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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有古诗84首，其中含有拟声词的古诗6首。通过对六首古诗的考察，从古诗拟声词

的分布情况入手，分析出古诗拟声词的功用，从而探讨古诗拟声词的教学策略，总结出教学古诗拟声词

的价值。因此本文从两个方面着手，提出一些教学建议，希望对初中语文教学有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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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84 ancient poems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Chinese textbooks, including 6 ancient poems 
with onomatopoeia.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six ancient poems, starting with the distribution 
of ancient poetry onomatopoei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unctions of ancient poetry onomatopoeia, 
discusses the teaching strategies of ancient poetry onomatopoeia, and summarizes the value of 
teaching ancient poetry onomatopoeia. Therefor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teaching sugges-
tions from two aspects, hoping to have some reference for junior middle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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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中讨论的古诗指人教社部编版初中语文教科书中出现的中国古代诗歌，包括诗、词、曲以及课外

古诗词诵读部分。 
《语文课程标准》提出：“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应背诵 240 篇诗文，九年课外阅读量应达 400 万

字以上。”标准对初中阶段(7~9 年级)作出了具体要求：诵读古代诗词，有意识地在积存、感悟和运用中，

提高自己的观赏品尝和审美乐趣[1]。初中阶段是语用主体的第二成长高峰期，初中生的思维发展开始不

断增强，是最具备塑造性的，应该对古诗形成自己的感悟和审美。古诗拟声词是富有音乐美感和古典文

化气韵味道，新课标下的语文是要引导学生正确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热爱祖国文化。在对古诗拟声词

的教学中，可以通过调动五觉去引导学生整体把握课文，体会作者感情，还原出当时的场面，理解其背

后的传统文化、古典文化，提升自己的审美情趣和鉴赏能力。耿二岭在《汉语拟声词》一书中说：“描

摹的精确与否，却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因为拟声词既是语言的一部分，那它们就毕竟具有人为的和非

本能的符号系统的特性，只要人们认可某种语言代表某种自然声音就行了”[2]。李树红也认为，“拟声

词是某个民族根据他们的语言所固有的语音系统对客观世界的声音进行一番改造加工的结果”[3]。因此，

拟声词并不重视与原型的发音还原度，在遵循语体伦理理念下，只要言语主体认可就行。 
话语的构成要素知识——拟声词属于语体学范畴，现代汉语中的拟声词有着鲜明的语体色彩，而十

几年来，理论界不断以中小学生的语体习得为切入点对语体进行思考[4]，这就说明考察古诗拟声词有利

于汉语的母语传承和外语传播。认识了拟声词的语言生态基础，古诗拟声词的教学生态主要从古诗拟声

词分布情况、功用及教学建议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2. 古诗拟声词的分布情况 

通过查找人教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六册书，其中古诗有 84 首。七年级上册 12 首；七年级下册 14 首；

八年级上册 18 首；八年级下册 12 首；九年级上册 11 首；九年级下册 17 首。古诗中带有拟声词的是七

年级上册一首《观沧海》，七年级下册一首《木兰诗》，八年级上册一首《赠从弟》(其二)，八年级下册

两首《关雎》《送友人》，九年级上册一首《长沙过贾谊》，九年级下册两首《渔家傲·秋思》《十五

从军征》。课外古诗词诵读占在 7~9 年级优秀诗文背诵举荐篇目 50 篇中，带有拟声词的古诗占 4%，不

包含在背诵里的占 8%。在 7~9 年级语文教材古诗汇总 84 首中，带有拟声词的古诗占 7.14%，而有一半

是属于课外古诗词诵读部分；把初中语文教材六册书中的古诗，按三个年级统计，其中在七年级阶段带

有拟声词的古诗占 2.38%；在八年级阶段带有拟声词的古诗各占 3.57%；在九年级阶段仅占 1.19%。 
上述调查表明目前教学过程中，古诗拟声词的运用并没有引起充分重视。多数以课外诵读的方式放在

七八年级来教，九年级学生面临中考关卡，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教师过分的强调考试大纲中的内容，教师

更注重要求学生机械式地背诵新课标列出的篇目，没有过多的对其进行讲解。当拟声词作为语文教学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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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它就变成了模仿声音的表象，在古诗教学中传递声音信息，让学生在听觉上获得自然的反应。拟声也

是一种修辞，它的修辞意义旨在描绘一个一种有声有色的世界， 揭露出或展示出某事物藏匿于声音表象后

的审美内涵，如：氛围、境界、善恶等。在古诗教学中感悟作者情感，让学生从文本中获得自己的体验，

这是拟声词的深层教学功能。那么，何谓拟声词？古诗拟声词有哪些？古诗拟声词的功用有什么内容？ 

3. 古诗拟声词的功用 

我们在《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中找到对拟声词的解释是： 拟声词，模拟事物的声音的词，如“叮、

