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2 月（总第 193 期） 

507  

教学实践 

浅析“慢”视角解读下的人生愁情 
——以《声声慢》教学设计为例 

◆朱春发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西省南昌市  330022） 

 
摘要：“慢”是一种速度，也是一个过程，一个生命随着时间延缓推移的

过程，而时间之慢又给生命加上了一层厚重感，也让人生中经历的伤感

与愁思变得更加浓重，以往《声声慢》的教学设计多以意象、字词为切

入点，本文将尝试以“慢”视角下的解读进行体会词人的人生愁情，并

以此作教学设计，以期能对今后的教学实施有所参考及借鉴。 

关键词：“慢”视角；教学设计；愁情；声声慢 

 

 

（一）设计分析 
1.教材分析 
《声声慢》选自于 新拟定的高中语文部编本教材必修 2 中

第一单元古代诗词中的第三节宋词四首里的第四首，诗与词在品
读与鉴赏的方法上有相似之处，但其所具有的情感与内涵及特定
的写法并不完全一样，语文核心素养中要求提高学生审美与鉴赏
的能力以及做到文化传承与理解，［1］学习古诗词无疑可以很好地
体现这一点。整个高中对于古诗词的鉴赏与学习也是从这里开始
的，由此教会学生品读与鉴赏的方法，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非常
重要。 

2.学情分析 
必修 2 的古诗词内容对于刚上高中的同学来说，还是存在一

些赏析上的难度的，小学阶段我们大多以朗读感知为主，而初中
阶段较之于高中阶段也仍然还是停留在较浅层次的感知层面，分
析鉴赏及审美层面仍然做得还不够，这也是学生在知识层面上的
不足，［2］语文核心素养的提出以及新的课程标准的颁布又显然对
我们高中阶段的学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古代所成诗词毕
竟远离我们生活的年代，大多数同学在生活经验上也并不足以完
全体会与理解古代词人的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3］这就需要我们
来引导学生走好这一步，教会他们鉴赏与评价的方法，并通过语
言的建构与运用来提高他们的审美鉴赏能力以期能更好地做到
文化传承与理解。［4］ 

3.设计思路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主要从一个特定的切入视角进行贯穿与

解读，明晰词人的思路与写法，体会作者独特的内心情感变化，
激发学生的兴趣与思考，并能够掌握鉴赏诗词的方法，并且学生
在体会作者情感的基础上能生发出一些自己的独特感悟。 

（二）具体设计 
【教学目标】 
1.反复朗读整首词，整体感知词的主要内容。 
2.品味词中的独特语言及抓住词中特定的意象感受词的意

境及词人的感情。 
3.从“慢”视角及知人论世的角度体会词人孤独难遣、无奈

失落、悲苦愁绝的情感变化。 
【教学重难点】 
1.品味词中的独特语言及抓住词中特定的意象感受词的意

境及词人的感情。 
2.从“慢”视角及知人论世的角度体会词人孤独难遣、无奈

失落、悲苦愁绝的情感变化。 
【教学方法】  
朗读体味法、引导点拨法、合作探究法 
【教学用具】 
教科书、多媒体 
【教学时数】  

1 课时 
【教学过程】 
一、新课导入。（4 分钟） 
同学们，对于古代的词人我们熟悉的都有哪些？（预设：苏

轼、陆游、辛弃疾、文天祥……）那有谁来说说你 喜欢谁的词
呢？为什么？（预设：苏轼，因为他的词比较豪迈；陆游，因为
他很爱国……）看来大家以前都有认真听课而且都有自己的想
法，这非常好，那么对于李清照呢？大家是否了解她？（预设：
不太了解、了解的不多……）她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女词人，只
是比较少学到她的词，所以对她的了解也不深，她跟其他人都不
一样。我们可以先来看看她的个人情况（见 PPT，包含个人基本
信息，“南渡”前后的生活状况介绍，再来看看她的一首词《醉
花阴》，写的是等待丈夫归来时的“愁”苦，以“黄花”自比思
念之后的消瘦。这首词在原来的教材里是放在一起的，而新教材
把它删除了，这里给大家简要的讲讲。） 

但今天我们要学的是另外一首，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她的词
到底有什么神奇的地方，她又是一个怎样不一样的人？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全词的主要内容。（3 分钟） 
1．学生自读课文，借助注释及工具书明确需要注意的字词 
（明确：还 huán；戚戚：悲愁、哀伤的样子；将息：调养，

保养；次第：光景，状况。）［5］ 
2.学生再读课文，明确词中主要写了什么内容  
(预设 ：词人内心孤独，伤感；不开心......) 
3.诗、词都是有诗眼、词眼的，你们觉得这首词的词眼是什

