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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C_85_E5_B1_8B_E4_c38_518816.htm 一、教材分析 (1)【

与前后教材知识体系的联系】 学生们在初一已经学习过古代

诗词，对古诗词的格式、语感和朗读方法有一定的认识。对

本诗的作者杜甫，学生并不陌生，他们在初一学过了杜甫的

《春望》，对其人其诗有初步的了解。这课《诗词五首》，

俱是见景抒情或遇事感怀之作，《茅》为其中的第一首，也

是情感特征最为炽烈、内涵最为深刻的一首。能通过学习此

诗掌握解诗之法，学生要学习其它四首诗词也就顺利得多。

而且本诗是诗圣杜甫的名篇，千古传诵，学习本诗，学生对

诗歌的形式特点会有进一步的了解，也对我国古代诗词名篇

多了一分认识。学生还能在逐步感受杜甫忧国忧民、克己为

人的博大胸襟的过程中，接受诗人人道主义精神的陶染。 (2)

【本课的知识体系】字词（略）②本诗结构分明，语言朴素

，感情浓郁，适于吟诵，有利于培养学生对古诗文的语感。 

③本诗为七言古诗，但诗篇中的句型打破七言和骈偶的形式

束缚，兼永长短句和奇句，便于刻画形象和抒发感情。通过

形象的语言呈现鲜明画面，寓情于描写之中。情景交融的写

作方法值得鉴赏和学习。 ④诗歌所具有的深广的社会意义。 

二、确定教学目标 1、依据 (1)新课程标准主张中学语文教学

应致力于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和人文素养，培养学生学

习语文的语感，发展学生的思维和创新精神，促使学生养成

学习语文的良好习惯。初中古诗文的教学，则以培养学生的

兴趣与语感为主，并适当积累一定的文言文字词句知识，使



学生对中国古文学作品作家有所了解。我的个人理解，就是

要使学生对古诗文要“想读”、“会读”、“熟读”、“解

读”。至于本课，字词知识不多，语言通俗，淡中见奇，意

蕴深厚，所以计划以“熟读”“解读”本诗为重点。 (2)★学

生分析 新课改提倡以学生为学的主体，课堂上主张“师生互

动、生生互动”，因此，对学生现状的分析必不可少。《茅

屋为秋风所破歌》面对的学习群体是一群14岁左右的少男少

女，他们成长在丰衣足食的20世纪九十年代，受经历与知识

积累水平所限，对这首感慨个人经历，抒发社稷理想的古代

诗歌要达到深层理解必然有一定难度。而且学生群体中按学

习能力、感悟能力区分又有几个不同的层次；不同的班集体

又有不同的个性，所以教师必须灵活设置教学过程，精心安

排问题，巧妙使用类比手法启发学生思维，做到兼顾全体“

优等生吃好，中等生吃饱，次等生吃了”。比如简单的问题

，可由全体学生同步完成；稍难的，学生之间相互讨论和启

发，教师做点评；难点，则在教师的启发下进行探讨。另一

方面，教师也要回应学生当堂提出的各种问题，就此或展开

新讨论，或安排课后的研究活动，不一而足。（再举例来说

，我教的两个班，两个班都很活跃，相比之下，A班里有独

立见解的人多，B班的思考风格较“保守”的人多，所以在A

班，我会鼓励有主见的学生个别发言，由他们去带动课堂；

在B班，则多由我来对课堂进行整体性的启发和点拨。如此，

两班学生都能围绕课堂积极地进行思考。） 2、确定基本教

学目标 ★通过教学，教师引导学生掌握以下内容： 1、掌握

本诗正确的读法，在诵读中熟悉诗文，了解诗中所叙写的内

容。 2、通过反复吟咏、联想，把握诗歌意象，进而了解诗



中的意境。 3、联系诗人身世处境，结合诗中的描写抒情去

把握作者的思想感情。 4、感受诗歌的节奏和韵律，品味诗

歌语言形象、生动与凝练。 教学重点：理解本诗所体现的作

者的思想感情，并把这种理解反馈到诵读当中。 教学难点：

对“长夜”的理解；对诗人忧国忧民思想的理解。 三、教学

思想： 【基本原则】：围绕目标，注重知识迁移，引导阅读

，读中感悟，探究研讨，因材施教，致力于语文素养的整体

提高。 如何发散学生的思维又不使学生的思维过于散漫？如

何使理解力水平较低的学生也能实现对诗文的正确把握？如

何处理学生提出的“意外”问题？很显然，教学目标必须明

确，却不能死抓，教师更应该就学生实际的表现灵活调整课

堂的进程。教师首先要激发全体学生对本诗的阅读兴趣，然

后指导出大的探讨方向，鼓励学生相互讨论并主动质疑，教

师在其中担导读、归纳、点评的任务，并对突发的问题有充

分的心理准备。 四、教学方法和手段 (1)学法指导依据“三有

利”原则 ①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积极思维。 ②有利于充

分发挥学生学习主动性，培养学生学习方法，以利于学生终

身可持发展。 ③有利于挖掘学生潜能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 具体操作模式：自主探究，小组合作。 教学过程

