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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是最古老的文学样式，也是一种非常高雅的文学形式，有“文学之母”“语言的钻石”的美称。我
国是诗歌的国度，3000 多年来，诗歌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丰富多彩，蔚为大观。中外诗歌、古代或现代
诗歌，一般具有四个特点: 抒情性、形象性、概括性、音乐性。本单元的课文均为现代诗歌。现代诗歌的主
流是新诗，也包括现代人写的旧体诗，包括诗词曲，如毛泽东的《沁园春 长沙》。新诗是五四新文化运
动的产物，反映新生活，表现新思想，表现新感觉。新诗形式上采用白话，打破了旧体诗格律的束缚，创造
了不少新样式。总的来看，一种是讲究格律的，称为格律诗;一种是比较自由的，称为自由诗。

1．背景的理解。如果你不理解背景你就不知道作者在写什么，到底为什么写这首诗。
2．诗本身的理解，要逐字逐句地读，读通读透，如果最基本的这两点都做不到，那么下面就不能进行。
3．诗都是由一个个意象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就要你找出诗人列举的意象物，看这些意象物各自

表达什么意思，然后把它们连接起来，看看总体上表达什么意思。
4．读诗其实根本就不是在读诗，是要你用自己的感觉去体会去把握的，所以除了参考别人的评注，还

要用心感受。读诗最上乘的方法莫过于无法，要你自己去感觉，这样学到的东西才是自己的。

1 沁园春 长沙

学习目标

1．了解词作的背景，弄清词的思路，体会作品
中所表现的变革社会、改造自然的雄心壮志。

2．品析诗人高度凝练的语言及其塑造意境表

达思想感情的作用。
3．在朗读中加深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抒情朗

读并背诵全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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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导航

1．背景资料

这首词作于 1925 年。1925 年的革命形式正蓬
勃发展，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相继爆发，湖南、广
东等地农民运动日益高涨。毛泽东直接领导了湖
南的农民运动。同时，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已经确
立，国民革命政府已在广州正式成立。这年深秋，
毛泽东去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在长沙停留，
重游橘子洲，写下这首词。

2．题目解说

“沁园春”，词牌名。“长沙”，词题。相传沁园
是东汉明帝女儿沁水公主的园林，后来被外戚窦宪
仗势夺取，有人作诗咏其事，该词牌由此而得名。

3．走近作者

毛泽东( 1893—1976) ，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
学家。毛泽东出生在比较殷实的家庭，但他从小就
关心人民疾苦，关注国家大事。在青春年少之际，
他就才华出众，激昂慷慨，奋笔疾书，为着革命理
想，讥时弊、褒先进，评论国事，宣传真理，向军阀官
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展开了英勇斗争。1915 年
5 月，袁世凯接受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
条》，毛泽东印发了反袁文章。1916 年毛泽东直接
组织和领导了驱逐军阀张敬尧出湖南的运动。
1919 年至 1920 年，毛泽东和何叔衡等又向湖南军
阀谭延、赵恒锡展开了英勇斗争。1925 年，五卅
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相继爆发，湖南、广东等地农民
运动日益高涨，毛泽东直接领导了湖南的农民运
动。1927 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
命，毛泽东等领导适时纠正了党内的“左”倾错误，
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引导红军成功进行了二万
五千里长征。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以毛泽东同
志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主动与国民党合作，结合中
国的具体实际，与敌人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持久战，
最终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后人将毛泽东的诗词进
行选辑，出版了《毛泽东诗词选》。

4．文体知识———词

我国传统诗歌中的一种特殊体裁，起源于西
汉，奠基于隋、唐，大盛于宋代。它原本是配合燕乐
( “燕”通“宴”) 曲调的歌辞，但在发展中逐渐与音

乐分离，成为纯粹的文学样式。有的词不分段( 段，
又称“片”“遍”“阕”等) ，称做“单调”; 有的词分两
段，称做“双调”; 还有分三段、四段的，称做“三叠”
“四叠”。前两类数量较多。此外，按词的字数多
少，一般可分为小令( 约 50 字以下) 、中调( 约百字
以下) 、长调( 百字以上) ，如《沁园春》共 114 字，属
长调。词的押韵，不同于诗，哪一句押韵，押平韵仄
韵，是一韵到底还是要变韵，均由词牌要求决定。
词，又叫“曲子”“杂曲子”“曲子词”“长短句”等。