砰、咚、扑哧”，也叫象声词[5]。拟声词的种类也有很多，例如：单音节、双音节、AB 式、AAB 式、

AABB 式等。在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中找到这样的概念“是吸收了声音的要素在语辞中的一种辞格。”

从理论层面证实了拟声词的知识前提和基础。下面，我们将从实践角度讨论在初中阶段，中学生对古诗

拟声词的习得与应用，进一步探讨古诗拟声词的功用问题。 
考察了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 84 首古诗 1，从中我们筛选出来以下六个文本，分析得出： 
1) 七年级上册《观沧海》中“秋风萧瑟，洪波涌起。”“萧瑟”，拟声词，风吹树木的声音。该句

可以翻译为秋风吹动树木发出声音，海中波涛汹涌。在秋风萧瑟中，看到的是波澜壮阔的大海。由听觉

到视觉，诗人没有丝毫伤感悲凉的情绪，反倒展现出一种辽阔气势和雄心壮志。能够给读者营造一种壮

阔的意境。 
2) 七年级下册《木兰诗》中“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唧唧”，拟织布声。交代了木兰是一

个普通平凡的纺织女身份，也反映出木兰勤劳的形象特点。与下文木兰代父从军成为巾帼女英雄形象形

成强烈对比，使木兰这一人物更加立体、生动、完整。通过运用“唧唧”这一拟声词，把人物形象特点

刻画得淋漓尽致。 
“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溅溅”，水流声。这里木兰已经不辞而别，前往战

场，在休息时只能听得见流水的声音，可以看出环境的幽静以及木兰心中对父母的不舍和思念，明明想

听见父母的声音，却只能听流水声来慰藉自己。动态的流水与静态环境在声音交错中，让木兰充满想象，

也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啾啾”，马叫的声音。休息

过后，继续赶路，“啾啾”、“啾啾”的声音越来越清晰，说明离战场也越来越近了。烘托出紧张的战

争氛围，反映和衬托出木兰对“爷娘”的思念之情。 
“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霍霍”，磨刀的声音。“霍霍”的声音，可以看出家人对木

兰归乡的喜悦和高兴之情，一般在亲人回家时，家里人都会做一桌可口的饭菜，而通过声音，我们也会

想到家中的欢乐气氛，从而感受到浓郁的亲情。上述这些双音节结构的拟声词可以凸显语音节奏特征，

体现出古诗语言的节奏感，还能使读者体会诗人的情感。 
3) 八年级上册《赠其弟》(其二)中“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瑟瑟”，拟声词，秋风声。形

 

 

1《观沧海》《次北固上下》《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天净沙·秋思》《峨眉山月哥》《江南逢李龟年》《行军九日思长

安故园》《夜上受降城闻笛》《秋词》(其一)、《夜雨寄北》《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潼关》《木兰诗》《竹里馆》《春夜洛城

闻笛》《逢入京使》《晚春》《登幽州台歌》《望岳》《登飞来峰》《游山西村》《己亥杂诗》(其五)、《泊秦淮》《贾生》《过

松源晨炊漆公店》(其五)、《野望》《黄鹤楼》《使至塞上》《渡荆门送别》《钱塘湖春行》《庭中有奇树》《龟虽寿》《赠其弟》

(其二)、《梁甫行》《饮酒(其五)》《春望》《雁门太守行》《赤壁》《渔家傲》《浣溪沙》《采桑子》《相见欢》《如梦令》《关

雎》《蒹葭》《式微》《子衿》《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卖炭翁》《题破山寺后禅

院》《送友人》《卜算子·咏梅》《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行路难》(其一)、《酬乐天扬州厨房席上见赠》《水调歌头》

《月夜忆舍弟》《长沙过贾谊宅》《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商山早行》《咸阳城东楼》《无题》《竹香子》《丑奴儿·书博山

道中壁》《渔家傲·秋思》《江城子·密州出猎》《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满江红》《定风波》《临江仙·夜登小

阁，忆洛中旧游》《太常引·建康中秋夜为吕叔潜赋》《浣溪沙》《十五从军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南乡子·登京口北

固亭有怀》《过零丁洋》《山坡羊·潼关怀古》《南安军》《别云间》《山坡羊·骊山怀古》《朝天子·咏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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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寒风的声音，谷中寒风呼啸，高山上松树却挺拔耸立。听觉与视觉巧妙结合，简洁生动，突出松树的

不屈挺拔的品质。 

4) 八年级下册《关雎》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关关”，拟声词。《关睢》我们好像可以听

到一只雌鸟在鸣“关关”紧接着又一雄鸟和鸣“关关”，雌雄和鸣，水间嬉戏，创造出一种快乐幸福的

意境。 

5) 八年级下册《送友人》中“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萧萧”，马嘶叫声。这里诗人运用了

