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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方法“析”文本 
——幼儿诗歌分析的方法实施：以《影子》为例 

汪宏 

（陕西开放大学） 

摘要：幼儿诗歌是《儿童文学》课程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幼儿语言能力、审美感受力和想象力的重要途径，学会分析

幼儿诗歌，是幼儿老师必备的专业素养和基本技能。但是，在实际的教学中，许多学生显然学用分离，不能正确运用专业的分析方

法，对诗歌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为此，本教学设计从知识基础、技术路线、情感加持三个方面，结合现代教育技术方法和手段，

应用可操作的方法、路径引导帮助学生学会分析幼儿诗歌。 

关键词：应用方法 自主分析 幼儿诗歌 《影子》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对幼儿的语言能力，对美的体

验和感受能力，想象力和创造力都提出要求。幼儿诗歌是《儿童文

学》课程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幼儿语言能力、审美感受力

和想象力的重要途径。因此，学会分析诗歌，是幼儿老师必备的专

业素养和基本技能。 

在实际的教学中，许多学生虽然有过多年语文学习经历，经历

了《儿童文学》课程内容的学习，拿到一首诗也能说出自己的一些

体会和感受，但是学用脱离，不能正确运用专业的分析方法，分析

时找不到抓手，虽有一定感悟，但却是零星的不够全面和深入。 

为此，本次设计力求探讨培养学前教育学生分析诗歌的技能，

从知识基础、技术路线、情感加持三个方面出发，对诗歌的音韵层、

形象层、意象层、情感层加以分析，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提出分

析幼儿诗歌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法和路径。 

下面，我们以林焕彰的幼儿诗《影子》为例加以分析。 

第一步：回顾旧知 

引导同学们回顾之前所学的学习分析幼儿诗的技巧和方法：知

识基础、技术路线、情感加持，以及分析诗歌应该从哪几个方面入

手：音韵层、形象层、意象层、情感层。指出这节课我们将结合所

学技巧分析林焕章的幼儿诗《影子》。 

第二步：检查作业 

上课之前，安排了同学们寻找关于关于“影子”的文学作品，

并上传到云班课。一组同学找到的是唐代李白的《月下独酌》，其

中有：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二组

同学找到的是宋代苏轼的《花影》：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童扫

不开。 刚被太阳收拾去，却教明月送将来；三组同学找到的是波

兰作家普鲁斯的散文《影子》；四组同学找到的是鲁迅先生的散文

诗《影的告别》。同学们找的这些作品写的都是成年人眼中的影子。

风格或哀伤、或明朗、或温情、或彷徨。看来都作了认真的准备。 

第三步：导入新课 

以上大家找到的都是成年人心中的影子。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

幼儿心中的影子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一起来欣赏由同学朗诵的视频，在听赏的过程中注意感受

其韵律之美及传达出情感意蕴。 

影子 

影子在左， 

影子在右， 

影子是一个好朋友， 

常常陪着我。 

影子在前， 

影子在后， 

影子是一只小黑狗， 

常常跟着我。 

学生评价（在云班课）打分，教师点评：朗诵得非常动听，读

出了诗歌的音韵之美，而且声情并茂。 

第四步：应用方法析文本 

一、韵律分析 

知识准备：翻阅活页手册，复习诗歌的韵律所包括的内涵：押

韵、音步对应、长短句交错、回环往复。 

自主分析： 

同学分析或补充，得出： 

1.第一小节第二行“右”与第三行“友”，第二节第二行“后”

与第三行“狗”，押 ou 韵； 

2.上下节对应位置音步数量（2243）相同； 

影子/在左， 

影子/在右， 

影子/是/一个/好朋友， 

常常/陪着/我。 

影子/在前， 

影子/在后， 

影子/是/一只/小黑狗， 

常常/跟着/我。 

3.两节句式分别为短短长短，长短句交错；前后两节往复回环，

形成韵律之美。 

师生（合乐）吟诵并感受形象。 

二、形象分析 

在分析之前，我们先复习一下分析诗歌形象的相关知识。 

知识基础：理解形象内涵：诗歌形象是诗中具体可感的物象或

画面，确定诗歌形象。 

技术路线：从性格特点，心灵状态出发，分析形象。 

情感加持：关爱尊重幼儿，深入孩童心灵，掌握形象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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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析初入，根据知识基础，确定形象 

根据上述对诗歌形象的感知，理解形象的内涵，引导学生对本

诗的形象进行分析，经过讨论。得出：第一步，是根据诗歌形象内

涵，确定诗中的形象。诗歌形象是诗中具体可感的物象或画面。诗

中的“我”和“影子”是诗中具体可感的形象。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部分学生误把“好朋友、小黑狗”也认为

是诗歌形象， 

通过进一步理解形象内涵，明确了：“小黑狗”和“好朋友”