么呢？ 
（预设：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4.既然大家都认为词眼是“愁”那就请大家带着这种感情再

读一遍吧。 
（预设：“愁”并不够浓烈及准确，也没有变化。） 
三、鉴赏课文，品味词中的独特语言以及特定的意象初步感

受词的意境以及作者的情感。（28 分钟） 
1.大家刚刚带着“愁”再读了一遍课文，可老师觉得大家还

是没有真正读准确词人的感情，我们先来看下标题《声声慢》，
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词牌名，但大家有没有发现什么不一样的地
方？  

（预设：没什么特别的地方、有一种说话很慢的感觉吧......
明确：“慢”字。） 

2.同学们可以想象一下，什么时候的我们说话好像表现的比
较慢，或者当我们处于什么状态下会感觉做什么都很慢，周围的
时间好像过得也很慢？ 

（预设：失望、不开心、不想理人、懒得说......明确：“慢”
字贯穿了全词，而词人也在“慢”中倾注了自己所有的“愁”。） 

3.从词的第一句开始，“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
戚。”带给大家的是一种怎样的节奏或者感觉？ 

（预设：说话慢，像词人深情地自述自己不幸的身世一般，
娓娓道来；好似一个踉踉跄跄行走着的落魄流浪者一样，极具画
面感......明确：慢节奏，以寻找的动作带出内心情感的渐进，从
开始的内心想要寻找什么到发现周围是冷清的再到好像并没有
什么可以寻找，从而内心更加凄惨失望的心情，这是一个“慢”
的过程，是一种动作慢，过程慢的体现。我们还可以试着把词中
的叠词改成单词体会一下这种语气节奏带来的“慢”的感觉。从
而也明确这种写法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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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再来看看第二句“乍暖还寒时候， 难将息。”它是“慢”
的吗？我们也来看一下。 

（预设：不是、好像是......明确：“将息”是调养、保养的意
思，“乍暖还寒时候”是天气转换的时候，忽冷忽热，变化无常，
受其影响以及词人本身的身体状况，使得难以调养、保养好身体，
而受着“伤痛”，这也是一个慢的过程，不能随自己愿,忍受着一
切......） 

5.我们已经分析了词的前两句，而且也体会出了它确实是
“慢”的体现，这一切好像故意在慢慢地折磨着词人一般，那么
对于后面的词句是不是也一样都体现着“慢”呢？同学们可以试
着用老师用的方法把它们给体会、分析出来，现在大家分小组讨
论一下，待会看谁，哪个组 先完成且完成得较好。 

（明确：三杯两盏淡酒不能暖心至少还可以暖身（满地黄花
堆积，说明已是秋凉之天。），但奈何暖意的到来却不及晚来之急
风迅速，词人顿时还是感觉到冷气袭身，更平添此时心中的悲凉
之意，这是慢；“雁过也，正伤心，确实旧时相识。”以往替词人
送锦书的雁群再经过之时，勾起往日之忆，物是人非之感冲击过
来，以致伤心之情久久不能平静，这也是慢……） 

6.到此处，上阙中的“慢”已经结束了，我们再接着往下阙
看。 

（明确：黄花一点点堆积，人也渐渐憔悴，而如今再也无人
来采摘菊花了，世事沧桑之感又跃然纸上，同样也可见词人之等
待是漫长的，而且 后也只能等来一场空而已，因为“故人”早
已逝去；“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更是极言孤独一人，寂寞
冷清，奈何白昼又太长，心里一直想着如何才能挨到天黑，也极
尽词人内心无尽无果的等待与煎熬；还有那点点滴滴的细雨从白
昼到黄昏，一点一滴都像是在敲打着词人此时孤独的内心，同样
也在这个时间的“长河”里备受煎熬，这同样也是一种慢；“这
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眼前这一个个的光景、场面的慢慢展
开，随着目光逐个“慢慢”地转换，也逐个击打至词人内心，这
又怎是一个愁字可以概括得了的，这也可见愁的情感、程度之
深。） 

7.以上便是全词展开的整个贯穿线索及节奏基调，可见词人
就是在这种“慢”动作、“慢”暖意、“慢”目光、“慢”时光中，
一点点的被煎熬着，也足可见词人内心的愁苦与悲痛。 

