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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春9年级下》

内容概要

　　《英才教程·中学奇迹课堂：语文（9年级下册）（配人教教材）》顺应义务教育阶段新版课程
标准（2011年版）的需要，针对中学课堂的教学特点和实际需求，进行多角度研讨，全方位论证，争
鸣求是，力求全面解读新课标理念。它着眼于全面提高学生的素养，为学生巩固知识、发展能力提供
丰富多样的学习内容，讲义、学案一步到位，笔记、习题一应俱全，复习、测控一隅三反，以课堂内
外全天候的帮扶引领完美的教学辅导模式，以导学练考全方位的演绎开启全程的学习辅导引擎，从根
本上解决了老师备课、辅导分身乏术，学生学习、求教不能及时有效，家长辅导不知从何下手的难题
。《中学奇迹课堂》与学校教学程序完美链接，是优秀教师的教案、状元学子的笔记、家长辅导的蓝
本，是一套教材详解完全学习攻略图书，开创了中学讲解辅导类图书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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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般以较短的篇幅来具体形象地凸显诗人的主体意识，集中概括地表现社会生活。从篇幅上来
说，与其他文体相比诗歌可以说是最短小的。诗歌要在较短的篇幅内表达一个相对完整的诗情和诗美
，这就决定了必须凝练、集中与概括地反映社会生活。同时，在反映社会生活时，诗歌常常浸润了诗
人强烈的主体意识，因此诗歌中的物象并非是从现实世界中直接拍摄的，而是通过了诗人的心灵过滤
；诗歌中的时间与空间也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时间和空间，而是心理意义上的时间与空间。诗人在表，
隋达意时常常能穿越时空，在不受时空拘缚的自如书写中，呈现出对于宇宙人生的真实心灵体验。　
　(3)以意象为诗情传达的基本结构单位，通过单个或多个意象来凸现诗意，抒发情感。所谓意象，就
是在知觉基础上形成的，渗透着诗人主观感受的客观事物的影像。在一首诗歌中，意象或者是单一的
，或者是繁复的。诗歌正是借助这些意象来传达诗意，抒发诗人的主体情感。　　(4)常常采用复沓和
铺排的修辞手法，充满节奏感和音乐性。诗歌的主要表达功能是抒情。为了使诗人的情感充沛地抒发
出来，诗歌常常出现诗句的复沓与铺排。复沓的诗句给人一唱三叹、情萦意绕的感受；铺排使诗歌显
得气势磅礴，有力地强化了它的艺术感染力。同时，复沓和铺排在诗歌中的频繁出现，丝毫不显得累
赘和多余，反而使诗歌充满了节奏感和音乐性。　　(5)诗句分行排列，是一种特别讲究文学形式的艺
术。诗歌是一种十分注重形式的艺术，在语言的外观上，诗歌通常是以分行排列的方式构成文本。在
新诗创作中，大致出现了下面几种诗行排列方式：“格律体”，诗句整齐，节奏一致，每节的行数也
相同，如闻一多的《死水》；“参差体”，诗句与诗句间无论长短还是节奏都不相同，显得参差不齐
，诗歌各节的行数也多少不等，如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楼梯体”，这样的诗句排列主要
是学习俄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写法，每节前后的诗句排成楼梯状，如贺敬之的《放声歌唱》；“回
环体”，相同的语词和诗句反复出现，回环旋绕，如戴望舒的《雨巷》等。诗句的分行排列给读者强
烈的视觉冲击，构成了人们判断诗歌文体的显在外形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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