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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格律诗与英语“初二现象”的应对 

杨新宇 

湖州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浙江湖州 

摘要：英语“初二现象”是“心理断乳期”在英语学科的具体体现，表现为初二学段厌学和弃学

同学放弃该学科的学习。基于多元智能理论，英语是交际工具与审美客体的集合，英语格律诗因

具有在音韵、意象以及语言表达上的多元智能要素，在激发审美兴趣的同时，可以强化学习动机，

为解决英语学科“初二现象”提供帮助，因此将英语格律诗运用到初中英语教学中是解决英语学

科“初二现象”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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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lump in Junior 2 in English Learning serves as a specific manifestat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weaning 

period”, characterized by a notable increase in student disengagement and dropout rates among learners in Junior 2.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 regards English as the combination of a communicative tool and aesthetic object. 

Metric poems, with the quality of initiating students’ aesthetic feelings as well as motivating their learning interest 

because of their uniqueness in sound, image and expression play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treating the big “headache” 

facing teachers and parents. Proper metric poetry teaching is believed to be effective in motivating students, which 

is the best medicine for Slump in Juni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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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意义 

2022 版《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将英语课程

的性质描述为“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具有基础

性、实践性和综合性”[1]，通过英语的学习，帮助

“……学生了解不同文化，比较文化异同，汲取文

化精华，逐步形成跨文化沟通与交流的意识和能力，

学会客观、理性看待世界，树立国际视野，涵养家

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为学生终身学习、适应未来社会发展

奠定基础。”[1]因此英语不仅承担着培养基本学科

素养和发展学生思维能力的任务，同时也“承担着

提高学生综合人文素养的任务”。英语学科素养在

新版《课程标准》中被视为人文素养的一个部分，

称之为“核心素养”。根据《课程标准》，核心素养

体现为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

其中语言能力和文化意识在 2011 版课程标准实施

多年的情况下为广大英语教师所熟知，并成为了英

语教师的教学日常；而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的重视

程度就目前看来仍然弱于对语言和文化表层，即语

言技能与语言知识的重视。 

这种现象的出现既有历史原因---“上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中期所施行的强调英语听说读写

译专项技能训练的‘苏联模式’以及 80 年代中后期

的英语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2]对整体师资队伍的

影响，也有着诸如测试方式不够科学等现实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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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种现状，很多一线英语教师提出了很多具有

