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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改以后，以语文核心素养为纲，以实践为主线，设计

了“学习任务群”，其中包含了诗歌联读、语言积累、文学

写作等多个学习任务群，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探究，来确定学

习任务群是否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因此本文以诗歌联读学

习任务群为例进行讲述。

1　学习任务群的教学设想

学习任务群建立的初衷是为了提升文学鉴赏能力，新课标对

于联读诗歌教学是这么描述的：“本群的宗旨是引导学生熟读古

今中外的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让学生感受文学的魅力，让

学生从情感、语言构思等多个角度理解作品，发现作者独特的

创造魅力，通过阅读诗歌、小说等捕捉创作灵感，提升自己的

写作能力，尝试续写文学作品。”学习任务群是将所学的知识

拓展到历史背景、社会背景下让学生去感受其存在的价值与意

义，用学习任务群将不相关零碎的内容整合到一起，让学生在

课本内容的拓展下学习到更多的知识，所以我们应该让每一个学

生都体验学习任务群的教学方式，避免学生只注重课本知识，

忽略了其它拓展内容的学习。另外，我们也要协调不同任务群的

关系，不同的任务群之间是独立的，但是在培养学习习惯等方面

又存在交叉的关系，所以不要单一的看待任务群，要将它们整体

看待，互相渗透，避免在学习知识时做重复动作。

2　诗歌联读的意义

诗歌联读可以拓展学生的思维，加强学生对知识点的记忆。

诗歌联读就是指在课堂教学时，将所学古诗词拓展出去，与具有

一定相似元素的课外古诗词联系起来进行学习的一种教学手法，

一般来说，主要有以下三种设计手法，第一种是同主题的作品进

行联读，引导学生与作者的情感产生共鸣，第二种是相同诗人的

作品联读，通过联读可以让学生对诗词内容更加深刻，了解诗人

的写作风格，对诗人形象有更全面的认识，第三种是同题材作品

联读，它与同主题联读不同，面对同一个题材，诗人写作的主题

与立意可能完全不同，好比李白的《塞下曲六首》与王之涣的《凉

州词》，都是边塞征战的题材，但是一个是歌颂守边将士，一个是

将士长久戍边的思乡之情，同题材作品联读能拓展学生思维，提

高学生素养。本文以《芣苢》和《插秧歌》为例，将主题相同的

诗与歌进行联读，都是讲述江南农户插秧时的农忙情形，《芣苢》

一诗中大量使用重章叠句，晦涩难懂，但是《插秧歌》描述的更

加简单易懂，两者联读能够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诗歌所要表达的

含义。

3　学习任务群的诗歌联读设计

3.1根据课堂内容拓展课外知识

在进行课上古诗词教学时，我们需要联读课外知识，将课内

课外知识进行综合运用，以便于学生加深对古诗词的印象。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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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上古诗词选用《芣苢》一诗，首先在课前需要学生事先预习熟