词牌，词的调子的名称，限定词作的韵律、格
式、字数等。词题在词牌之后，相当于一般文章的
题目。

品读研学

探究 1 在词中，有以一字领数句的现象，这种
格式称“扇面对”。这首词上下阕的领起字各是什
么? 有什么作用?

探究 2 用自己的话描述这首词所描写的湘江
秋景，看看作者主要是通过哪些意象来表现自己的
情感和思绪的; 词的下阕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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稠”，围绕“同学少年”表现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情怀?

探究 3 这首词既写景又抒情，说说作者通过
写景抒发了什么样的情感?

探究 4 “自古逢秋悲寂寥”，在古代文人笔
下，秋的意象多与悲愁、悲戚、悲怆的情绪相结合，
在这首词中，秋的一系列意象却扫尽千古悲秋之
气，为什么?

归纳总结

1．文章主题
《沁园春 长沙》一词通过对长沙秋景的描绘

和对青年时代革命斗争的回忆，抒写了革命青年对
国家命运的感慨和以天下为己任、蔑视反动统治
者、改造旧中国的豪情壮志。

2．文章结构

沁
园
春

长
沙

→独立寒秋图 独立寒秋 橘子洲头

湘
江
秋
景
图

远眺
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近观
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仰视: 鹰击长空
俯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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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提升

一、基础积累
1．给下列加点的字词注音。
( 1) 沁
獉
园春( ) 百舸

獉
( )

( 2) 鱼翔
獉
( ) 怅

獉
寥廓
獉
( ) ( )

( 3) 携
獉
来( ) 百侣

獉
( )

( 4) 峥嵘
獉獉

( ) ( ) 方遒
獉
( )

2．解释下列加点字词的意义。
( 1) 漫
獉
江碧透

( 2) 怅
獉
寥廓

( 3) 挥斥
獉獉

方遒
獉

( 4) 粪土
獉獉

当年万户侯
3．把下列诗词作品与其作者连线。

A．《沁园春 雪》 a．曹操
B．《念奴娇 赤壁怀古》 b．陆游
C．《短歌行》 c．毛泽东
D．《示儿》 d．文天祥
E．《过零丁洋》 e．苏轼

4．有关文体知识填空。
词，文体名，诗歌的一种。古代的词，又称曲

子词、 、 、
等，都能合乐歌唱。盛行于 代。最
初的词，有的按词制调，有的依调填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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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依调填词。曲牌的名称叫词牌，如“浪淘沙”
“水调歌头”“沁园春”等。每个曲牌名都限定了
这首词的句数、字数、平仄、对偶及用韵等。词一
般分为上下两段，称上下阕或上下片，也有一阕
或三阕的。从字数上看，又可分为
( 50 字以下) 、 ( 约百字以下) 和

( 百字以上) 。曲调( 即词牌) 和词的内容
往往没有什么联系，词牌指填词时所依的乐调。
所以，写词( 也叫填词) 时往往在标出词牌后再加
上一个标题。例如《沁园春 长沙》，“沁园春”
是 ，“长沙”是标明所吟咏的内容。

根据课文，完成 5、6 两题。
5．上阕写暮秋景色，词中哪些词语起了描写秋色之
深的作用?

6．上阕“看万山红遍”以下各句，下阕“恰同学少
年”以下各句，是铺叙，也就是古人所说“赋、比、
兴”手法中的“赋”———直接抒情、叙事，使用铺陈
排比的手法。使用“赋”有什么艺术效果?