（另外，再结合我们在开头中所提到的，写《醉花阴》时的
词人虽然也是“愁苦”的，但是当时的词人是在家中等待丈夫的
归来，是一种有希望的等待，然而在写这首词的时候，诗人却已
经“南渡”逃亡至此，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丈夫在路上死去，她
再嫁他人又遭“抛弃”，曾经和丈夫收藏一生的珍贵物件也全部
丢失，往日和丈夫在一起的美好时光更是不可能再回去，如此遭
遇让词人这样一个弱女子如何承受得住，故而较之《醉花阴》这
首词的“愁”是更进一步的，甚至可以说是“悲苦愁绝”的。这
也不禁让人心生怜悯以及同情之心同时也赞叹词人生命的倔强
与坚强。） 

8.王国维先生曾说，一切景语皆情语。我们再来看看这首词
的意象主要有哪些，又是怎么来表现的？由此可以进一步印证我
们前面的体会及分析以及还可以再次深刻体会这一情感及其变
化。 

（预设：淡酒、急风、雁、黄花、窗儿、细雨、梧桐、黄昏…….
明确：何以会说是“淡酒”，而“东篱把酒黄昏后”中为何不是
淡酒？其实也是词人此刻的愁情外化，浓重的愁苦是用酒所掩盖
不了的，不是“酒淡”而是“愁浓”。因此喝酒便如“举杯消愁
愁更愁”一般了，不会再有任何的“去愁”作用，反而使“愁”
更加浓重；何以会是“急风”？“风急天高猿啸哀”急风更衬“慢
熬”、心愁，从而将“愁情”外化于物，也渲染“愁”之氛围；
“雁”回之时本是寄来往日之书信的，然而如今却只是空过，“问
君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寂寞梧桐，深院 清秋”，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细雨、梧桐、黄昏”也同样是
通过特定的意象来间接地将“愁”外化以渲染一种“浓愁”之意

境。） 
四、结合以上所有分析再读课文，深度体会词人孤独难遣、

无奈失落、悲苦愁绝的情感变化。（2 分钟） 
（预设：学生较之前读的要好，更能体会词人“南渡”之后

在“慢”节奏及时光中备受煎熬之情；明确：把握节奏，感受词
人浓重的愁情。） 

五、小结（2 分钟） 
通过对整首词的品读与鉴赏，我们知道“南渡”（国将亡、

人已逝、孤身一人）后的词人的“愁”味其实相比前期的《醉花
阴》（有人可期）里的表现已经更加浓重了，整首词主要通过以
叠词的“慢”节奏、叙述里的“慢”状态、“慢”暖意、“慢”目
光、“慢”时光等“慢”为线索贯穿全词以及奠定全词的基调，
另外加之以开头、结尾的直接点明愁意式的前后照应，还有借助
于“愁”情外化的特定意象，使得整首词的意境、情感更加浓烈，
同时也不禁让我们对词人的遭遇暗生怜悯与同情之心以及也赞
叹她生命的倔强与坚强，同时也会有感叹世事无常，要更加珍惜
当下的感慨。 

六、布置作业（1 分钟） 
1.背诵全词。 
2．找出词人其他词，如《如梦令》《一剪梅》《武陵春》等

进行对比品读鉴赏，深入了解词人的词作风格，以及词人的人生
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 

3．试着将词改写成一篇散文随笔或者自选角度，写一篇评
论、鉴赏性文章（不少于 500 字）。 

七、板书设计 
状态：寻、觅、冷清、凄、惨、戚 
调养、保养：乍暖还寒、 难将息 

慢    暖意：淡酒不敌急风 
目光：雁过、伤心 

              时光：黄花堆积、憔悴损、无人摘花 
                      怎生得黑、到黄昏、这次第 
                    淡酒 

《声声慢》              急风               “愁情”外化 
       景语-情语    回雁                     淡 
                    黄花                        
                    梧桐                     浓 
                 细雨 
        手法：前后照应+直接与间接+运用叠词+特定意象 
八、设计反思  
“慢”是一种速度，也是一种时间延缓推移的过程，生命在

这种“慢”的过程中被加上了一层厚重感，人生中的伤感与愁思
也因此而变得更加浓重，以往《声声慢》的教学设计都以意象、
字词为切入点，本文以 新拟定打算作为新教材编排的《声声慢》
为例，从“慢”视角的解读下作一次教学设计的尝试，教学设计
多以预设设计为多，因此，过程设计也仍需要好好地在实践中加
以调整及完善。 

 
参考文献： 
[1][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2017 年版）［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 
[2][3]王荣生.小说教学教什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2015. 
[5]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

究开发中心,北京大学中文系,语文教育研究所.普通高中
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 4 必修[M].北京：人民教育出
版社，2012. 

 
 

作者简介：朱春发（1995--），男，汉族，研究生，研究方
向：学科教学（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