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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学科核心素养，关注学生全面发展 
——中国现代新诗教学略谈 

岳杨  邢晓寅  曾蕾 

（四川轻化工大学  四川自贡  643000） 

摘要：诗歌教学是语文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产生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现代新诗在语文教材中也占有较大比重，新诗

教学不仅有助于学生的语言积累，还可以促进其思维发展、培养其语感。但在现今基础教育中，新诗教育仍存在理论指导少、课堂

弱化等问题，本文基于新课改背景，立足学科核心素养，试对新诗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相关解决对策，希望能为一

线教师的教学实践提供经验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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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新诗又被称为白话诗或自由诗，是产生于 20 世纪初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一种诗歌类型，这些诗词打破旧诗的格律特

点，不局限于字句的长短，具有平易自然的特点。胡适的《尝试集》

是对现代新诗的第一次尝试，至此之后，中国诗人不断在新诗领域

进行突破。在语文教材中，新诗选篇数量可观、内容丰富，可见新

诗教学在语文课程中的重要地位。但在课堂中，新诗教学的开展似

乎却“不尽人意”。 

一、中国现代新诗在语文教材中的选篇情况 

（一）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中的中国现代诗选篇 

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共有五册必修课本，一共选取了 79 篇课

文，其中只有在必修一的第一单元涉及到了中国现代新诗，共计 4

篇文本，具体篇目如下： 

教材及出处 篇目 作者 

人教版必修 1 第一单

元 
《沁园春·长沙》 毛泽东 

人教版必修 1 第一单

元 
《雨巷》 戴望舒 

人教版必修 1 第一单

元 
《再别康桥》 徐志摩 

人教版必修 1 第一单

元 

《大堰河——我的保

姆》 
艾青 

除必修教材的 4 篇文本外，在选修教材《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

赏》中，也收录了 25 篇中国现代诗歌，具体篇目如下： 

教材及出

处 
篇目 作者 

教材及出

处 
篇目 作者 

选修第一单

元 
《井》 

杜云

燮 

选修第三单

元 
《你的名字》 纪弦 

选修第一单

元 
《春》 穆旦 

选修第三单

元 
《神女峰》 舒婷 

选修第一单

元 
《无题》 

邹荻

帆 

选修第四单

元 
《河床》 昌耀 

选修第一单

元 
《川江号子》 

邹荻

帆 

选修第四单

元 
《金黄的稻束》 郑敏 

选修第二单

元 
《贺新郎》 

毛泽

东 

选修第四单

元 
《地之子》 

李广

田 

选修第二单

元 
《也许—葬歌》

闻一

多 

选修第四单

元 
《半棵树》 牛汉 

选修第二单

元 

《一个小农家的

暮》 

刘半

农 

选修第四单

元 
《边界望乡》 洛夫 

选修第二单

元 

《秋歌—给暖

暖》 
痖弦 

选修第五单

元 

《雪落在中国的土

地上》 
艾青 

选修第二单

元 
《妈妈》 江非 

选修第五单

元 
《老马》 

臧克

家 

选修第三单

元 
《蛇》 冯至 

选修第五单

元 
《憎恨》 绿原 

选修第三单

元 
《预言》 

何其

芳 

选修第五单

元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

北京》 
食指 

选修第三单

元 
《窗》 

陈敬

容 

选修第五单

元 
《雪白的墙》 

梁小

斌 

（二）部编本高中语文教材中的中国现代诗选篇 

2019 年起，部编本教材逐步在各省市进行使用。新颁布的教材

共包含必修上下 2 册，选择性必修上、中、下 3 册，其中共收录中

国现代诗歌 6 篇，具体篇目如下： 

教材及出处 篇目 作者 

必修上册第一单元 《沁园春·长沙》 毛泽东 

必修上册第一单元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郭沫若 

必修上册第一单元 《红烛》 闻一多 

必修上册第一单元 《峨日朵雪峰之侧》 昌耀 

选择性必修下册第二

单元 

《大堰河——我的保

姆》 
艾青 

选择性必修下册第二

单元 
《再别康桥》 徐志摩 

（三）选篇情况说明 

通过对人教版和部编本高中语文教材中中国现代诗歌的篇目

进行梳理，笔者发现人教版教材编入了更多的中国现代新诗，其中

大部分选编在选修教材《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中，必修教材只

编选了 4 篇文本，但在实际教学中，由于不同省份的计划和要求，

学生可能不会接触到《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这本教材，因此真

正能够学习到的中国现代诗歌只有必修 1 中的 4 篇；而部编本教材

在编排中打破了必修与选修的隔阂，共在必修和选择性必修教材中

选入了 6 篇中国现代诗歌，这其中既保留了人教版教材中《沁园

春·长沙》《再别康桥》等优秀的经典篇目，又基于时代发展和课

程编排需要选择了《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红烛》等优秀的新篇目。

总体来看，虽然人教版教材选择了更多的中国现代诗歌，但基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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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原因，部分学生只能接触到必修教材中的 4 篇文本，而部编本

教材中编入的 6 篇中国现代诗歌，所有学生在课程中均需要学习，

因此，学生在学习部编本教材时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中国现代诗歌。 

二、中国现代新诗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相关理论性指导仍不全面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中明确提出：“诵读古