二、能力提高
7．据说孙中山年轻时，曾拜见湖广总督张之洞，求
见帖落款后自题“兄”，张阅后不悦，闭门不见，并
让手下送出一上联，“持三字帖，见一品官，儒生
妄敢称兄弟”。孙中山一见，略一皱眉，草就下
联，又送进去，结果张之洞破例接见了他。想一

想，孙中山拟的下联内容是什么? ( 提示:联中有
“粪土当年万户侯”意)

三、表达交流
8．阅读下面的文字，按要求作文。

毛泽东本色是诗人。中国帝王史上真正堪
称大诗人的，只有两位，魏武帝曹操和南唐后主
李煜，其余种种，不过雅喜涂鸦而已。曹操雄才
大略，鲁迅先生对他都敬佩有加。李煜则昏聩懦
弱，以泪洗面。无论“设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
人称帝，几人称王”的曹孟德，还是“要扫除一切
害人虫，全无敌”的毛泽东，都属人中奇杰，都能
赖一己之力令江山变色。如果他们戎马倥偬之
余还能不废吟咏，如曹操“登高必赋”，就有可能
使诗章别生出雄杰超霸之气，令只知牢骚满腹的
寻常骚客气为之夺。曹阿瞒诗情之豪迈沉郁通
脱，向为世人称道，开国领袖毛泽东之气度、胸
襟，或也当作如是观。

你如何解读毛泽东的诗词，请结合学过的毛
泽东诗词，再找一些他的其他诗词，写一篇鉴赏
文章













































。

浪淘沙 北戴河

毛泽东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思考与启示:“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恰似一幅生动、传神的剪影，简括而鲜明地勾勒出曹孟德

当年策马扬鞭、登山临海的雄姿。你是怎样理解“挥鞭”一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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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诗两首

学习目标

1．深刻体会理解两首诗的意象以及表现手法，
领悟作品或深刻或丰富的内涵。

2．感悟自由体新诗华丽轻巧的语言、整齐的章

法、和谐柔美的音韵所散发出的强烈的艺术感染
力





。

阅读导航

1．背景资料

( 1) 《雨巷》写于 1927 年夏天。当时全国处于
白色恐怖时期，戴望舒因曾参加进步活动而不得不
避居于松江的友人家中，在孤寂中咀嚼着大革命失
败后的幻灭与痛苦，心中充满了迷惘的情绪和朦胧
的希望。《雨巷》一诗就是他的这种心情的表现，其
中交织着失望和希望、幻灭和追求的双重情调。这
种情怀在当时是有一定的普遍性的。因此叶圣陶
先生称赞这首诗为中国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纪
元”。

( 2) 《再别康桥》作于徐志摩第三次欧游的归
国途中。时间是 1928 年 11 月 6 日，地点是中国海
上。但他这次重游康桥的时间，却是在 7 月底。他
是在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家里逗留了一夜之
后，事先谁也没通知，就在一个晴朗的下午，一个人
怀着怦怦直跳的激动心情，悄悄地到康桥来找他的
英国朋友的。所谓“康桥”，现在通译“剑桥”，即著
名的剑桥大学所在地，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 因
徐志摩年轻时曾在此读书、生活过，结识过许多英
国朋友，故对此常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遗憾的
是，因他事先没有联系好，他所熟悉的英国朋友一
个也不在，只有他所熟悉的康桥，在那里静静地等
待着他。于是，他一个人就在七八年前曾经生活过
的每一块地方、每一个角落，静静地散起步来，那过
去的一幕幕生活图景，又重新在他的眼前展现……
由于他当时比较忙，又赶着到达廷顿庄去见另一位
英国朋友，故未把这次感情的活动记录下来。直到
他乘船离开马赛的归国途中，面对汹涌的大海和辽
阔的天空，才展纸执笔，记下了这次重返康桥的切