实践意义的尝试，其中非常行之有效的措施之一就

是将诗歌引入英语课堂。从知网（CNKI）已有数据

来看针对英语诗歌与中学阶段英语课程中两种素

养的培养与提高关系的研究主要是由义务教育阶

段老师完成的，且多集中在个案研究上，其中对于

译林版初中英语八年级上第七单元 seasons 所做的

个案研究为最多，如杨茜（2020）、张广林（2019）、

陈娟（2018）杨玲（2016）、张晨霞（2015）、金朝

华（2014）等老师；其次是针对人教版九年级全一

册第七单元中 Mom Knows Best 的个案研究，如陈

蕾香（2019）、陆芙琼（2020）等老师；杨国燕老师

（2020）的个案研究则是以 Thanksgiving Delights 为

例开展的；还有其他老师从审美、跨文化交际意识

的培养以及诗歌在提升课堂教学效率等方面做了

相关的研究，如肖玉英、陈迪（2019）、温彩霞（2019）、

左娟（2019）等。 

个案研究对于问题的探讨十分必要而有意义，

但是机理层面的研究更有普遍意义。点的研究会由

于个体以及地域的差异被人们忽视，面上的研究会

因为其普遍性和理论性而受到重视。此外上述研究

对象均是教材所提供的诗歌文本，且这三首诗均是

现代诗。 

现代诗因为其内容上的个性化与新颖性，形式

上多样、表达上的自由得到了很多人的青睐，但是

传统的格律诗在语言学习和思维品质培养上的意

义同样不应该被忽略，这在母语学习上有着成功的

案例和值得学习的经验。英语格律诗之于英语学习

而言同母语学习中的古体诗有着类似的作用。 

英语在科技和日常生活中应用广泛，所以在我

国受重视程度很高，几乎各级各类考试中都有英语。

虽然英语学习的重要性尽人皆知，但是对于相当部

分学生来讲，英语学习的过程却是痛苦的，尤其在

义务教育阶段，更是存在着令老师和家长头疼且难

解的“初二现象”，即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学生学

习成绩快速分化，最后导致部分学生厌学、弃学的

现象。英语作为唯一非母语授课的科目，因其内生

的困难，通常成为学生放弃的首选。针对这一痼疾，

根据母语教学成功的经验，将与汉语格律诗形式近

似的英语格律诗运用于初中英语教学不失为改变

这一现象的有意义的探索。 

2 初中学生心理特点及英语学习现状 

初中相对于小学来说，学习任务和课业负担陡

增使部分学生无法适应，小学阶段比较容易获得的

学习成就感此时变得日益困难，这使得部分学生丧

失学习兴趣和动力；此外这一阶段的学生大都处于

14-15 岁，开始进入青春期，心智发生急剧变化，独

立思维和批判性思维发展显著，内心体验开始深刻，

精神层面的需求范围增大，对于外界信息的接收与

处理方式也随之发生较大变化，多数学生的个性明

显增强。换言之，这一学段的学生在学业、心理、

精神诸方面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从而导致学生在

各个方面的巨大差异，表现为学生的学习态度、动

机、以及学习效果大不相同。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

部分学生在会厌学，甚至弃学，从而给家长、老师、

学校甚至社会带来许多麻烦。但是，这个学段在学

生生涯中至关重要，应对得当，各个方面就会稳步

上升，发展更加顺利；反之则会急剧下降，甚至产

生各大的问题。因此选择这个学段来讨论英语学科

教育上的应对措施很有必要和意义。 

英语作为所有学科中唯一非母语教授的科目，

在这个学段面临着更为严峻的问题，这既有英语在

我国因作为外语而缺少语境的内生性原因，也有部

分因素是教师由于过分追求各种考核指标而采用

不恰当的授课方式，使得英语学习变成了英语语言

知识的学习，把鲜活生动的语言变成了一个个孤立

的知识点和一堆没有生气和活力的单词，还有部分

教师在英语教学中，为了操练语言而设置过多的虚

假交际活动，凡此种种消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最

后无情的测试成绩彻底扼杀了学生英语学习的热

情，加上其他非智力因素的共同影响，放弃英语就

成了部分学生的最终选择。这种情况下，如何完成

2022版《课程标准》所赋予英语课程的培养核心素

养的任务的确成了摆在广大英语教师面前的一个

难题。英语格律诗作为集语言美、思想美、艺术美

之大成的文学形式，因为其内在的特质无疑会为众

多英语教师突破困境提供一条可选之路。 

3 英语格律诗 

迄今为止，诗歌的定义不下百种，但是没有一

个是被大家普遍接受。按照《朗文现代英汉双解词

典》的解释“诗歌是按照诗行和音律，使用充满想

象的语言表达人类深刻的思想、情感和体验的书写

方式”[3]；亨利•赫齐佳说，“……[诗歌]是用和谐

的声音表达出来的诗人与读者共鸣的思想，重音规

律出现，诗行长度固定，每行最后一词发音相似。

重音的规律叫做节奏，声音的相似性称之为尾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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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何其芳则指出，“诗是一种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