《诗经·车攻》“萧萧马鸣”之意，表达了诗人对友人的依依不舍和惜别之情。 

6) 九年级下册《定风波》中“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萧瑟”，指风雨吹打

树木的声音。只看诗句没有一点声音的感觉，但是“萧瑟”二字属于拟声词，稍加讲解，学生可以理解，

但是我们不能只说它是描写风雨吹打着树木发出声音，而是要引导学生结合作者自身经历和当时的时代

背景，体会作者不管在政治上还是人生道路上无所谓风雨还是放晴的超然态度。 
考察发现，“萧瑟”出现两次，双音节结构的拟声词运用频率最多。拟声词的双音节组合，结构简

单，朗朗上口，富有节奏感，而且还兼具音乐美。换言之，如果在原有音节上删掉一个音节，都会破坏

古诗的韵律、感情色彩等。对古诗拟声词的运用有动物飞禽之声，如：《关雎》中的“关关”、《送友

人》中的“萧萧”；自然山水之声，如：《观沧海》《定风波》《赠其弟》(其二)；器物碰撞、摩擦之声

《木兰诗》。郭绍虞在《中国语词的声音美》中有这样的描述：“语音之出，本于拟声与感声。拟声是

摹写外界客观的声音，感声是表达内心主观的声音。所以只须巧为运用这些拟声或感声的语词，就足以

增加行文之美”[6]。拟声词可以联动通感，把听觉、视觉巧妙结合；拟声词可以凸显人物形象，烘托氛

围，创造意境，表达作者的态度、观点及思想感情。既然拟声词让文学作品的语言更生动、更形象、更

具生命力。那么在教学中，我们应当根据它的功用特点来教学生，这样既能够帮助学生学习拟声词语言，

又能增强课堂趣味性。 
马清华指出：“拟声特征的损耗、隐晦乃至消隐跟语言系统化同步进行。”目前，初中生对学习古

诗拟声词缺乏兴趣；没有好的学习方法和习惯；缺少积累，语感薄弱。教师在教学当中太急于求成，把

考试重点作为自己的教学内容，考试用不到的，选择性忽略，只讲求考试分数，忽视学生的情感教育和

文化培养。在教学方法上，模式单一，资源局限，缺少自己的创新，无法让学生感受到古诗文的美感和

古诗拟声词语言的魅力。 

4. 古诗中拟声词的教学建议 

《语文课程标准》中明确提出要丰富语言积累，培养语感。那么语感的来源是什么？古诗词就是一

个很好培养语感的资源库和教材。由古诗篇幅短小，语言凝练，初中生不易理解，对古诗中的拟声词研

究教学更是少之又少，如何让学生更好理解拟声词在诗中的作用以及它所内涵的作者的态度、观点、感

情，这在教学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困难，究竟如何展开教学，会让学生们学好这部分内容呢？ 

4.1. 教法上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教读古典诗词，应有意识地在积累、感悟和运用中提高学生的欣赏品

味和审美情趣。这就对教师提出了具体而又规范的要求。 
1) 教师自身学识意识 
根据每个教师的学习经验和理论知识的不同程度，会有自己的教学理念、教学风格、学识观念。我

们尊重教师间的不同，但是教师自身一定是有很高的学识素养的，只有自身的学识意识提升，才会使学

生有更多的知识经验，知识经验的积累，直接影响审美想象能力的水平高低。例如，我们如果不讲解“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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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是拟声词，风吹树木的声音。同学们是不会在头脑里产生想象的。而教师如果没有关于“萧瑟”的

经验，那么也不会引导学生去感知由听觉到视觉的转移，对课文有了更深层的记忆。教学时，如对《木

兰诗》中的“唧唧”、“啾啾”、“溅溅”对应的织布声、马叫声、流水声对适当强化、点评、分析，

势必能借拟声表象传递 出木兰出征前的愁虑、征途中的眷念及豪迈等深层教学信息，同时诱发学生对诗

意、木兰的情感把握。 
2) 教师课堂教学意识 
由于拟声词的分类和形态多样，古诗文体也很多样，需要老师讲解的知识也会有所侧重。这就要求

教师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差异性并能根据学生的特点和程度来设计教学。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关注文本，