身感受。

2．题目解说

( 1) 关于《雨巷》
《雨巷》是戴望舒诗歌创作的第一高峰，它代表

了诗人诗歌起步期的最高成就。《雨巷》就内容看，
格调是不高的。诗人从日常生活的实际感受出发，
首先描绘出一幅梅雨时节江南小巷的阴沉图景，在
蒙蒙细雨中诗人怀着一种痛苦的希望，撑着油纸伞
在悠长寂寥的小巷里踽踽独行，他“希望逢着一个
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接着，姑娘梦幻般
地出现，又梦幻般地消逝，她仅仅投来太息般的一
瞥，便默默无言，飘然而过。希望幻灭了，“我”仍然
独行在悠长的雨巷里，继续希望着、期待着。《雨
巷》写景言情，细致缠绵，通过“我”和丁香一样的姑
娘的雨巷邂逅，表现了一种凄清哀怨、恍惚迷离的
情绪。显然，这种“感伤的声音，对时代的洪流是回
避的”。

( 2) 关于《再别康桥》
康桥，即英国著名的剑桥大学所在地。1920 年

10 月至 1922 年 8 月，诗人曾游学于此。康桥时期
是徐志摩一生的转折点。诗人在《猛虎集·序文》
中曾经自陈道:在 24 岁以前，他对于诗的兴味远不
如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正是康河的水，开
启了诗人的性灵，唤醒了他的诗人的天命。因此他
后来曾满怀深情地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
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
给我胚胎的。”( 《吸烟与文化》) 1928 年，诗人故地
重游。11 月 6 日，在归途的南中国海上，他吟成了
这首传世之作。这首诗最初刊登在 1928 年 12 月
10 日《新月》月刊第 1 卷第 10 号上，后收入《猛虎
集》。可以说，“康桥情结”贯穿在徐志摩一生的诗
文中，而《再别康桥》无疑是其中最有名的一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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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走近作者

( 1) 戴望舒，原名戴朝实，又名戴梦鸥，1905 年
出生于杭州。1929 年 4 月出版第一本诗集《我底记
忆》，他的成名作《雨巷》即收入此集中。1933 年 8
月出版了《望舒草》，1948 年出版了《灾难岁月》。
一生留下了诗歌 92 首。《雨巷》是诗人前期的代表
作，这是一首既具有音乐美，又具有朦胧美的象征
诗。这首诗发表后，戴望舒获得了“雨巷诗人”的美
称。

( 2) 徐志摩( 1896—1931) ，浙江海宁人，出身于
富商家庭。笔名云中鹤、南湖、诗哲。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绅士
诗人，徐志摩可以说是新诗的诗魂，人称诗哲、诗圣
并不过分，他的新诗堪称千古绝唱，他的行为与品
格也同样受到同人、朋友、学生的赞赏与爱戴，他对
爱情的执著追求虽为文坛风流佳话，亦留有诸多遗
憾，但他那崇尚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情怀，
追求人生真谛的精神是值得感动、值得学习的。难
怪这位英年早逝的诗坛巨星的噩耗传来，震惊了海
内外，胡适连呼: “天才横死，损失的是中国文学!”
徐志摩的诗文风格是迥异于他人的，储安平曾在
《悼志摩先生》一文中说:“内涵是它的骨骼，辞藻是
它的外表;一座最牢的房子外面没有一些现代美的
彩色和轮廓，仍不能算定成它建筑上的艺术。”胡适
说得好，徐志摩的人生观里只有三个大字: 一个是
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的确是一语中的。他
的作品就是这种精神的融合与体现。

4．文学常识

( 1) 象征主义
象征主义是 19 世纪 70 年代兴起于法国的

一个文学流派。它不拘泥于对现实生活的机械
的、简单的描摹，注重用暗示、隐喻等手段表现瞬
间的思想。它是诗人想象中的一幅写意画，是作
者意念流动中的一个场景，它常常在朦胧的意境
中表达出幽微精妙的感情。这种感情既含蓄深
隐，又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朱自清在《中国新文
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指出: “戴望舒氏也取法
象征派。他评过这一派的诗。他又注重整齐的
章节，但不是铿锵而是轻清的 ; 也找一点朦胧的
气氛，但让人可以看得懂。”