活的文学样式，它饱含着丰富的想象和感情，常常

以直接抒情的方式来表现，而且在精炼与和谐的程

度上，特别是在节奏的鲜明上，它的语言有别于散

文的语言。”[5] 尽管诗歌的概念表述各异，但却有

一个共核，即诗歌通过有韵律的语言表现人类自身

普遍性体验，是韵律与语言的完美结合。 

这里有两个值得关注的地方： 

第一、诗歌从形式上来讲，是有韵律的； 

第二、诗歌从内容上来说关乎人类普遍性的体

验，而且诗歌主要诉诸于情感，诗歌的创作和理解

一般需要较为丰富的想象。 

正因为如此，托马斯·怀特把诗歌看成是知识

的精髓，智慧的基石，语言的精灵。诗歌既与情感

和想象有关，又是语言和知识的集成。换言之，诗

歌不仅关乎人文素养，同时也与语言素养本身密切

相关，英语诗歌自然也不例外，因此英语诗歌无疑

会成为实现新《课程标准》所规定的核心素养培养

的利器。 

英语诗歌按照表现形式大致可以分为格律诗

和自由体诗。格律诗大体相当于汉语中的律诗或绝

句，有着比较鲜明的节奏以及相对固定的声音韵律，

对于格律诗中的“格律”，不同学者也有不同的理解，

在《文境秘府论》中空海把“格”看成品格、格调，

“律”则指的是诗歌的表现形式，具体来说就是诗

歌的音律；施蛰存把“格诗”与“律诗”做了时间

上的区分，“格诗”指的是古体诗，“律诗”是现代

诗。本文中的格律诗就是指人们一般理解的形式--

-以规律性的音律作为表现形式的诗歌。 

英语格律诗的格律通常是通过节奏实现的，

“…来自于诗的格律和音步…音步则是由一定数

量的重读音节和非重读音节按照一定的规则排列

而成的。音步的排列方式则构成英诗的格律。”[6]英

语格律诗除了拥有节奏之外，还有着它自己的音乐

性，它主要体现在英语的音韵上，“英诗的音韵是通

过重复使用相同或相近的音素而产生的…。”[6] 英

语格律诗的音韵表现形式一般认为有两种：行中韵

和尾韵。可见，英语格律诗既有节奏，也有韵律，

因此具备音乐美的基本要素。也就是意味着英文格

律诗不仅可以从语言层面感知，也可以从音乐角度

审美。 

多元智能理论指出：智力的基本性质是多元的，

它不是一种能力而是一组能力，其基本结构也是多

元的，以组的形式出现的能力不以整合的形式存在，

而是相对独立的，这些智能包括：音乐智能、肢体

动觉智能、数学逻辑智能、语言智能、空间智能、

交际智能、内省智能、自然智能[7]。教育工作者必

须促进学生各种智力的全面发展，让个性得到充分

发展和完善。英语格律诗本身就是多元素集合体，

不仅包含语言因素，而且还有音乐元素，同时诗中

的意象还为学生提供了想象的空间。基于此，英文

格律诗有着其他文体，包括自由体诗歌，不可替代

的优势，因为诗人利用英语节奏和韵律的组合反映

了英语最核心，最本质的内核与美学属性。格律诗

中的节奏和韵律不同于自由体诗歌中诗人更个体

化的表达方式，通常是读者更便于感知到的人类普

遍认知的节奏和韵律。因此在初中英语课堂上，利

用好英文格律诗对于提升初中生对英语语言美的

感知，进而对英语学习产生更为持久的兴趣，阻止

或延缓学生英语学习兴趣与动机的减弱，甚至弃学

英语有着一定的作用。 

既然选择英语诗歌作为初中英语课堂中激发

学生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改变“初二现象”

的工具，那么英语语言教学中的诗歌与以诗歌理解

和欣赏为主的课程所选取的诗歌就应改区别开来，

在筛选的原则上，除了要关注诗歌本身所要传递的

情感和意象之外，由于语言教学自身的要求还要注

意诗歌本身的“语言的精灵”的特质。同时兼具这

两个特点的诗歌首选英语格律诗。 

4 英语格律诗与初中英语“初二现象”

