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切景语皆情语”

——基于中职语文核心素养培养的《荷塘月色》课例研究

（附《荷花月色》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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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近年来，中职语文教学的形势不容乐观 ,学生对语文的学习兴趣不

浓，老师也教的身心俱疲。为了提高中职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笔者将以《荷塘月

色》课例研究为例，谈谈如何通过合作探讨法、朗诵法、模仿巩固法来培养中职

学生的语言的理解与运用能力、审美的发现与鉴赏能力。

【关键词】中职语文核心素养 《荷塘月色》课例研究

【目标确立】

近年来，中职语文教学的形势不容乐观。随着普通高中招生门槛的降低，中

职生的整体素质有所下降，学习基础也更差。很多中职生懒懒散散，对语文学习

不感兴趣，不愿背诵，懒于思考，疏于表达，更不会写作。老师也教得身心俱疲，

满腹牢骚。

然而，随着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职业教育不断改革，包括中职语文核心

素养在内的职业核心素养对中职学生未来的发展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作为

中职语文教师，我们该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构建培养中职语文核心素养的

高效课堂呢？

鉴于以上情况，为了提高中职学生语言的理解与运用能力、审美的发现与鉴

赏能力，笔者采用合作探讨法、朗诵法，模仿巩固法的教学方法，以学生为主体，

构建教师、学生、教材三位一体的教学活动场景，让学生在与经典对话的过程中，

增强语言能力，开发思维能力，提升审美鉴赏力。下面，笔者将以《荷塘月色》

课例研究为例，谈谈如何通过合作探讨法、朗诵法、模仿巩固法来培养中职学生

的语文核心素养，从而破解中职语文教学中存在的学生厌学，老师厌教的难题。

【过程设计】

《荷塘月色》是篇佳作，教学点颇多，容易杂乱，本节课教授的重难点主要

有三块：1.“一切景语皆情语”，情景交融的写法；2.多种修辞手法、动静结合、

虚实结合的写景方法：3.学生仿照本文多样化的写作方法，进行仿拟练习，在阅



读品味语言的同时，帮助形成写作能力。

课前，笔者让学生预习了朱自清的相关资料，并收集了一些以前学过的关于

“荷花”和“月”的名句，课堂上请同学们分小组讨论，列举一些，并运用“我

从 xxxxxxx（诗句或句子）中感受到了作者 xxxx 的情感。”的句式进行归纳。学

生列举了“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蜒立上头”、“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碧

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

无限恨，倚栏杆”、“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

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

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邀云汉。”等句子。教师加以总结：同样的景在不同的

作者眼中是不一样的，有句话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作者的心情不一样，所写

的景物也就不一样。由此，引出正文内容：看看朱自清眼中的荷花和月又是如何

的，他是带着怎样的心情写这篇美文的。

【课堂实录】

课堂上的教学主要是围绕写景的三节内容，通过合作探讨法、朗诵法、模仿

巩固法来品味语言、学习写景的技巧、感受作者的情感变化，让学生在与经典对

话的过程中，增强语言能力，开发思维能力，提升审美鉴赏力。

一、感受美景

（一）阅读鉴赏第 4节

学生齐读第 4节并思考：本节中作者描写了哪些景物？这些景物都有些什么

特点？作者是如何来描绘这些景物的？

学生分小组讨论、交流。教师加以指导。

第一小组：作者写了荷花，荷叶。荷叶多而高，如“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

“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荷花主要是写它们开的样子，如“有袅

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作者写荷花、荷叶的时候使用了比喻、拟

人的修辞手法，能够让我们更形象地看到荷花饱满盛开、含苞待放的样子，看到

荷叶舒展的样子。

第二小组：作者写了花香。“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

茫的歌声似的。”从“缕缕”、“渺茫”这些词语中可以看出花香若有若无。



师：对，我们称之为荷香。这里使用了什么修辞呢？

生：比喻。

师：是不是“仿佛……似的”就是比喻呢？我举个例子：你仿佛很伤心似的。

是比喻吗？（学生明白不是）其实，有学者认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

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也算是一种比喻，但严格来说，我们称之为“通

感”。“通感”，简而言之，就是把一种感觉转化为另一种感觉。比如“缕缕清香”

