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4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3)2021,8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散文诗是散文的主题性与诗句的意向性的结合，高尔基的名
篇散文诗《海燕》则很好地融合了诗的表现性和散文的描写
性。同时，从这篇文章的题目我们就可以看出，它使用了“海
燕”这一象征意象，“海燕”在当时的俄国又誉为“暴风雨
的预言者”，文中包含许多拟人化的内涵，以此暗示俄国革命
前夕革命形势正在迅速变化，鼓励人民像海燕一样勇敢地迎接伟
大的革命斗争。

1　以课文背景为前提，展开阅读教学
《海燕》以强烈的战斗性著称是因其社会背景，在彼时的

俄国，当时受工业革命的波及致使许多工厂倒闭、工人失去谋
生手段，加上政治高压，人民苦不堪言，被迫进行游行示威；
沙皇政府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更是展开激烈搏斗，战争一触即发。
3月12日高尔基目睹人民参加抗议、罢工却被沙皇政府血腥镇压
的全过程，他义愤填膺的心情写下了这部作品，作品一经发
表，促进了革命热潮的到来，揭露了沙皇专制的丑恶嘴脸，被
评价为“是鼓舞人民的号角”。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应该将此
背景传达给学生，学生可以结合背景理解作品的意义。

2　以象征对象与象征关系为重点，明确象征手法
象征意蕴是本篇散文诗的灵魂所在，而它却是藏在形象中以

暗示的形式寄寓文中，其作用就在于启示人们透过意象表层去体
会和领悟更深远的意蕴。因此，教授本文时教师要将象征对象和
象征关系作为重点教学，而象征关系意味着本体与象征体之间存
在着特点的联系，教师应引导学生进行深入阅读，找出文中的象
征对象，了解文章所运用的表现手法。本文一共涉及九个象征对
象，作者对这几个形象都进行了拟人化的处理，使其具有了超越
自身形象的深刻的内涵。首先，以海燕的生活习性和生活方式为
切入点，具体分析海燕与无产阶级革命者有什么联系，从文中“海
燕叫喊着，飞翔着，像黑色的闪电，箭一般地穿过乌云，翅膀掠
起波浪的飞沫”我们可以得出海燕的形象是勇猛的、无畏的、视
死如归的。联系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们同样的坚强、勇敢，为
了共产主义的理想而不惧沙皇专制独裁的迫害。当教师讲解完海
燕的象征关系以后，请同学们自己找寻其余的象征对象，分析其
与现实的象征关系并说明自己的理由，加深同学们对于象征手法
的理解。乌云、狂风、雷电等对象都是作为反动势力的象征出现
的，尽管它们看上去摧枯拉朽，但却是在虚张声势，象征邪恶又
外强中干的沙皇专制，通过学生对企鹅、海鸥和海鸭在暴风雨来
临之际的形象分析，它们胆怯害怕的特点一览无余，更加凸显出
海燕昂扬激越的革命热情。在阅读教学过程中重要的是学生的体
验，是以学生的感受为中心。老师在整个寻找过程中是以组织者
和引导者姿态出现，当学生遇到思维闭塞，适时调拨可以起到意
想不到的效果。

象征手法是以此物言彼物，委婉、含蓄、隐晦地去表达作
者的观点。高尔基也酷爱这种手法，他曾说“在象征下面，可
以巧妙地把讽刺和大胆的语言掩藏起来，在象征中可以注入很大
的思想内容。”通过象征手法他刻画了不同性格的鸟儿，委婉
含蓄的表达了自己对革命的支持和沙皇的憎恶，师生共同讨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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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燕》中的象征意蕴是这首散文诗的主题，教师教学设计应以此展开，从三个角度落实：象征对象、象征关系、象
征手法；紧密结合时代背景，品析重点词语、语句，展开文本解析的同时重点体悟文本精神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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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结论：因为革命形式严峻，通过象征手法的作用，更利于作
者进行思想的传达，而不会被沙皇政府所查禁，并且也使得文章
更具有鼓动性。

3　品析语言，把握象征型散文诗
语言是文章的肌理，即使结构再巧妙，最终要落到语言

上。本文既有诗的表现性和象征性，又有散文的结构性，因
此，要着重对本文的语言展开分析，结合背景和先前关于象征
手法的知识，深入剖析本篇文章。

通读全诗以后，文章的战斗性不言而喻，从“狂风吼
叫……雷声轰响”到“——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可以
看出作者的语言运用的底蕴，用简短的诗句表现当前无产阶级革
命者革命决心与革命信心，言简意赅、内涵丰富，读者理解起
来也有许多感知的空间，因此文章具有诗性。另一方面，文章
通过对海鸥、海鸭、企鹅的区别描写，以散文的语言将诸多象
征对象在面对“风雨”的状态表现出来，所谓形散而神不散正
是如此。用不多的笔墨描写风雨到来之前、到来之中的场景侧
面来烘托海燕高昂的斗志，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

作者还使用了许多修辞手法，加强了本文的斗争性。例如
在文中：“看吧，狂风紧紧抱起一层层巨浪，恶狠狠地把他们
甩到悬崖上，把这些大块地翡翠摔成尘雾和碎末”通过比喻的
修辞手法生动形象的表现了革命斗争环境的残酷性，也进一步衬
托海燕的无畏之态。还有反复的修辞手法：“——暴风雨！暴风雨
就要来啦！”，使读者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受，彷佛一幅幅
革命画卷就在眼前，也是文章具有感染力的一个原因。

4　小结
象征意蕴有着深远的哲理和情思，象征手法的运用可以揭开

它神秘的面纱，对象征对象的分析能使我们透过表面探寻本质，
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感受其魅力；同时散文诗诗化的语言与形散
神不散的特点又给予我们特殊的审美感受。初中生对于象征意蕴
的理解敷于表面，缺乏明朗化、清晰化，教师在讲课过程中，可
以从象征手法的定义入手，使学生对象征手法有大概的轮廓与印
象，然后结合背景从象征对象和关系进行讲授，依据学生认知规
律，由基本义到引申义或比喻义进行还原解读，深入挖掘其丰富
的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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