的应对策略 

现阶段义务教育阶段的英语教材版本很多，有

人教版、外研版、苏教版、北师大版等，这些教材

丰富了任课教师和学生的选择，同时也照顾到了不

同地区之间的地域差异，为中国英语基础教育质量

的提升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然而这些教材在选材上

却存在一个共同问题----教材更多地体现了语言

的交际功能和语言作为思想载体的作用，但是在体

现“语言精灵”的美学价值上却稍显逊色，尤其在

能够体现英语语言本质和特点的格律诗的选用上

相较于母语同类教材有着明显的不足，在现有的初

中英语教材中，这一块的材料处于空白状态。这使

得相当一部分的学生在无法充分掌握和理解作为

交际工具的英语和思想载体的英语的情况下，更无

法体会到学习英语的乐趣，这种情况下，选择放弃

“无用”且“无趣”的英语在骤然而至的学业和心

理的压力之下就成了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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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唤醒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与热情是解

决 “初二现象”的有益尝试。兴趣与热情的产生基

础上是基于某种可以被感知到的来自外部的感官

刺激。作为直接作用于听觉的，节奏美、韵律美和

意象美结合的格律诗本质上来说是理想的兴趣激

发介质。人对声音以及节奏的敏感是与生俱来的，

是生理性的，先天的。在母体中，人就习惯了母亲

的呼吸与心跳，成长的过程中也是无时无刻不在感

知节奏的存在，大的方面如自然界中昼夜的交替、

四季的轮转、植物的枯荣以及生命的周期，小的方

面象讲话、吃饭、甚至眨眼，节奏无所不在。失去

了节奏，世界也就陷入了混乱。同样，任何一种语

言都有着它独特的节奏，这种节奏在该语言的精华

之所在---富有节奏和韵律的格律诗中体现得最为

突出。简言之，在多元智能的共同作用下，学生在

感知到英语的声音美之后，才会对英语，这一相对

陌生的语言产生兴趣与探知的热情，而兴趣与热情

的持久延续同样也会受益于更深层的审美体验---

心理学场域的成就感。  

基于初中生青春期心理、生理特点，诗歌的选

择上既要兼顾诗歌音律方面的特点，也要重视诗歌

思想主题的意涵和诗歌的意象给学生带来的想象

的空间，同时考虑到初中生所掌握的词汇和语法有

限，语言上应该尽量选择生词不多，语法相对来说

比较简单的诗歌。比如，兰斯顿·修斯（Langston 

Hughes）的 Dream：Hold fast to dreams/For if dreams 

die/Life is a broken-winged bird/ That cannot fly；Hold 

fast to dreams/For when dreams go/Life is a barren 

field/Frozen with snow 。 克 里 斯 蒂 娜 · 罗 萨 蒂

（Christina Rossetti）描述风的无题小诗也可以用来

作 为 初中 生 的教 学材料 ： Who has seen the 

wind?/neither I nor you:/ But when the leaves hang 

trembling/The wind is passing through’; Who has seen 

the wind?/ Neither you nor I:/ But when the trees bow 

down their heads/ The wind is passing by. 这两首小

诗语言简单，对于初中生来说容易理解；音律上来

看两首小诗有较强的节奏与韵律，会使学生更深刻

地体会英汉两种语言的声音差异，并从中发现英语

不同于汉语的节奏美和韵律美，从而激发起英语学

习的兴趣；从思想主题上来看两首小诗也是积极向

上的，有利于帮助学生建构人与自我、人与自然的

关系，这与新课标中所倡导的主题相吻合。 

5 结论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英

语格律诗所具有的多种美学属性，把适合初中学生

心理和认知特点的英语格律诗融入初中英语教学

中是解决英语“初二现象”的有效路径，多元智能

理论为此提供了理论支持。当然本文只是从机理上

简要地阐述了英语格律诗在学习兴趣提升和动机

强化上存在的理论可能性，仍需实证数据来进一步

佐证可能性能否成为必然性。由此可以推断，基于

认知理论以及多元智能理论，对于英文格律诗或者

类似的，旨在激发并提升初二学生英语学习兴趣的

教学手段的实证研究会成为未来一个时期的研究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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