以静态的文本知识为基础，在动态的课堂教学设计下，教学互动，师生互动，转静为动，树立创新意识。

例如，依据多媒体教学、在讲述《观沧海》的时候，教师可以采用多媒体教学[7]。运用幻灯片播放拟声

词的音频以此吸引学生的注意，并且可以添加相对应的图片来帮助学生了解语言背景。相较于单调的口

语，运用配乐、图片的方式介绍能够使学生在“听到”的同时“看到”这样就能让学生对古诗拟声词记

忆加深。采用多媒体教学可以在改善课堂氛围的同时，帮助学生积极地进行研究性学习，激发学生阅读

兴趣，提高教学效率。改变传统的“植入式”、“灌输式”教学方法，让学生主动学、乐于学，勤于学，

最后对拟声词熟练把握，加以运用，从而使古诗教学效果“1 + 1 > 2”。不光能理解古诗中的音乐美，同

时还能体会古诗的艺术表现力。 

4.2. 学法上 

在古诗拟声词的教学过程中，由于学生毕竟对古文的认识是有限的，在自主理解的过程中肯定会有

一些错误，因此在大语文观念下，给学生思维拓展和审美想象留一些空间，使学生发挥自己的创造潜能。

拟声词一般是叠词或是有韵律的，学生在吟诵是要有韵味，有感染力，有强弱高低错落有致的语调，从

而更好地体会诗中的音韵之美。 
学生应该主动亲近拟声词，分析拟声词的语音规律，根据自己的阅读经验透过文字来理解诗句，并

加以运用。具体做法有： 
1) 快速阅读文本，找出拟声词，感知不同拟声词的形象、感情、情态不同的地方。 
2) 体会相同的拟声词在不同的情景下表现的不同感情，进行个性化诵读。 
3) 尝试运用拟声词[8]。 
古诗是诗人与读者心灵的对话，而透过古诗，学生又能与诗人进行沟通。学生要提高对语言文字的

敏感度。要能辨析出拟声词以及它在诗中的意义，并能运用到自己的知识经验中去。 

5. 结论 

综上所述，古诗拟声词对语文教学有着极好的理论价值、实践价值、文化价值。探讨它的功用及提

出恰当的教学建议，必然有助于提升教学古诗语言的水准，增强古诗拟声教学的质量。 

5.1. 理论价值 

由于汉语词汇丰富，表现力强，拟声词完全可以，也应该能够对丰富的生活中的音响，“随声附和”，

直接、具体、真切地再现大自然及人化自然中的诸多音响，曲尽人意[9]。在初中语文古诗教学中我们应

该运用拟声词，摹声拟音，聆听拟声词的音乐美，享受拟声词的艺术美，给学生留下深刻的想象。拟声

词的教育价值在于它能够借声写动，借助拟声的效果增强画面的动态美；能够用声造景，渲染特定的环

境气氛；也能够以声衬景，突出诗歌中的人物心情。在生活实际中如何将拟声词相联系加以运用，是作

为教师的一大难点，教不难，难的是学生能不能应用。对于自然界的声音，器物的声音，学生们已经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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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的越来越少了，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网络如此便捷，可是缺少教育意义。教师要引导学生真听、真感

受，才会有自己的独特体验和情趣。 

5.2. 实践价值 

通过对初中语文教材研究发现，涉及拟声词的古诗占比较小，甚至有的没被选入。初中生的思维刚

刚开始发展，对知识的接受程度开始外扩，所学的学科也慢慢变多，语文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课程，可

能会有历史、地理、音乐等其他课程的交叉，我国又是一个诗的国度，对于古诗教学的研究是非常重视

的，在宏观上我们可以看到例如古诗编排、古诗选编、教学设计、对于某一篇古诗的教学探讨等这种大

结构的论文，而在教学中，平仄、押韵的知识会在诗词中讲到双声、叠韵的知识会在单纯词里讲到，并

且常常体现在拼音、朗读中，而拟声词却往往被人们忽略。它在教学实践中出现的次数并不多，学生谈

到拟声词都知道，通俗的来说就是模拟声音的词语。当它放到具体的古诗当中又会有不一样的理解。我

们不能只告诉学生这个拟声词的意思是什么，还要引导学生透过拟声词来了解作者所内涵的感情，帮助

学生突破一些形式障碍，从而提高教学的形象性，帮助学生理解情境，提高教学效果。 

5.3. 文化价值 

艺术来源生活，生活发出声音，声音传播文化，文化影响艺术。现在这个时代下，拟声词是一种语

言，属于语言生态伦理范畴，学生学习古诗拟声词，不仅仅是在学习古诗中的语言，体会作者感情，更

是在还原语言背景，还原故事原貌，从而了解一个时代的文化，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保留下来，

传承下去。在经过千年岁月的沉淀下，跨越时间的长河，我们至今仍能与当时的世界产生共鸣。 
拟声词的创造与应用，为描述自然界和人类生活中的声音提供了更多表达方式[10]。对拟声词的教学

是有必要的，拟声词的教学能辅助教师讲解古诗，塑造意境，烘托氛围，突出形象，抒发作者感情。因

此，以初中语文教材为考察依据，对古诗拟声词运用进行分析，阐述它的功用，并提出教学建议，为语

文教学、文化传播提供路径，具有理论意义、实践必要和文化价值。尤其在提倡文化素质教育的今天，

重视和研究古诗拟声词教学应该被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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