828年入莫斯科贵族寄宿中学

，开始写诗。1830年考入莫斯科大学，中途转至彼得堡近卫

军骑兵士官学校，1834年毕业后在骠骑兵团服役。1835年发

表长诗《哈吉阿勃列克》和剧本《假面舞会》。1837年2月普

希金遇难，莱蒙托夫写了《诗人之死》一诗，愤怒指出杀害

普希金的凶手就是俄国上流社会。这首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

诗篇震撼了俄国文坛，奠定了诗人作为普希金继承者的地位

，然而却遭到沙皇反动当局的仇视，莱蒙托夫因此被流放高

加索。同年发表《波罗金诺》，歌颂人民在卫国战争中的爱

国主义热情和英雄气概。经外祖母多方奔走，莱蒙托夫

于1838年4月从流放地返回彼得堡原部队。不久，发表民歌体

长诗《商人卡拉什尼科夫之歌》，赞扬不畏强暴的精神

。1839年发表歌颂叛逆精神的长诗《童僧》。1840年长篇小

说《当代英雄》问世，作品成功地塑造了继奥涅金之后又一

个“多余人”形象毕巧林。1841年2月回彼得堡休假，完成著

名长诗《恶魔》。莱蒙托夫本想趁休假之便设法离开军队，

全力投入文学创作，但所得到的是限令48小时内离开首都。

回高加索后，一些仇恨诗人的彼得堡贵族唆使青年军官马尔

蒂诺夫与莱蒙托夫决斗，结果诗人饮弹身亡，年仅27岁。莱

蒙托夫的艺术天才没有得以充分发挥，正如高尔基所说：“

莱蒙托夫是一曲未唱完的歌。”尽管如此，他仍然给我们留

下了许多珍贵的诗篇。 二、关于泰戈尔 泰戈尔，印度著名诗

人、作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生于加尔各答市一个富有

哲学和文学艺术修养的家庭，13岁能创作长诗和颂歌体诗集

。1878年赴英国留学，1880年回国专门从事文学活动。1884年



至1911年担任梵社秘书，20年代创办国际大学。1941年写作控

诉英国殖民统治和相信祖国必将获得独立解放的著名遗言《

文明的危机》。泰戈尔是具有巨大世界影响的作家。他共写

了五十多部诗集，被称为“诗圣”。写了12部中长篇小说，

一百多篇短篇小说，二十多部剧本及大量文学、哲学、政治

论著，并创作了一千五百多幅画，谱写了难以计数的众多歌

曲。文、史、哲、艺、政、经范畴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精

。他的作品反映了印度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压迫下要

求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描写了他们不屈不挠的反抗斗

争，充满了鲜明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同时又富有民

族风格和民族特色，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深受人民群众喜

爱。19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重要诗作有诗集《故事诗集》

（1900）、《吉檀迦利》（1910）、《新月集》（1913）、《

飞鸟集》（1916）、《边缘集》（1938）、《生辰集》（1941

）；重要小说有短篇《还债》（1891）、《弃绝》（1893）

、《素芭》（1893）、《人是活着，还是死了？》（1892）

、《摩诃摩耶》（1892）、《太阳与乌云》（1894），中篇

《四个人》（1916），长篇《沉船》（1906）、《戈拉》

（1910）、《家庭与世界》（1916）、《两姐妹》（1932）；

重要剧作有《顽固堡垒》（1911）、《摩克多塔拉》（1925

）、《人红夹竹桃》（1926）；重要散文有《死亡的贸易》

（1881）、《中国的谈话》（1924）、《俄罗斯书简》（1931

）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