要突出学生为主体的原则。阅读教学的主要目标，是要培养

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从而最大限度地来提高读书人

的素质，以适应未来科学技术的挑战。因此，阅读教学中，

教师绝不可包办代替，而要让学生作为阅读主体，自主、积

极、全身心地参与教学活动的全过程，最大限度调动自己的

生活积累（人生阅历、知识储备、艺术修养、阅读经验等）

进行创造，进而形成对语言文化知识的系统性、综合性、规



律性的理性认识和逻辑把握，并把语言文化知识、经验内化

为自己的思想、观念、信念和行为，最终升华为崇高的理想

情操和健全的人格特征。 (2)教法 ①抓朗诵。诗歌的节奏、韵

律要靠读来感受，诗歌所蕴藉的感情内涵也靠读来体会。读

，不仅是自己的领悟所必需；读，也是感染他人，产生共鸣

之所需。所以对诗歌不仅要求朗读，还应要求能朗诵，读出

情和意。因此朗读贯穿整个教学过程。本课教学按照学习的

渐进性原则安排了四个层次的诵读，每个层次的诵读又带动

对课文内容和感情四个层次的理解，层层深入，学生在诵读

中感悟，在感悟中诵读。 ②坚持启发式。问题要精简，并且

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使用不同的点拨手法。在学生主动学

习交流的基础上，适当点拨，指导学生抓住关键词语，通过

朗读，运用联想、想象，体会词的意境，理解词的感情。使

学生学会阅读诗歌的方法。 ③变教知识为教方法。培养学生

自主探究的兴趣与能力，教导他们养成配合工具书积极理解

诗文内容的阅读习惯。 （3）手段以生为主体，以师为主导

，结合多媒体电教设备辅助教学。 五、教学过程（两体现：a

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辅；b体现教法，学法） ※具体过程 

（一）导入。 回忆杜甫的相关资料（朝代、字号、称誉等）

，并背诵《春望》，让学生说说杜甫所处时代的时局特征和

社会状况。（投影相关图片及文字资料） （二）整体感知。

1、学生齐读课文，教师对其中的难辨字进行点拨。 2、教师

做一般朗读，意在正音。学生边听边为难辨字注音。（投影

部分字词注音和解释） 3．学生自由朗读，教师提点学生注

意诗歌的韵脚。 （投影本诗歌的基本节奏，标出压韵部分） 

（三）品味语言。 本诗有两个突出的语言特色，一是用词生



动，形象鲜明；二是结构严谨，层次井然。重点让学生品味

诗歌中的精彩用词与语音节奏随情感变化有致变化的特征。 

询问学生：“这首诗你们至少读了两遍了，在语言上有什么

感觉呢？里面有哪些字词使你特别留意的？为什么？”学生

分组讨论，再让代表发表观点。教师相机点拨。提点完毕后

，全体朗读一遍诗歌。 （四）师生讨论。 提示学生结合课文

注释思考诗歌的内容意义。在其中贯通对难重点的把握。 1

．把握诗歌的内容。 〖这里很多学生会问到“为”为何读wei

的上声，教师可就这个问题解析诗歌的题目。〗 ⑴问：由题

目看，这首诗是诗人在什么情形下作的？（单独提问，学生

举手回答） 点拨：由题目看，可初步了解到这是在八月的时

候，诗人因茅屋被秋风刮破之后写的诗。“为”在这里是“

被”的意思。 ⑵问：诗人写这首诗，仅仅是发泄因茅屋被秋

风吹破而产生的不满么？联系诗中所描写的情况推测作者的

境遇和思想感情。（学生分组讨论，发表观点并提出新问题

） 点拨：诗人的不幸是接二连三的。秋风、群童、薄衾、夜

雨使老杜甫的痛苦逐层加深。而这一切的背后，是战乱后国

家由盛转衰的社会状况。诗人当时非常贫困，这些可以从居

所的简陋、茅草的难得、寝具的陈旧等看出来。在这样的情