是嗅觉，“渺茫的歌声”是听觉，两者共通点就是你们说的若有若无。“通感”的

好处就是通过调动多种感官的参与来增强语句的感染力和生动性。你们能模仿这

种修辞造几个句子吗？

第一小组：阳光跳跃在地面上，仿佛自由变换的音符一样．

第二小组：回到家里，爸爸妈妈都站在客厅里，我闻到一股火药味，我知

道——暴风雨就要来了。

第三小组：她笑得很甜。

师；非常好。希望大家以后能够多动脑筋，善于模仿，学以致用。

师：作者还写了什么景物？

第三小组：还写了波痕、流水。“这时候叶子和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

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的挨着，这边宛然有了一

道凝碧的波痕。”写出了微风吹过来时，荷叶和荷花的动态。“叶子底下是脉脉的

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写出了荷叶的风致，

也是动态的。

师：非常不错。这一部分我们称之为荷波、荷韵。这一部分的描写恰如大家

所分析的，是动态的荷塘。那么作者有没有写静态的荷塘？

生：有。前面写荷花、荷叶部分就是静态的。

师总结：所以说第四节作者主要描写了荷叶——荷花——荷香——荷波——

荷韵，采用了比喻、拟人、通感的修辞，运用了动静结合的写法，还运用了许多

的叠词，比如“田田”、“亭亭”、“脉脉”等。

师：课文题目是《荷塘月色》，第四节有荷塘了，有月色吗？如果有，是什

么样的月色？

生：第四节不写一个“月”字，却处处有月。这月色就融化在作者通过观察



之后的具体描写之中。所有的景致都是在轻淡月色映射下形成的。

（二）阅读鉴赏第 5节

学生齐读第 5节并思考：本节中作者描写了哪些景物？这些景物都有些什么

特点？作者是如何来描绘这些景物的？

学生分小组讨论、交流。教师加以指导。

第一小组：这一节作者主要写了荷塘上的月色。月色很难写，作者借荷叶、

荷花、树，写出了月色朦胧缥缈的特点。

第二小组：本节动词运用的很好。比如“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

片叶子和花上”写出月辉照耀、一泻无余的景象；“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

写出了雾的轻飘状态；“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

写出了荷叶、荷花安谧、恬静的情状；“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

在荷叶上”写杨柳倩影的可爱。

第三小组：本文写景虚实结合。先写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

子和花上的情景，“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这是实写；而“叶子和花仿佛在

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则是虚中有实，虚实结合。

第四小组：这一节不光写了月色，还写了月影。“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

差的斑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

叶上。”不仅有黑影，还有倩影，光影交错，写月影是为了更好地衬托月色。

第五小组：这里也用了通感的修辞。“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

奏着的名曲”，把视觉转到了听觉。

师总结：同学们分析的非常好。这一节学习的重点就在于动词的巧妙运用和

虚实结合的写法。

（三）阅读鉴赏第 6节

学生齐读第 6节并思考：本节中作者描写了哪些景物？这些景物都有些什么

特点？作者是如何来描绘这些景物的？

学生分小组讨论、交流。教师加以指导。

第一小组：本节写了荷塘四周的景色：树色、烟雾、远山、灯光、蝉声、蛙

声。给人的总体感觉是阴暗迷蒙的。

第二小组：本节使用了许多叠词，如“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树色



一例是阴阴的”、“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叠词读起来朗朗上口，增加

作品的音乐美。

师总结：本节以树为着眼点，由近及远，写了荷塘四面的景象。写景浓淡相

间，层次分明，勾勒了整个荷塘的月夜风采。叠词和量词的使用很有特色。

二、借景识情

师：作者通过三节景物描写，写了月下荷塘、塘中月色、荷塘四周的景象，

这些景象给你们的整体感受如何？

生：美。

师：美在何处？

生：花美，月色美，光和影的和谐美。

师：不错，假设你就是朱自清，在如此美景下，你的心情如何？

生：惬意、闲适。

师：朱自清是否感受到惬意、闲适呢？他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去荷塘的？请相

互讨论并在文中找关键句加以证明。

第一小组：从“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以及“幽僻”、“寂寞”、“阴森森”等

词语中，我看出朱自清是在心情不宁静的情况下去荷塘的。他有烦恼，心中笼着

淡淡的忧愁。

第二小组：从“院中乘凉忽然想起荷塘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我且受用这

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说明他去荷塘是因为情绪低落、心情不佳，想出去散心，

舒缓心情。

第三小组：朱自清把荷塘月色写的很美，整个环境氛围非常静谧，心灵放松，

感觉自由，心情也宁静了很多。