( 2) 新月社
新月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新诗团体，1923

年成立，代表人物为徐志摩、闻一多，成员有胡适、

梁实秋、陈西滢等。徐志摩、闻一多等不满足于新
诗的自由散漫，而努力地去追求新的格律。其中卓
有成效的是闻一多。他主张新格律诗要保持整齐
的外形，讲究音节和押韵，讲究诗的辞藻。他创立
了建筑美、音乐美和绘画美的新格律诗的理论，产
生了深刻的影响。

品读研学

探究 1 怎样理解和欣赏《雨巷》中“雨巷”和
“丁香”两个主要意象?

探究 2 《雨巷》一诗中重叠和反复手法的运
用有怎样的表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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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 3 《再别康桥》在形式上具有哪“三美”?
请简要分析。

探究 4 《再别康桥》的抒情结构是怎样的?

归纳总结

1．文章主题
( 1) 《雨巷》
诗人借雨巷、丁香般结着愁怨的姑娘等主要意

象，抒发了大革命失败后青年知识分子失望和彷徨
的心态，表现了诗人热切的追求与所求不可得的惆
怅。

( 2) 《再别康桥》
诗人以离开康桥时的感情起伏为线索，通过对

康桥秀美景色的描绘，抒发了对康桥依依惜别的深
情。

2．文章结构
( 1) 《雨巷》

希望逢
着一个
丁香一
样的姑娘

姑娘有丁香一样的颜色、芬芳、
忧愁
姑娘梦幻般地出现，带着太息
般的眼光
姑娘梦幻般地飘逝，

























走尽雨巷

希望飘过
一个丁香
一样的姑娘

( 2) 《再别康桥》

再别康桥

现实( 1) →飘然而去→依恋

寻梦( 2 ～ 5)

金柳
青荇
清潭{ }
星辉

康桥景色→秀美

现实( 6、7) →飘然而去→

























依恋

借
景
抒
情

巩固提升

一、基础积累
1．给下列加点的词语注音。
( 1) 彷徨
獉獉

( ) ( ) 寂寥
獉
( )

( 2) 彳亍
獉獉

( ) ( ) 颓圮
獉獉

( ) ( )
( 3) 青荇

獉
( ) 笙箫

獉獉
( ) ( )

2．解释下列诗句中加点词的意义。
( 1) 默默彳亍

獉獉
着

( 2) 太息
獉獉

般的眼光

( 3) 在星辉斑斓
獉獉

里放歌

3．将下列诗词与其作者连线




































































。



8

A．《雨巷》 a．郭沫若
B．《女神》 b．徐志摩
C．《死水》 c．冰心
D．《再别康桥》 d．闻一多
E．《繁星》 e．戴望舒

4．默写。
( 1) 像我一样地默默彳亍着， ，

， 。
( 2) ，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
手， 。

( 3) 软泥上的青荇， ;在康河的柔波
里， !

( 4) 但我不能放歌， ，夏虫也为我沉
默， !

根据《再别康桥》，完成 5、6 两题。
5．诗人徐志摩曾满怀深情地说: “我的眼是康桥教
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
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 《吸烟与文化》)
“康桥情结”贯穿在徐志摩一生的诗文中。结合
诗人的“康桥情结”，请你赏析《再别康桥》开头
与结尾里的“轻轻”与“悄悄”，体会它们传达的
诗人对康桥的深情。

6．“摇魂动魄，乱意迷情”是有人对“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一句的评注。诗人在这里采用
了什么手法以达到如此动人的艺术效果呢?

根据《雨巷》，完成 7、8 两题。

7．“悄悄”是无声，“别离的笙箫”是有声。说“悄悄
是别离的笙箫”有什么表达效果?

8．诵读《雨巷》诗开头和结尾两节，体会诗人在这两
节诗里首尾相衔、荡气回肠的抒情技巧。同时思
考:为什么开头“我”“希望逢着”，而结尾“我”却
“希望飘过”?

