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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习任务群的诗歌写作教学探究

陈兰燕

　 　 【摘　 要】诗歌写作的教学需要将教材内容转化为教学内容,认真关注每个阶段的过程指导,以台阶式的

任务群一步步引导学生掌握诗歌的体裁特征和创作方式。 依据新课标学习任务群的导向与要求,教师应围绕

诗歌写作的学习主题设计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语文实践活动,以诗心的萌发、诗意的诞生、诗歌的落成几个步

骤让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建构真实有效的诗歌写作途径。
　 　 【关键词】学习任务群;诗歌写作;教学策略

　 　 一、任务缘起:教材内容教学化

诗歌是“文学的文学”,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和

文化功用。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
(以下简称“新课标”)的“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学

习任务群要求学生“观察、感受自然与社会,表达自

己独特的体验与思考,尝试创作文学作品” [1]26,并在

第四学段的学习内容中明确提出,要“阅读表现人与

社会、人与他人的古今优秀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

文学作品……尝试写诗歌、小小说等” [1]27-28。 这在

课程内容层面为诗歌写作确立了坐标位置。
少年时期是人一生中情感最为激荡的阶段,每

一个少年都是潜在的诗人。 诗歌写作立足于现实,
但能让学生的精神沉浸于优雅、精炼、高品格的诗歌

读写活动中,有助于美感的启蒙、想象力的培养和推

敲词句意识的形成,提升其艺术品位,使之成为有情

趣、有情怀之人,在现实层面实现对诗歌写作的召

唤。 与此同时,在教材内容的层面,统编初中语文

教材九年级上册第一单元和九年级下册第一单元

都是诗歌教学单元。 尤其是九年级上册第一单元

“活动·探究” 部分,以 “学习鉴赏” “诗歌朗诵”

“尝试创作”三大任务为轴心构成单元整体。 任务

三的“尝试创作”更是明确要求学生选择一个对象

写一首小诗。 这要求学生将课堂中欣赏和朗诵的

成果转化为写作的能力,填补了以往写作教学在诗

歌方面的空白。

“教材的本质应当是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所规

定的课程内容向具体的教学活动转化的产物,是处

于具体教学情境中的学生与教师相互沟通和对话的

中介。” [2]9 这段话可以理解为,教材是教师设计教学

活动的依据,学生在教学活动中达成师生之间的沟

通。 然而在真实的教学实践中,可以发现诗歌写作

的教学内容和教材应用常常处于静止的状态,没有

转换为动态的教学过程和方法,即教材内容的教学

化,因此教学的实施方式也不明确。 如果我们将九

年级上册第一单元诗歌教学的“尝试创作”和美国某

文学教材初中阶段的诗歌写作内容进行对比可以得

到下页表 1。

通过对比可以获得以下启示:首先,教材虽然是

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等于所有教学内

容,诗歌写作的核心知识仍待开发与填补。 仅仅依

靠“诗言志”“意象”“语言简洁凝练” “讲究节奏”等

古今中外诗歌的共性特征,没有结合实际运用,不足

以支撑真实的写作行为。 正如诗歌写作需要“陌生

化”是常识,但讲授如何实现诗歌写作陌生化才是写

作教学。 其次,诗歌写作教学的关键是将其所蕴含

的潜隐知识显性化,内隐过程外显化,并通过有效策

略教给学生。 正如荣维东教授所言:“诗歌写作教学

要取得成功,重点不在于解释原理,而在于解决问

题,要解决学生不会‘运用’不会‘创造’意象的困

难。” [3]最后,诗歌写作需要关注每个阶段的过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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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尝试创作”和美国文学教材的诗歌写作