第四小组：作者在第 6节最后写道“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和水

里的蛙声；但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可以看出他的心情又有了变化，

并没有完全宁静下来。

师：那么朱自清为什么心情不宁静昵？这句话在文中有何作用？（教师结合

作者生平和相关资料加以提醒指导）

生：(1)对现实不满的愤激；(2)对政局和个人前途的忧虑；(3)家人的不理

解



师总结：作者融情入景，即景抒情，那轻纱般掩映下的荷塘月色，正是作者

当时微妙心思的反映。作者在现实生活中饱受束缚，想要摆脱“内心的不宁静”，

于是就去荷塘求静；带着这种心情，他在荷塘边看到的荷香月色都带有了一层淡

淡的忧愁。荷塘的美景，又让他心情放松，得到了片刻的宁静，因而有了淡淡的

喜悦：但这种情绪并没有使作者变得超然，他还是要回到现实生活中去，于是宁

静复又不宁静。我们把他的这个心理过程结合他的游踪，得出一个双圆结构图。

（多媒体显示）

三、 模仿巩固

师：《荷塘月色》是朱自清先生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文章借助丰富的表现

手法，通过对荷塘上的月色、月色下的荷塘和荷塘四周景物的描写，借景抒情，

情景交融，流露出作者当时漫步荷塘时内心的一种淡淡的喜悦与哀愁。下面我们

就试着模仿朱自清先生动静结合、虚实结合的手法，比喻、拟人、通感的修辞，

动词、叠词的精妙使用来写一段校园美景，300 字左右。

学生小组讨论，写作，教师选取一两篇朗读。

师：非常好，希望大家能多阅读、多思考，并把这些写作技巧运用到自己的

作文中去，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教后反思】

《荷塘月色》是朱自清先生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文章借助丰富的表现手法，

通过对荷塘上的月色、月色下的荷塘和荷塘四周景物的描写，流露出作者当时漫

步荷塘时内心的一种淡淡的喜悦与哀愁。本节课的教授基本上完成了既定的教学

目标，学生对“一切景语皆情语”能有较深刻的理解：合作探讨法能够最大程度

地调动学生上课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朗诵法在培养学生口语表达能

力的同时，也让学生对本文中情景交融的理解更深刻；模仿巩固法能让学生对本

文优美的语言、准确的用词有更多的体会。此课也有不足之处，就是时间上不够

从容。45 分钟时间没完全品味这篇优美的名家散文，较为仓促，部分环节只能

一带而过。朗诵的时间也不够充足。教学是一门永无止境的学问，需要我们不断

地探索，不断地前行。

【教后点评】

课后笔者请本校老师就本堂课的教学进行了点评，该老师说：这堂课采用了



合作探讨法，将学生分为 5个小组，并选定发言人和撰稿人，充分调动了学生参

与课堂讨论的积极性。通过集体朗诵，品味本文精妙的语言运用、别具风格的修

辞，也增强了学生的语言理解与运用能力，模仿巩固法更是精准地把握住了课堂

的重点难点，提升了学生的思维，有助于学生审美的发现与鉴赏，同时也提高了

写作能力。同时，他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本节课的模拟巩固部分因课堂时间的

限制，有些仓促。如果能单独抽出一节课进行仿拟训练，让学生当堂作文、互相

点评，这样对学生核心素养的提高会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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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荷塘月色》教学设计

一、教材与学情

《荷塘月色》选自江苏省职业学校文化课教材，江苏省教育出版社凤凰职教出版的《语

文》第一册第二单元第一课，是现代散文欣赏单元的核心篇目，学习本课旨在培养学生掌握

欣赏现代散文的方法，培养中职学生语文核心素养中的朗读能力、语言表达和运用能力、思

维能力和审美鉴赏能力。

本课的授课对象是电子工程班，全班 40 人，均为女生。她们热情活泼、情感细腻，有

一定的感悟能力，但缺少散文学习的有效方法，朗诵水平不高，语言表达能力一般，对“一

切景语皆情语”的体悟不深。以语文核心素养的培养为突破，激发学生的主体意识，让学生

在与文本、作者和生活对话的过程中找到阅读散文的有效方法，从而培养学生的朗读能力、

言说能力和情感体验能力，将是本次教学成功与否的关键。

二、教学重难点

（一）教学重点

注重朗读结合语境，通过模仿巩固法领悟词语、语句的含义，培养学生品味作

品中精练优美语言的能力。

（二）教学难点

感悟景语和情语浑然一体的妙处，让学生走进作者的情感世界，体会作者颇不



宁静的感情。

（三）突破重难点的措施

以语文核心素养的培养为突破，紧紧抓住“一切景语皆情语”这一道理作为教

学内容，紧扣一个“情”字，形成了观“景”识“情”的设计思路，让学生在与文

本、作者和生活对话的过程中提升朗读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思维能力、审美鉴赏

力和情感体验能力，从而实现对本文重难点的突破。

三、教学目标

（一）把握全文的感情基调，理清文章的脉络，理解文章的主旨：

（二）欣赏作者所描绘的荷塘月色的美景，领悟情景交融的写作手法

（三）品味精练准确、清新隽永、优美动人的语言。

四、教学方法：合作探讨法、朗诵法，模仿巩固法

五、课时安排：1 课时

六、教学过程

教学步骤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课前热身
结合教学设计的要求

设计预习案

1．学生收集掌握朱自

清的生平事迹和相关

作品，了解本文的创作

背景。

2．“荷花”及“月”