是“我”想象出来的，是意象，实际的形象只有“我”和“影子”。 

2.分析深入，根据技术路线，分析形象内涵 

确定了形象之后，第二步要做的就是分析形象特点。这就要从

性格特点、心灵状态出发加以分析。 

先来分析诗中“我”的形象。 

各组讨论，把结果上传到云班课。 

经过比对，得出频率高的关键词是：       

活泼、好动；可爱、调皮；天真、美好、充满童趣；孤单、寂

寞； 

各组同学分别阐述自己对“我”这个形象的理解： 

特点 1：活泼好动。学生分析认为：我们总结的形象特点是活

泼好动。诗歌的画面感很强,读的时候，就好像看到一个小朋友在阳

光下追逐着自己的影子奔跑玩耍。所以，这一定是个活泼好动的孩

子。 

也有同学指出，活泼好动是从性格特点出发概括了小朋友的形

象特点。 

特点 2：天真美好。同学分析认为，从孩童心灵状态出发，可

以感受到这个小朋友天真美好的一面。影子是黑色的，好多小朋友

怕黑，但这个小朋友不但不怕，反而想象成自己的小伙伴儿，因为

在小孩那里，觉得一切都应该是他想要的样子，体现了孩童的天真

和美好的希冀，充满欢乐气息。 

特点 3：孤单寂寞。前面同学分析的都是活泼开朗的一面，但

有些同学在反复阅读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开始的时

候，的确觉得是一首欢快的幼儿诗，但反复吟诵，却产生一种孤单

寂寞的感觉。 

并希望能在她分析之前，请再听一听她的朗诵：播放忧伤版朗

诵视频，让大家从中感受到一种独单寂寞的情绪氛围。 

进而分析说明：小朋友一个人的时候，开始可能会观察影子，

追逐影子玩耍，很快乐。但是“在前、在后”、“在左、在右”影子

这些位置的变化表明，小朋友是长时间的只有一个人，所以读到后

面，“常常”陪着我。“常常”跟着我。更加说明诗中的小主人公是

长期的缺乏陪伴，因此，这种孤单和寂寞的感觉一下子就变得非常

强烈了。 

至此，学生把这首诗已经真正读“进”去了！通过对文本的细

致分析，已经进入到孩子心灵世界的深处。 

从活泼好动、天真美好到孤单寂寞。大家不仅感受到了孩童的

外在形象，还走进了他的内心深处，感受到了他心灵的呼唤，和诗

中的形象产生情感共鸣。这表明，我们的同学具备了理解、尊重、

呵护幼儿感受的“共情”能力，具备了熟练运用所学技巧分析诗歌

的专业技能。 

也就是具备了“四有好老师”要求的“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

心”。当然，我们还要进一步努力，高标准达到四有好老师的全面

要求。 

接下来，就是要分析诗中“影子”的形象了。 

那么影子的形象有哪些特点呢？ 

小组研讨，云班课展示，概括的主要特点为动感可爱、忠诚友

善； 

同学分别阐述自己对“影子”形象的理解： 

特点 1：动感可爱。动感是因为影子是随时活动者的，“我”动

它也动，时间不同，形态各异；把影子比喻成好朋友和小黑狗，和

“我”玩耍，陪伴着“我”，跟着“我”，所以是可爱的玩伴儿。 

特点 2：忠诚友善 

友善是因为小朋友把影子想象成像好朋友和小黑狗一样的伙

伴儿，陪他、跟他玩耍；忠诚是因为影子是无声的，不能说话，但

总是陪着“我”，跟着“我”，不离开我。 

上述分析表明，同学们对影子形象的分析也已经从外在的表象

深入到心灵了。 

我们把这两个形象进行一下总结 

 
以上，同学们由外而内分析了“我”与“影子”的形象特点。

诗歌是幼儿心灵状态的反映。心灵世界的流动变化，又与外在形象

行为状态相关联，从大家前面概括形象的词语：“活泼、调皮、动

感”等可以看出，诗中形象的最基本的形象特点是动感的形象及其

内涵。 

三、情感分析 

抒情性是诗歌的基本特征。 

要分析诗歌的情感，我们首先要知道人的情感是怎么产生的? 