读古诗，以便在课上可以跟上老师教学思路，其次在老师教学时，

选用《插秧歌》对《芣苢》进行联读，同主题的诗歌互相学习，更

能帮助学生理解《芣苢》的具体内容。例如：课上老师讲解《芣

苢》一歌时，介绍了《芣苢》是《诗经》中的一首歌，全文都是

重章叠句，仅仅简单地变化了几个动词，表达了劳动人民劳动时

欢快的场景，并引申课外诗《插秧歌》，告诉学生这首诗通过介绍

农户一家四口抛秧、接秧、拔秧、插秧的情形，表达了农忙时的

情形，通过向学生介绍这两首诗歌的相同之处，帮学生更有效地

掌握所学知识的内容[1]。

3.2诗歌词句对比

在诗歌联读设计中，教师应该将重点词汇或句子做对比，

让学生了解到两首诗各自的优秀之处。例如：教师将《芣苢》内的

“采采”二字与《插秧歌》中的“采、掇、捋、袺”进行对比，“采

采”可以理解为“采而又采”，“采、掇、捋、袺”四字也表现了农

户插秧时的繁忙，所以这两个关键词都是为了体现农户们满载而归

的场景，教师通过将课内诗歌和课外诗歌中的关键词进行对比，更

能让学生理解两首诗歌的相同之处，也方便学生对重点词汇的掌

握，让他们更好地运用到写作当中[2]。

3.3诗歌主题对比

教师在学习任务群的诗歌联读教学时，应该让学生通过分析

诗歌内容，阐述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例如：教师在讲述《插秧

歌》和《芣苢》两首诗歌时，让学生们分析诗歌的内容，让他们

了解这两首诗歌都是对农忙时情形进行细化描写，《插秧歌》描绘

了全家老少一起插秧，农夫抛秧农妇接秧，小儿子将秧苗拔起，大

儿子再将秧苗插到地里，可是又忽遇阴雨将斗笠比作头盔，将蓑

衣比作战甲，虽然被雨水淋湿但依然插秧的情形，而《芣苢》就

好似描绘三五妇女，互相唱着歌采芣苢的情形，通过对内容的了

解，联想到不论是采芣苢还是插秧都不是轻松的玩耍，两位作者

都没有去突出农户的劳累，而是让整首诗充满劳动的欢乐，表达

了两位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歌颂，也反映了作者对生活的喜爱，通

过这种方式让学生更好地体会诗歌的主题[3]。

3.4学习任务群布置任务

在讲解新知识前，教师需要让学生预习诗歌内容，教导他们

查阅相关资料，为理解诗人的思想做准备。学生课上学习了新的

知识时，下课后教师要在学习任务群布置任务，以便于学生对于

新学知识的掌握和运用，帮助学生巩固知识点。例如：教师课下

针对《插秧歌》和《芣苢》两首诗歌布置任务，首先让同学们课

下搜索《芣苢》的唱法，反复诵读并背诵，其次查询资料了解《插

秧歌》作者杨万里的简介，最后让同学们自己思考，通过学习这

两首诗歌领悟到了什么？等到下次上课时，教师根据同学们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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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讲解这两首诗主要传达的价值观，让同学们认识到这两首

诗的中心思想“劳尔所获”，丰富学生对劳动的认识。在教师

教学前后都要在学习任务群布置任务，以便于学生更好的对所学

内容进行预习及掌握[4]。

4　学习任务群的诗歌联读教学探究

4.1巧设情境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学习任务群的诗歌联读教学是为了解放学生和老师，让老师