二、能力提高
9．阅读下面的古诗，完成( 1) 、( 2) 两题。

游山西村
陆 游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
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放叩门。

( 1) 请概括诗人游山西村时的所见所闻。

( 2)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是广为
流传的佳句，你认为人们会在什么情况下引用
它? 为什么?

三、表达交流
10．徐志摩和戴望舒同属于新月派诗人，课文所选
的《雨巷》和《再别康桥》可是说是他们各自的
代表作，你更喜欢哪一首，请加以鉴赏辨析，写
出理由






















































。

我用残损的手掌

戴望舒
我用残损的手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单元

9

摸索这广大的土地;
这一角已变成灰烬，
那一角只是血和泥;
这一片湖该是我的家乡，
( 春天，堤上繁花如锦障，
嫩柳枝折断有奇异的芬芳，)
我触到荇藻和水的微凉;
这长白山的雪峰冷到彻骨，
这黄河的水夹泥沙在指间滑出;
江南的水田，你当年新生的禾草，
是那么细，那么软……现在只有蓬蒿，
岭南的荔枝寂寞地憔悴，
尽那边，我蘸着南海没有渔船的苦水……
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
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沾了阴暗，
只有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
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
在那上面，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
像恋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
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
贴在上面，寄予爱与一切希望，
因为只有那里是太阳，是春，
将驱逐阴暗，带来苏生，
因为只有那里我们不像牲口一样活，
蝼蚁一样死……
那里，永恒的中国!

【注】本诗作于抗战爆发后，表现了诗人痛恨侵略者，热爱祖国，热爱自由的强烈感情。

思考与启示:作者为什么说是用残损的手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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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堰河———我的保姆

学习目标

1．反复诵读课文，全面感知总体把握诗歌的内
容。体会诗歌内容的深刻和形式的精美。

2．阅读诗歌的语言，准确把握作者的思想感
情。

3．了解有关现代诗歌创作和欣赏的知识。从
鉴赏的角度，品读诗歌，体会诗歌的深刻内涵和诗
歌韵律美、语言美、意境美







。

阅读导航

1．背景资料

艾青出生时难产，一位算命先生说他的命是
“克”父母的，因此就被送到一位贫苦农民家里抚
养。5 岁被领回家开始读书，但依然受到冷遇，不准
称自己的父母为爸爸妈妈，只准叫叔叔婶婶。正如
他自己所说，他是在“冷漠的歧视的空气里长大
的”。1932 年，艾青和其他 12 名青年遭到逮捕，国
民党反动派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控告这些手
无寸铁的青年“颠覆政府”，艾青被判 6 年有期徒
刑。本诗即写于诗人在狱中的日子里。当他看见
了漫天飞舞的雪花，联想到保姆落满白雪的坟头，
挥笔写下了这首赞颂劳动人民、诅咒黑暗世界的
诗。

2．题目解说

《大堰河———我的保姆》是一首带有自传性质
的诗。在这首诗里，诗人以自己幼年的生活为背
景，集中地描述了自己的保姆大堰河一生的悲苦经
历，抒发了他对保姆大堰河真挚怀念的情怀和热情
的赞美，表达了诗人对旧世界的仇恨和诅咒。艾青
的保姆没有名字，因她娘家在浙江省金华县大叶荷
村，所以大家都叫她大叶荷。

3．走近作者

艾青( 1910—1996) ，原名蒋海澄，浙江金华人，
现代著名诗人。1932 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
盟”，1936 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大堰河》，其自传性

抒情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是他的成名作。
抗战时期写了长诗《向太阳》《火把》，新中国成立
后又写了《在浪尖上》《光明的赞歌》等。

品读研学

探究 1 诗中的大堰河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形
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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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 2 本诗运用了哪几种修辞手法?

探究 3 这是一首抒情诗，却有大量生活细节
的描写。怎样看待诗中抒情与描写的关系?

探究 4 如何理解这首诗表现出的阶级观念?