况下，诗人的心情无疑是非常的沉重。 2．思考诗歌的意旨

。 〖在这部分，学生很可能会提出一些问题，如：“杜甫怎

么不寻求亲朋好友的帮助住好一点的房子？”“杜甫那么有

才华，又做过官，为何会落到这样的境地？”“他为什么不

马上把茅屋顶修好，却束手看着床头屋漏？”“杜甫自己都

那么惨，为何还要忧国忧民？”根据学生的年龄及阅历特征

，他们会不大理解杜甫为何自顾不暇还要为天下寒士忧虑，



也不明白“广厦千万间”的理想在当时来说不可能实现，诗

人却还是要抱以希望。此时可以就手展开讨论，认识当时社

会状况和诗人的心境，感悟诗人的思想境界。〗 ⑶问：面对

这重重的不幸，换了主角是你，你会有什么心理活动？而诗

人的表现如何？ 点拨：诗人的心情无疑十分沉重悲苦，“长

夜”一句表现出诗人渴望苦难结束的迫切心情。“长夜”明

指当时的苦雨长夜，暗喻当时动荡艰苦的时局。诗人由己及

人，由个人的悲惨遭遇想到天下的穷苦之人，从而产生甘愿

为天下穷苦人牺牲自己的愿望。诗人的大声疾呼，正是他炽

热的忧国忧民的情感流露和克己为人的人道主义宽广胸襟的

展示。 ⑷这首诗先叙事，后抒情，表达诗人理想的句子是哪

一句？抒情的高潮部分是哪一句？ （学生集体找出答案，并

朗读之） 点拨：（略） ⑸问：诗人的理想你们看来，在当时

可以实现吗？那为何还要如此不切实际？ 点拨：诗人的理想

在当时是不能实现的。即使他甘愿自我牺牲也是一样。 他生

出这样的愿望，是基于对人民困苦生活情况的深切体会，诗

人个人所具有的人文关怀意识迫使他自己为民疾呼，这在于

他是自然的，毫无功利色彩。而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一方面突

出了现实的残酷，一方面也凸显出诗人“兼济天下”的情怀

，那一颗热忱于百姓的赤子之心。诗人超人一等的博大胸襟

，将个人与社稷命运紧密相连的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体现，正

是这首诗最大的艺术价值所在。 （五）小结。 结合对本诗的

理解，再次朗读诗篇。 ①教师范读（富有感情的吟诵），并

投影诵读要注意的节奏和重、拖音。 ②学生借鉴教师的方法

，自由吟读诗篇，同时背记内容。 ③学生共同朗读。 （六）

能力拓展：时间允许的话，可安排学生对杜甫的其他现实主



义风格的诗篇进行品读。 （七）布置课后作业。 课后作业除

了巩固课堂教学效果，还要体现延伸性学习思维，如可以让

学生联系自己生活中的一次不幸或难过的遭遇仿《茅屋为秋

风所破歌》作诗；让学生结合更多的杜甫资料，为此诗写一

个简短的读后感（本单元的写作教学内容便是指导学生写读

后感）。所以，可安排如下作业： ①结合自己的理解反复吟

咏本诗并背诵 ②结合更多的杜甫资料，把你对此诗的感想写

下来，200字左右。 ③联系自己生活中的一次不幸或难过的遭

遇仿《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作诗。 六、几点说明 (1)投影片内

容 ◎本诗相关的字词注音及解释； ◎诗篇的基本节奏； ◎本

诗的相关背景资料； ◎结构及内容的板书； ◎相关的思考与

练习题。 ◎杜甫的其它诗篇的鉴赏 ⑵朗读示范：教师亲自示

范 ⑶板书设计（略） ⑷时间分配：一课时 (5)课堂教学特点

：以读带解，以学生为主体，师生互动，探讨式教学。F8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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