这两个意象在文学作

品中的特殊内涵

让学生与文学资料互

动，为个性化解读这篇

散文打下坚实的基础

由诗文导入

以有关“荷花”和“月”

的诗文为导入口，得

出：同样的景物在不同

的心情下会绽放不同

的精彩。

学生列举所知道的有

关“荷花”和“月”的

诗文，体会“荷花”和

“月”在不同的作者笔

下表现出的不同景致。

集体回忆并朗读，积累

诗文知识，激发学习的

兴趣

月下荷塘

1.初见荷塘

集体朗诵，然后思考大

家都看到了哪些景？

这些景都有些什么特

点？

2.传神的用词

各自用了哪些修饰词

来描写。

3.贴切的修辞

都用了哪些修辞？

好在哪里？

1.初见荷塘

学生听教师示范

朗读，找出所见之

景：荷叶—荷花—

荷香—荷波—荷

韵

2.传神的用词

曲曲折折、田田、

亭亭、层层、粒粒、

缕缕、密密、脉脉

3.贴切的修辞

比喻，比拟等修辞

通过找出所见之景，感

知本节中叠词运用的

传神，贴切的修辞手

法，进而领悟作者娴熟

的写作技巧



七、板书与作业

（一）板书 田田 （多，密）

荷叶 亭亭 （美） 静态美

层层 （层次）

手法的运用，新鲜

和贴切也常令人

拍手叫绝。他的比

喻，比拟，通感等

手法用的非常好，

观察和想象很新

奇。

塘上月色

1.再见荷塘

集体朗诵，然后思考荷

塘上除了荷叶、荷花、

荷香、荷波外，还有什

么景色？

2.精确的动词使用

都使用哪些动词？分

别有什么效果？

3.通感的修辞

1.再见荷塘

朗读本节，找出所见之

景——月色

2.精确的动词使用

“泻”、“浮”、“洗”、

“笼”“画”字的写作

效果。

3.通感的修辞效果

通过分析本节中动词

的精确使用及通感修

辞的使用，体会本节中

虚实结合的写法

荷塘的四周

1.环视荷塘

集体朗诵，然后思考荷

塘四周都有哪些景

物？

2.本节写作的特点

1.环视荷塘

荷塘四周都是树

2.“远远近近”、“高

高低低”、“重重”、“阴

阴”、“隐隐约约”等叠

词的使用

体会作者浓淡相间的

写法

借景识情

读完全文，你能否感受

到作者的情绪变化?引

导学生理清作者的感

情思路。（从课文中找

出语句）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

静”——“我也像超出

了平常的自己”“便觉

是个自由的人” “我

且受用这无边的

荷香月色好了”——

“但热闹是他们的，我

什么也没有”——“忽

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

了”——“这令我到底

惦着江南了”。

作者的心情从颇不宁

静——渴求宁静——

片刻宁静——走出宁

静，回到现实，摆脱不

了苦闷忧愁。

淡淡的忧愁、淡淡的喜

悦

模仿巩固

试着模仿朱自清先生

动静结合、虚实结合的

手法，比喻、拟人、通

感的修辞，动词、叠词

的精妙使用来写一段

景物，300 字左右。

学习朱自清先生多样

化的写景手法，并加以

运用，提高语言理解和

运用能力，文学鉴赏能

力



零星 点缀（少）

月光下的荷塘 荷花 袅娜 羞涩（姿态）

明珠 星星 美人 （光，色） 动态美

荷香 缕缕 歌声 （隐约细微）

荷波 闪电（快）

荷韵 脉脉（深情） 凝碧（色）

如流水般静静的泻 实

薄薄的青雾浮起

月光 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 虚

又像笼着轻纱的梦

虽是满月，却有一层淡淡的云 朦胧优雅

塘上的月色

灌木的黑影 实

月影 杨柳的倩影

光和影的和谐像名曲 虚

远远近近

高高低低

杨柳 隐隐乍看

像烟般雾

荷塘的四周

树梢（远山） 树上（蝉声）

树缝（灯光） 树下（蛙声）

小径

家 荷塘

求静

不静 得静

小径

出静



（二）作业

学习本文写景的方法，要求选择一个景物，运用修辞、叠词、动静结合或虚实结合的手

法写一段景，要求能够在景物描写中体现作者的感情，字数 300 字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