归纳总结

1．文章主题
这是一首带有自传性的抒情诗。在这首诗里，

诗人以幼年生活为背景，集中地描述了自己的保姆
大堰河一生的悲苦经历，抒发了他对保姆大堰河真
挚的怀念和热情的赞美，表达了诗人对旧世界的仇
恨和诅咒。

2．文章结构

大堰河
———我
的保姆

怀念与痛悼( 1 ～ 3)
眷恋与感激( 4 ～ 8)
同情与控诉( 9 ～ 11)
讴歌与赞美( 12 ～ 13



















)

通过记事，运用对比、
反复等手法抒发对
大堰河深深的热爱
和对旧世界的愤恨
不平的感情

巩固提升

一、基础积累
1．给下列加点词语注音、释义。
( 1) 典押
獉獉

: ( )
( 2) 凌侮
獉獉

: ( )
( 3) 忸怩
獉獉

不安: ( )
( 4) 瓦菲
獉獉

: ( )
( 5) 叱骂
獉獉

: ( )
2．根据文义在下列句子中填入合适的词语。
( 1) 大堰河纯洁无私的内心世界如同雪一样的洁
白无瑕，而白雪覆盖大地的 的景象
正好表达了诗人深切的悼念。

( 2) 30 年代末的上海，一位著名诗人见到了艾
青，曾 地说，德国有莱茵河，


































































 法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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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纳河，埃及有尼罗河，那么，我可以骄傲的
说，中国有大堰河。

( 3) 艾青对他的养母大堰河的爱是发自内心的，
因为大堰河对他的爱是让他 的。

3．课文第十二节中有一句“呈给你黄土下紫色的灵
魂”，其中“紫色的灵魂”如何理解?

根据课文，完成 4 ～ 7 题。
4．从构思看，全诗前 3节从“今天”写起，“睹雪思人”;
最后两节又回到“今天”，来赞美大堰河。第 3节有
一句“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第 12
节有一句“大堰河，今天，你的乳儿是在狱里”，这两
句在全诗结构上起了什么作用?

5．诗人倾吐对大堰河的爱是同对黑暗社会( “这不
公道的世界”) 的恨联系在一起的。请找出表现
诗人憎恨黑暗社会的诗段，说说起什么作用。

6．诗中很多地方使用了排比和反复的修辞方法。
试分析第 3、4、7、10、12 节，说说诗人使用排比和
反复手法的作用。

二、能力提高
7．诗歌的音乐性集中表现在节奏和押韵上。汉语
诗歌的押韵是由相同的韵母在诗行的末尾有规
律地反复再现而形成的。一首诗是否押韵，押韵
和谐与否，对诗歌的艺术效果有很大影响。

在下面的短诗中，适当改动某些词语，使其
在押韵方面更加和谐。

头顶一弯月，
脚下万盏灯，
东方明珠塔上，
焊工正夜战。

三、表达交流
8．“人生思幼日”，谁都有对童年生活的幸福回忆。
而在童年的幸福生活中，有一位不可缺少的重要
角色，那就是母亲。对母亲，我们总有说不完的
话题，有回忆不完的生活细节。有表达不尽的感
激之情。请仿照艾青对乳母大堰河的歌颂，写一
首歌颂母亲的小诗













































。

碓 石

艾 青
一个浪，一个浪
无休止地扑过来
每一个浪都在它的脚下
被打成碎沫、散开……

它的脸上和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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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刀砍过的一样
但它依然站在那里
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1954 年
思考与启示:“含着微笑，看着海洋”是在看什么?

雪花的快乐

徐志摩
假若我是一朵雪花，
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
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
飞扬，飞扬，飞扬，———
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不去那冷寞的幽谷，
不去那凄清的山麓，
也不上荒街去惆怅———
飞扬，飞扬，飞扬，———
你看，我有我的方向!