不用照本宣科，让学生不用整天背诗，通过老师和学生共同设计

教学方式，让诗歌教学更加生动活泼，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引领

学生提升诗歌文化素养。学习任务群诗歌联读的设计整合了情境

教学、学习方法、学习内容，引导学生在学习诗歌的同时还能运

用诗歌。例如：教师在进行《插秧歌》和《芣苢》两首诗歌教学

前，让同学们在这两首诗歌中选择自己喜欢的劳作方式，这样的

任务可以使学生课前积极了解诗歌的内容及所表达的含义，通过

自己对诗歌的简单了解，将自己代入诗歌中，确定自己更喜欢哪

一首诗歌的劳作方式。学习任务群的诗歌联读教学设计可以有效

地将学生引入诗歌中的场景里去，让他们自动将自己代入诗歌的

场景，提高他们学习的兴趣，可以更好地体会诗人描写诗歌时的

情感。诗歌联读的本意就是加强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将细碎的

内容进行整合，学生对待诗歌的学习，要以理解为主，背诵为辅，

通过表达与交流、阅读与鉴赏等方式积累诗歌经验，掌握文字规

律，学会如何运用到写作中。学习任务群的诗歌联读设计以诗歌

为载体，改变了以往一次只学一首诗的教学方式，将两个或以上

诗歌进行联读，整合了知识点，提高了学习的效率。

4.2联读教学学习更多知识

联读可以加强教师阅读视野和理解能力，教师掌握的知识越

多，在课堂上可以给学生呈现的联读内容就越多，学生学到的也就

越多。联读的关键手段在于比较，将正在讲解的知识与未讲解的或

已经讲解过的知识进行比较，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预习及复习。联

读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掌握更多知识，所以联读时要有所取舍，提

取出联读内容的精华，不能大杂烩。例如：课本上的知识只有《芣

苢》这首诗歌，但是教师为了让学生掌握更多的知识，联读了另一

首诗歌《插秧歌》，将两首诗歌进行对比，让学生不仅了解到了《芣

苢》内重章叠句的用法，更让学生了解到了《插秧歌》内比喻手法

的运用，通过对课本上一首诗歌的联读，学习了两个重点内容，让

学生学习了更多的知识。学习任务群联读还能促进学生的深度思

考，发展阅读思维，开阔学生视野，通过联读将平面的学习变为有

层次的学习，因此，我们应该将学习任务群的诗歌联读教学成为教

学常态，广泛地应用在语文课堂中。

4.3 活跃学生思维

通过比较出诗歌中的相同点及不同点，可以打开学生看待事

物的角度，活跃学生的思维。学习任务群的诗歌联读教学可以

提高学生两种思维，第一种是对比思维，通过对两首相似的诗

歌进行思考，寻找诗歌的共通点及不同点，联读的关键在于对

比，所以在联读过程中可以很好地锻炼对比思维，活跃思维发

现规律。学习任务群的诗歌联读教学可以提高学生的第二种思维

是辩证思维，它是反应客观事物辩证规律及发展过程的思维，

其特点是承认矛盾并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它能够帮助学生们

培养遇到问题抓重点，找规律的习惯。并且诗歌联读可以锻炼

学生们的反应速度，通过不断联读，让同学们形成跳跃性思

维，遇到问题可以快速想到解决办法。例如：在学习《插秧

歌》和《芣苢》时，学生对于芣苢这一植物感到好奇，教师

在网络上找到芣苢的图片，并给学生介绍芣苢又名“车前草”，学

生听后问道：“是尧舜禹时期，治病救人的车前草吗。”所以经常

联读可以发散学生的思维，让学生对事物抱有好奇心及好学心，

更够更好地提升学生的学习水平。

4.4辅助课堂

未实行学习任务群诗歌联读教学之前教师教授诗歌的方式枯

燥无味，只注重学生的背诵，没有引导学生如何运用诗歌，而

学习任务群的诗歌联读设计可以更好地让学生了解诗歌，简化诗

歌难度，将诗歌运用到作业中，起到辅助课堂的作用。例如：

《芣苢》诗歌晦涩难懂，为了让学生更好的掌握《芣苢》里

的内容，教师通过诗歌联读的方式介绍了另一首内容相似的诗歌

《插秧歌》，通过先学习《插秧歌》的内容，从而使学生对

《芣苢》的内容有大概掌握，再进行学习，有效地简化了《芣

苢》这首诗歌的难度，所以《插秧歌》起到了辅助同学学习

《芣苢》的作用。学习任务群的诗歌联读教学不仅增加了课堂

内知识容量，还提高了学习效率，使上课内容丰富多彩，有效

地解决了教学难点。

4.5增强了学生语言交流能力

学习任务群的诗歌联读教学是让学生自己通过阅读鉴赏及交

流对诗歌内容进行探讨，能够加强学生的语言交流能力。例

如：教师将《插秧歌》和《芣苢》两首诗歌作为作业布置给

学生，让学生两人为一组，课下自己查询相关资料，互相探讨

两首诗歌的作者是在什么背景下创作这两首诗的，并在下次上课

时上台讲述所在小组的观点。通过两人互相合作交流，可以很

好的锻炼学生的语言能力及逻辑能力，使他们在回答问题时条理

清晰，上台演讲也可以锻炼他们的胆量，让他们面对人群时也

可以积极发言，所以学习任务群的诗歌联读教学不仅可以在学习

中帮助学生高效学习，也可以锻炼学生的胆量，使学生全面发

展。通过诗歌联读可以让学生领略更多诗人的风采，感受不同

诗人的艺术风格，通过对这些诗歌的学习，不仅可以增强学生

的文化素养，更能加强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当他们遇到美好

的景色时可以用诗歌抒发自己的情感，因此，学习任务群的诗

歌联读教学一定要大力倡导，积极组织类似教学，让其它科目

也可以使用这种教学方式，让学生全面提高学习成绩。

5　结论

综上所述，学习任务群诗歌联读教学的应用不仅会提高学生

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更能培养学生思维逻辑能力和空间想

象力，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我们

要倡导各学校使用学习任务群的诗歌联读教学，从而能够全面地

提高教学质量，有利于学生们在今后更高效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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