请同学回忆一下知识点：哪位同学能回答一下？ 

知识准备：情感是人对外界环境产生的反映。结合本诗，可以

说，情感就是小主人公“我”在独自面对自己的影子时产生的情绪

反映。 

自主分析： 

“我”在独自面对自己的影子时产生了哪些情绪反映呢？ 

各组研讨，云班课展示，得出的主要情感特点有：快乐欣慰、

渴望陪伴、淡淡忧伤。 

各组同学分别阐述自己对情感特点的理解： 

特点 1：快乐欣慰。整首诗反映的是孩童观察影子甚至跟着影

子玩耍，看起来是黑暗的影子，却给小朋友带来很多快乐；小朋友

虽然是一个人，但是影子的陪伴给他带来安慰。 

特点 2：渴望陪伴。好朋友、小黑狗都说明孤单的小朋友内心

需要玩伴儿。 

特点 3：淡淡忧伤。和我们前面分析诗中的小朋友孤单寂寞的



基础教育 

 35

形象一致。诗中的小朋友，只有影子陪伴，形单影只，就让人感觉

有些孤单忧伤。 

教师引导： 

同学们仔细品味一下，诗中小朋友的忧伤和李白诗《影子》相

比，有什么不同呢？ 

学生认为，没有那么沉重。成年人心中的忧伤往往是沉重得久

久无法挥去。 

孩童心中的忧伤一般不会那么持久，会很快散去，是一种淡淡

的忧伤。 

同学联系学过的《维维的心》中，幼儿园老师说，好孩子在家

要帮助爸爸妈妈干事儿，维维要帮妈妈洗衣服，妈妈说：宝贝儿，

不准跟妈妈捣乱；为了让爸爸凉快打开电风扇，爸爸也说他捣乱，

他要给蒸花卷的奶奶帮忙，奶奶又是摇头又是摆手。维维很难过，

他的心没有人理解。 

上述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孩子的心灵世界是丰富的，幼儿

诗是孩童心灵状态的反映，我们从中感受到诗人对孩童情绪和心理

的准确把握。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我们更要关注孩子的心灵感受，

帮助他们健康愉悦成长。 

按照由浅入深的次序对诗中的情感进行一下梳理，即为：快乐

欣慰、渴望陪伴、淡淡忧伤 

四、意象分析 

首先是问题导入，分析了诗歌的形象、情感之后，我们下面紧

接着就要分析和二者密切相关的意象。 

接着进行知识回顾， 

知识准备：“意”是欣赏者的情意，“象 ”即形象、物象。意

象就是审美主体心中的情意和眼中形象的统一。 

再次进行分析探讨 

初步探讨，得出诗歌的意象。 

各组同学讨论并把找到的意象发到云班课。得出的意象主要有

两个：好朋友、小黑狗。大家的认识很一致。 

深入剖析，对诗歌的意象进行分析。 

自主分析： 

各组同学分别阐述自己对意象的理解： 

“好朋友”“小黑狗”是意与象的结合，寓意心灵相通、相互

陪伴。诗人用比拟的手法，把影子拟作好朋友和小黑狗。影子和“我”

常常在一起，好朋友也总是在一起玩儿的。诗中说，影子在左，影

子在右。好朋友总是肩并肩，不离左右的。 

第二小节，影子和我常常在一起，小狗也总是和小朋友在一起

玩儿的。诗中说，影子在前，影子在后，形象地写出了影子像小狗

跟前跟后的样子。 

所以好朋友、小黑狗，赋予了黑色的影子形象以内涵，得以让

我们走进“我”的内心深处，看到“我”渴望和伙伴一起玩耍，渴

望陪伴的心灵需求。 

教师总结引导： 

文有文眼，诗有诗眼。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意象”是诗眼，

是照亮整首诗最具光彩之处。同学们从自己的角度出发都能有自己

独到的发现，分析都很入情入理。这说明，看似简单的小诗，同样

蕴含了丰富的意蕴，值得我们去深入发掘。以上，同学们一起运用

所学方法对诗歌进行了分析，更加熟悉和掌握了分析诗歌的技法。 

从中也深刻意识到幼儿的心灵世界是丰富的，只有爱幼儿，理

解幼儿，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分析幼儿诗歌。所以，我们分析不仅要

有技术的路线，即运用诗歌分析方法，更要有情感加持，即理解和

尊重儿童。实际上，情感加持是贯穿于整个诗歌阅读分析的全过程

的。 

拓展延伸： 

1.想一想，诗中除了“我”和“影子”还有没有别的形象呢？ 

2.分析幼儿诗《桂花》的意象 

《桂花》 

桂花的香 

满满一院子 

大门口的风 

在门边 

进去呢 还是不进去呢 

在商量 

3.运用所学的诗歌分析方法，课下对比分析《影子》的改编版

本。 

《影子》 

影子在前， 

影子在后， 

影子常常跟着我， 

就像一条小黑狗。 

 

影子在左， 

影子在右， 

影子常常陪着我， 

它是我的好朋友。 

 

布置作业： 

1.运用所学的诗歌分析方法，自主分析诗歌《安慰》。 

上述拓展延伸及作业完成后，发到云班课，考核采取教师评价

和小组评价相结合的方式。 

结语 

上述教学过程以翻转课堂为设计理念，以目标任务为导向，通

过强化职业意识和职业素养，让学生变被动为主动。通过小组协作，

自主探究，结合现代教育技术方法和手段，应用可操作的方法、路

径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方法自主分析幼儿诗歌，学会分析幼儿诗

歌。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情感加持对诗歌的分析，不仅是在形象层，

它实际上是贯穿了对音韵、形象、意象、情感分析的全过程。教学

活动线上线下结合，课前、课中、课后结合，通过教师与学生，学

生与学生，以及学生与文本等课堂内外的多种联动，较为圆满地实

现了教学目标。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学生实践能力的获得是一

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课堂训练和课下的作业强化只是让学生初步学

会了分析诗歌，为此还要经常练习，不断精进，达到熟练。只有作

为将来的幼儿教师，只有自己学会分析并深深理解了幼儿诗歌，才

能将其意蕴很好地传达给孩童，从而达到培养幼儿语言能力、审美

感受力和想象力的发展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