在半空里娟娟的飞舞，
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
等着她来花园里探望———
飞扬，飞扬，飞扬，———
啊，她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

那时我凭藉我的身轻，
盈盈的，沾住了她的衣襟，
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
消溶，消溶，消溶———
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

思考与启示:仔细品读上面这首小诗，说一说作者写作时的心情，你能从文中看出作者写
作具有什么风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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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分钟，150 分)

一、基础积累( 15 分，每题 3 分)
1．给下列加点的字注音。
( 1) 笑涡

獉
( ) 纤

獉
( ) 绳 深邃

獉
( )

( 2) 岁月稠
獉
( ) 百舸

獉
( ) 青荇

獉
( )

( 3) 屏
獉
( ) 息 眷

獉
( ) 属 瓦菲

獉
( )

( 4) 寥
獉
( ) 廓 漪

獉
( ) 沦 踟蹰

獉
( )

2．下列各组词语中有没有错别字，如有请改正。
( 1) 桀骜 踌躇 创业维艰 梦寐以求( )
( 2) 提练 焦燥 漫江碧透 毛骨悚然( )
( 3) 寂寥 瓦菲 谁主沉伏 黯然失色( )
( 4) 淘冶 发愤 永葆青春 激扬文字( )

3．依据所学知识填入贴切的词语。
( 1) 我轻轻的招手， 西天的云彩。
( 2) 鹰击长空，鱼 浅底，万类霜天竞自
由。

( 3) 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 里放歌。
( 4) 我有年轻的 的忧怀 /在大地的海
上。

4．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 1) 当时全校不止有一个文学社团，我们的“海风
社”是最大的，参加的学生纵跨三个年级，并
出版了最漂亮的文学刊物《贝壳》。 ( )

( 2) 参加这次探险活动前他已写下遗嘱，万一若
在探险中遇到不测，四个子女都能从他的巨
额遗产中按月领取固定数额的生活费。

( )
( 3) 针对国际原油价格步步攀升，美国、印度等国
家纷纷建立或增加了石油储备，我国也必须
尽快建立国家的石油战略储备体系。

( )
( 4) 这一歌唱组合独立创作的高品质词曲以及演
唱中表现出的音乐天分和文化素养，很难让
人相信这是平均年龄仅 20 岁的作品。

( )
5．依次填入与上下文衔接最恰当的句子。

我独坐在书斋中，忘记了尘世间一切不愉快
的事情，怡然自得。以世界之广、宇宙之大，此时
却仿佛仅有我和我的书存在。 ，

， ， 。
①阳光照在玉兰花的肥大的绿叶子上 ②连平
常我喜欢听到的鸟鸣声“光棍好过”也听而不闻
了 ③窗外粼粼碧水，丝丝垂柳 ④这都是我平
常最喜爱的东西，现在也都视而不见了

二、阅读鉴赏( 71 分)
( 一) 阅读下面这首诗，完成 6 ～ 8 题。( 26 分)

采莲曲
小船呀轻飘，杨柳呀风里颠摇;
荷叶呀翠盖，荷花呀人样娇娆。
日落，微波，金丝闪动过小河。
左行，右撑，莲舟上扬起歌声。

菡萏呀半开，蜂蝶呀不许轻来;
绿水呀相伴，清净呀不染尘埃。
溪间，采莲，水珠滑走过荷钱。
拍紧，拍轻，桨声应答着歌声。

藕心呀丝长，羞涩呀水底深藏;
不是呀蚕丝，丝多呀蛹裹中间?
溪头，采藕，女郎要采又夷犹。
波沉，波升，波上抑扬着歌声。

莲蓬呀子多，两岸呀柳树婆娑。
喜鹊呀喧噪，榴树呀落上新罗。
溪中，采蓬，耳鬓边晕着微红。
风定，风生，风 荡漾着歌声。

升了呀月钩，明了呀织女牵牛;
薄雾呀拂水，凉风呀飘去莲舟。
花芳，花香，消融入一片苍茫;
时静，时闻，虚空里袅着歌声。

6．你认为本诗是叙事诗还是抒情诗? 为什么? ( 9
分)
本诗属于 。因为( 1) 。

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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