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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橡树一样的爱情  舒婷笔下的浪漫 
——《致橡树》教后有感 

◆崔  春 

（上海市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紧张又开心的教师亮相课结束了，带着些许喜悦，也带着些

紧张，总之五味杂陈，感触颇深。 
《致橡树》是诗人舒婷的成名作，也是她的爱情诗代表作。

在诗中，千百年来那种男欢女爱的程式描写不见了，女性对男性
的温顺依附关系也被彻底否定，代之以平等、独立、相互尊重的
新型爱情关系；同时《致橡树》是朦胧诗的代表作之一，在诗中
作者通过象征手法，借助一系列独特的意象，向我们传达了它独
特的情感内涵；分析学情时候我思考了很久，我特意把本课的教
学目标定为：理解诗歌中鲜明而独具特色的意象，了解象征手法；
通过反复朗读，加深对诗歌内容的把握；强化学生对爱情观的理
解，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在教学方法上采用了诵读感悟
法和探究交流法。 

在导入环节中，我让学生讨论什么是爱情，并且结合自己的
理解认识题目。其实这个环节我犹豫了很久，我担心我的问题抛
出去学生反映比较尴尬或者炸开锅，于是乎我设计了听读环节，
先是认真听朗读者的朗读，听出爱情的味道，并且让孩子们从人
称找寻入手，很快的理解文章，走进文本，这样学生对爱情就有
了新的认识，当然就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导入环节之后我设计了
“走近作者，知人论世”这个环节，让学生简单了解作者及其作
品，但主要目的是引导学生了解朦胧诗及朦胧诗的特点，为理解
诗歌内涵蓄势。学生都已经青春期，对诗歌的理解应该不是问题。 

读是个必须做到的事情，各种读是诗歌教学中非常重要的环
节。通过教师范读，学生观察教师的表情，感受教师的理解，可
以从中获得一些对诗歌的感性认识，比一味的让学生朗读更能准
确地把握住诗歌的情感。通过齐读，让学生整体初步感知诗歌的
内容和情感；通过个别朗读，男女生分读，学生互相点评等方式，
并配合诗歌讲解的层层深入，让学生在朗读中慢慢体会诗歌所要

表达的思想感情。这节课我的读的环节设计的还不错，有整体读、
分组读、男生女生分开读，基本上几轮读下来，学生的理解比较
深刻。 

鉴赏诗歌首先应该理解诗歌的意象，然后才能由此把握住由
多个意象组合而营造的意境，从而体会诗人的思想感情，理解诗
歌的主旨内涵，这是鉴赏诗歌的指导原则。诗歌中的木棉、橡树
可以说是我国爱情诗中一组品格崭新的象征形象，所以在对诗歌
中的意象进行分析时，应该将“象征手法”这一艺术手法点透，
所以在教学中我注意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诗人选择“木棉”这个
形象代表女性形象，这个环节我自认为我做的不到位，只是浅层
次的让学生进行理解、分析和对比，学生理解没有达到预期就进
入了下一个环节，这个过程需要改进。 

在领悟本诗的思想和探究本诗的手法之后，我设计了“结合
体验，谈谈感想”这个环节，但主要是引导学生谈对爱情的新的
认识，让学生用一句话表达出来进行交流，这个环节设计得非常
成功，唐家敏精彩的一句话表达赢来了听课师生的阵阵掌声，教
室里洋溢着轻松愉快的气氛，本课在这个环节达到了高潮。 

最后的课尾，我设计了“总结启发，换位尝试”环节，引导
学生正确认识青春期的萌动和早恋现象，同时让学生以《致木棉》
为题，写几句小诗，课后完成，从后来收上来的学生作品看，大
部分学生真正领悟了这首诗。总体来说我的孩子们在这节课上没
有出现大的失误，我的教也是很顺利的。最后一个环节师生一起
再次诵读全师，再次进入诗的境界，结束本课。 

《致橡树》放在初三年级，一方面考虑了初三孩子的年龄特
征和心理特征，也充分考虑了即将面临中考这个人生重大选择的
孩子有必要对自己的新人生有个初步的规划。舒婷是个神奇的作
家，短短一百多个字就把爱情描摹的如此浪漫、如此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