统编教材 美国文学教材[2]75

写作

准备

先读“技巧点拨”,进行构

思和表达

1. 写诗可以直抒胸臆,也

可借助具体可感的形象抒

写情志,或二者结合

2. 写诗,还要注意语言的

简洁、凝练

3. 写诗歌要注意节奏,现

代诗的形式比较自由,可

押韵也可不押韵,但还是

要保持一定的节奏

1. 先确定诗歌的形式、

主题,以及你期望对读

者产生的影响

2. 用头脑风暴法想一些

与主题相关的形象,提

供图表示例,记录涉及

视觉、声音、味觉、嗅觉

和触觉的感觉形象

写作

草稿

利用已选好的诗歌形式

创作草稿,试着运用不

常用的词序、创造性地

使用比喻。 注意运用声

音修辞手段,如头韵和

拟声词,帮助实现期望

的诗歌基调

修改

和

定稿

可以读给同学或家长听

听,请他们提出意见和建

议,认真推敲,进一步修改

完善

1. 向朋友或自己大声朗

读诗歌,注意听词语的

声音效果并在脑海中勾

画形象

2. 增加或修改用词使形

象更生动有力,也可根

据音韵需要调整词序

3. 手捧诗歌在组内轮流

大声朗读,然后讨论作

为“诗人”的感受,谈谈

对以后要写的诗歌有什

么想法

导,提出写作要求之后,教师要针对写作前的准备活

动,写作中(写草稿)和写作后(修改和发表)都进行

具体的方法指导,并且重视学生在写作过程中进行

反思和自我评判。

基于课程要求、现实需求和教材内容等综合因

素,该课教学可确定以“教材内容教学化”为任务缘

起,由此设计写作任务群,力求引导学生真实体验诗

歌写作的完整过程。

二、任务设计:搭建台阶式写作群

新课标提出,语文学习任务群要以任务为导向,

其安排注重整体规划,要体现连贯性和适应性[1]2。

因此,在设计诗歌学习任务时,教师可围绕诗歌写作

的学习主题,设计三个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语文实

践活动:诗心的萌发—诗意的诞生—诗歌的落成。
活动设计遵循“感性的诗意捕捉—理性的策略训

练—完整的形象建构”的逻辑脉络,引导学生建构真

实有效的诗歌写作途径。

(一)任务一:诗心的萌发

当我们谈到诗歌写作,对于初学者而言,最难的

一步恐怕是打破固有认知,即认为只有具备天赋与

灵感方可写诗。 因此,在进行写作之前,教师要帮助

学生破除心理障碍,引导他们去亲近诗歌,建立一定

的审美感知以及真实的肌理触摸。 诗歌阅读能引发

情感的共鸣或形象认知,进而唤醒个性体验或尘封

的记忆,催生主动创作的内驱力,使学生愿意表达自

我,对写诗产生兴趣。 诗心的萌发可以细化为以下

两个子任务。
1. 叩响诗门

所有文学体裁中,诗歌是离语言最近的。 创作

诗歌必然要探索诗歌语言,但也不必急于踏出这一

步,因为“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

仅知道事物” [4]。 在具体实施时,教师可以先抛出几

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比如“什么是空气? 什么是镜

子? 什么是岸?”学生轻松地回答后,再让他们对照

诗人阿多尼斯《意义丛林中的向导》中的诗句:“什么

是空气? 灵魂,不愿在身体内落户。 什么是镜子?

第二张脸,第三只眼睛。 什么是岸? 波涛休息的枕

头。” [5]学生朗读并揣摩,发掘诗歌形象化语言背后

暗含的巧思以及潜藏的深刻含义。 学生有了一定的

了解后,教师再转换文本,让学生阅读并交流诗人树

才的文章《诗是活泼泼的生命》,在作者极富文学化、

生动活泼的语言表述中叩响诗门,对诗歌形成丰富

又个性化的理解。
接着通过两次活动寻访诗意,感受诗歌审美多

样的表征形态:(1)“悦耳悦目”:朗读并欣赏朱赢椿

的《设计诗》,发现经过诗人的创新,文字和图形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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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和谐共生,同时抵达视觉和心理的审美愉悦;
(2)“悦神悦志”:续写小林一茶俳句《然而》的省略