代诗歌，有意识地在积累、感悟和运用中，提高自己的欣赏品味和

审美情趣”，但未提及现代新诗的相关内容；《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

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也只是将现代新诗笼统得置于现当代

文学作品背景下，并未对其教学提出具体、细致的指导性建议。《课

程标准》作为具有引领作用的指导性文件，对教师教学有着重要的

指导作用，但其中对现代新诗的论述与指导还不太全面，这就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语文课堂现代新诗教学的开展，缺少了一定的理论

指导，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一定会出现或多或少的问题。 

（二）考试试题对新诗考查的缺位 

由于诗歌的创作和评价具有将强的主观性，测试中写作的诗歌

很难评判其质量的好坏，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的考试写作试题中，

大部分试卷都限制了诗歌文体的选择，而对于非写作形式涉及现代

新诗的考查也是少只有少，好在自 2016 年开始，不少省区市的考

试试题开始不对写作文体进行限制，这说明新诗教学在近些年得到

了一定的重视，是可喜的变化。虽然各类试题中对现代新诗的排斥

可以理解为对评价方式和体系的思考，毕竟考试是连接教与学之间

的桥梁，但是在一定阶段对现代新诗的“漠视”，也会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现代新诗教学的发展，因而在现代新诗教学中也可能会产生

新的问题。 

（三）课堂教学中方法的“异态” 

一是教师的教存在重视程度不够的问题。在应试教育的影响

下，由于高考对现代新诗的缺位，部分教师对待新诗课堂的态度并

不端正，他们认为这些知识高考不会涉及，所以简单讲解一下就可

以了，殊不知这样的态度并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因为考试、升

学而忽略、放弃新诗教学，这种做法极不可取；二是学生的学存在

参与度不高的问题。由于诗词是通过特定的意象和简洁的语言的来

表达情感的，需要学生结合特定时代背景正确分析意象和把握情

感，因此部分学生对新诗的兴趣并不高，这就造成他们并不愿意主

动加入到课堂中，参与度大大降低。教与学的问题最终导致现代新

诗教学“异态”。 

三、关于中国现代新诗教学的几点教学思考 

（一）确立常态阅读取向，选择合适教学方法。 

阅读取向是阅读目的、任务的转化，但与目的任务并不等同，

它可以成为一种阅读态度、阅读习惯而独立存在，甚至成为一种阅

读的观念。换句话说，阅读取向就是从全局上来确定这是“哪一种

阅读”，所谓常态的阅读取向，就是正常人在阅读时所确立的取向，

即把诗歌要当诗歌读。可以说，教师只有确立正确的阅读取向，才

能正确的展开阅读，只有教师读得对，才能教得对。对文本的正确

解读有助于教师选择正确合适的教学方法，同时教学方法也受文本

体裁的制约，即诗歌要用教诗歌的方法来教。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

要引导学生树立常态阅读取向，形成正确的阅读方法，这有助于学

生在课下进行自主阅读。也就是说，当教师遇到现代新诗时，在确

定阅读取向（把诗歌当作诗歌来读）后，要根据文体选择诗歌的教

学方法，并在教学活动中引导学生选择正确的阅读方法、养成良好

的阅读习惯。因此，教师对文本的解读和教学方法的选择十分重要。 

（二）立足学科核心素养，培养学生综合能力。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提出了以

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和文化传承与

理解为主要内容的学科核心素养理念，可以说是语文课程的一大创

新，学科核心素养并不是一个单独层面的概念，而是一种多维度、

全方面的综合能力，旨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

展。现代新诗因其自由的形式、散文化的语言、丰富的情感等特点，

可以说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是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素养的绝佳文本

材料，因此在新诗教学中，教师应该将学科核心素养融入到课堂活

动中。通过朗读、自读、分组读、齐读等方式感受诗歌语言；通过

巧妙的问题设置发展学生创造性、逻辑性等思维品质；在带领学生

赏析诗歌，体会情感的过程中培养其审美情趣，增加其审美体验；

在全面细致理解诗歌的过程中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激发学生

对祖国语言文字和中华文化的热爱，树立文化自信。 

（三）转变学生学习方式，牧养学生学习兴趣。 

新课改背景下，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得到进一步落实，教师必须

意识到语文课堂应该属于学生，教师则应该转变身份，摒弃传统的

“师讲生听”模式，让自己成为课堂的引导者、指导者。在现代新

诗教学课堂上，教师应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活动中，指导学生

转变学习方式。《课程标准》中指出：“语文课程作为一门实践性课

程，应着力在语文实践中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因此教

师在新诗教学中除了应该注重感受诗歌情感外，也应该关注其语言

形式和特点。另外教师应该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语文学习

方式，让学生积极参与到语文活动中，通过阅读鉴赏、表达交流、

合作探究等语文实践，积累言语经验，感受语文学科的魅力。同时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学就应该注重对学生兴趣的培养，因此教师

要积极创设学习情境，拉近学生与新诗之间的距离，牧养学生对新

诗学习的兴趣。 

四、结语 

现代新诗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颗明星，它不仅继承了我国

古典诗词“志”与“情”的独特意蕴，又融入了西方诗歌的隐喻和

描写等特点。对于新诗的学习，学生理解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因此还要注重教师在课堂上的引导。总之，无论国家、社会还是教

师、学生都应该重视对新诗的教育和学习，在学习中感受包括现代

新诗在内的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这无论对于个人还是集体来说都

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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