部分,思悟俳句作为世界上最短的定型诗,如何把诗

学的简洁推到极致,同时在简短的语句中体现出作

者和世界的对话多么丰盈,句与句彼此间的巨大

张力。

2. 打开诗心

通过寻访诗意,学生对诗歌的认识由模糊到清

晰,由疏离到亲近,这时正可引导他们将内心生发的

审美或情志流淌出来,进行写作活动。 学生首先要

捕捉诗意: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摒除干扰,选择任意

一个主题,比如冬天、失败、母亲、水杯、奔跑等,把想

到的任何想法写下来,不必急着筛选措辞,也别担心

写作内容的质量,凭感觉把心里的感受、脑海中浮现

的想象都如实写出来,至少三行。 然后朗读筛选:通
过读取文字感受语言及节奏,筛选和修订有价值的

内容,最好让流动在心里的情感通过具体的场景或

者物象使之“现身”。

由“叩响”到“打开”的任务活动,让学生对诗歌

“是什么样”有更清晰的认识,在不断深入诗歌世界

时也树立了主体意识,明白诗歌写作并非遥不可及,

愿意勇敢地在写诗的道路上启程。
(二)任务二:诗意的诞生

诗的核心是意象,因此诗歌写作的核心问题在

于如何运用或创造意象。 以往的诗歌写作基于“知

识本位”理念,一般由教师教授学生何为意象,分析

诗歌范例中意象所传之情、所达之意,然后直接跨越

到运用意象进行写作。 但实际上学生对意象的构建

与运用并没有实际概念,加之学习任务群强调实践

性与情境性,因此教师应该在情境下教授学生意象

的构建与使用。 此处参考作家黄梵所作《意象的帝

国:诗的写作课》 [6] 炼制并转化核心知识,结合学情

设计三个任务,帮助学生创造性地构建自己的意象。
1. 触摸意象:客观意象 vs 主观意象

诗歌意象是外在事物形象与诗人内在情意的交

融。 在诗歌写作教学中,应将对意象概念的理解、识
记转化为情境中的创造与运用。 出于教学方便和易

于学生理解,可以简单将意象分化为“客观意象”和

“主观意象”。 为了帮助学生理解这两者的区别,教
师可以出示两幅图让学生进行比较,一幅是法国画

家籍里柯的《艾普森的赛马》,一幅是真实的奔马照

片。 观察同样是飞奔的马,画家笔下的马和现实生

活中的马有什么区别,尤其关注马奔跑时腾空的瞬

间。 学生仔细观察后能够理解,为了更能表现马奔

跑时的激情与昂扬,马的四蹄在画家笔下被创作为

向外张开,而真实的飞奔的马匹四蹄会向内蜷缩。

但与其说画家是创作了一幅不合实际的画面,倒不

如说是构造了自己想象中的、内心的图景。 如此学

生就能形成清晰的认知:客观意象呈现的是客观的

图景,而主观意象是想象的、内心的图景,超越现实。
这一认知会为接下来的写作奠定基础。

2. 客观意象写诗

如果仅仅是描绘事实或者事象,诗意不会诞生,

因为这样的描写客观中立而没有情感倾向,只有赋

予事实或事象情感和立场才能称为文学。 另外,诗

歌的魅力还可以通过省略和空白造成的跳跃来呈

现,这种跳跃会促发读者努力调动联想或想象来填

补空白。 为了让学生理解这两种以客观意象写诗的

方式,教师可以设计两个子任务让学生掌握写诗的

方法:(1)诗尾染色:写好末尾一句;(2)诗缝留白:

写出跳跃感。

3. 主观意象写诗

如何引导学生借助已有的生活经验,超越现实

构筑内心的图景,对诗歌写作而言非常关键。 想要

把眼前现实的风物变得不那么现实,就要通过跨越

和组合,让读者暂时离开现实,忘掉事物的现实属

性,同时让他们相信新的解释才是事物的“真相”。

为了降低创作难度,不妨分化写诗步骤:(1)训练学

生词语跨界搭配;(2)熟悉搭配方式后抽离联系词进

行直接搭配;(3)完全跳出现实,一点点迈开步伐,对

事物进行创造性写作并树立主体和读者意识。

(三)任务三:诗歌的落成

到目前为止,学生经过训练已经能够写出几个

具有诗意的句子,但这并不意味着已经能创作一首

真正的诗。 一首诗应当具备完整的诗意单位,能用

意象表达情感或思想,并且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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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为了将“诗意的散句”塑造成“一首诗歌”,教
师要引导学生在已有雏形的基础上,有目标、有步

骤地进行写作过程训练,引导学生发现写作知识,

然后运用这些知识在内容和形式上优化自己的写

作成果。 可以按照以下两个任务促成学生诗歌创

作的落成。
1. 塑体成形

诗歌主体的成形从两个角度着手。 一个角度是

诗歌的散落与聚合。 以小结环节的训练任务为例。

教师展示三个学生写“秋天”的作品,先从意象、语

言、形式的角度进行评价;再从结构角度加以引导;

最后引入写作知识“诗意单位”,学生可以以此判断

自己写的诗是自然的整体还是“貌合神离”的断句的

组合,从而进行修改或优化。 另一个角度是诗歌的

变式与深化。 短诗的结构千千万,但总有几个结构

是常用的。 教师可以优先介绍文艺领域的经典结构

“三段论”,然后借用何其芳的《秋天》让学生探寻内

容上的秘密,启示学生揣摩第三段和前两段有什么

区别。 可以看出第一段每一句诗都像是独立的一幅

画,描绘了普遍的农家生活,山谷伐木,篱间背瓜果。

第二、第三段各是一幅画,最后诗作整体组成了既流

动又整合的复合画卷。 学生通过赏析明了诗歌可以

以重章叠句的形式构成。 加入一定的变式和深化

后,既能显示个性又能保证整体的和谐。
2. 修文饰词

既然是写作,诗歌同样也要经过修订的过程。

但由于诗歌体裁在内容和形式上有自身的特殊性,

教师要着重引导学生从以下两个方面优化。 一是锤

炼语言,这样做可以提升表现力。 从诗句中选择不

太理想的词语,尝试用更有表现力的词语替代它;或
是在音律不协调的地方尝试增强音乐性,通过反复

朗读从韵律节奏的角度考量哪些词语还可以变得更

动听。 二是优化形式。 这一方面主要涉及转行、空

行、空格、标点,其本质是形成停顿,虽然不改变内

容,但当完整的语意被人为地切分,就能制造出奇妙

的空间或时间间隔,产生吸引读者注意的悬念和张

力。 教师可以先结合作品进行示范,比如选取戴望

舒《雨巷》,将“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

寂寥的雨巷”一句通过分行、转行、加标点等操作,学
生就能在不同句式间反复揣摩,品味出特殊的意味,
从而感受诗句“孤独又彷徨”的意境,对作者延长和

强化读者感受的形式设计有不一样的理解。 为了强

化学生对形式的感受,接下来可以去掉牛汉《半棵

树》的形式,让学生自由变动,感受不同组合形式下

诗的不同意味,最后回到原作谈谈牛汉在形式上是

怎样表达自己情感的。
基于学习任务群的诗歌写作教学探究,围绕具

有内在逻辑关联的诗歌实践活动,从感性的诗意捕

捉到理性的策略训练,最后形成完整的形象建构,教
授学生真实的写作实践知识,让诗歌写作与他们的

生命真实碰撞。 实践中要注意,如果仅限于教材中

有限的现代诗篇目和课堂上补充的内容进行教学,
教学资源难免不足,教师还需要提升自己,扩充阅读

面,寻找更多符合教学需要的诗作和有教学价值的

诗歌创作知识在多个合适的场合指导学生创作,在
学习任务群的探索中领略诗意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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