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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说第三折的说明 我说课的篇目是新教材第四册《窦

娥冤》 新教材的《窦娥冤》 内容由老教材只选取第三折，扩

大到选取一、二、三3折， 但我们知道第三折是全剧的高潮

部分，不仅最集中的表现了窦娥的反抗精神，还深刻地揭露

了造成窦娥悲剧命运的社会原因。 所以，我今天以第三折带

全剧，说这一课。 二、说教材 本课位于新教材必修四第一单

元第一课。是元杂剧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典悲剧代表作。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通过本文的学习力求对

本单元的学习产生良好的导向作用 。践行新课标的要求： 通

过对学生鉴赏能力和审美情趣的培养，提高学生语文素养。 

三、说教学目标，重点难点。 新课标中明确指出：“鉴赏文

学作品，能感受形象，品味语言，领悟作品丰富的内涵，体

会其艺术表现力，有自己的感情体验和思考。” 教学目标 ：

1、品味戏曲语言，把握主人公形象。 2、鉴赏窦娥的三桩誓

愿，领会作品的艺术性及思想性。 教学重点：鉴赏窦娥的三

桩誓愿。 教学难点：领会浪漫主义手法，深入体会作品的思

想性。 四、实施手段： 多媒体教学手段 五：教学内容及步骤

主要分两大块：一、整体感知。二、细节探究。三、引向深

入 主要根据思维由易及难，由感性向理性的发展走向而定。 

（一）整体感知 设计两个问题，设题意图：把握情节基本构

成，了解窦娥基本性格特点。 2、善良与冤有什么关系？是

否节外生枝？ 像第二题，是过渡性问题，衔接整体感知与细



节探究。为了激发学生的探求兴趣，促进全方位思考，我故

意卖了个关子，也是故意质疑法，，不但使学生保持思维的

活跃性，也能完成思维由浅入深的一个过渡。看似绕圈子，

实则“诱敌深入”。 （二）细节探究 主要突破教学目标，教

学重点难点。 我们知道读剧本最关键是要培养现场感。因此

在品位语言一环，我首先用创设情境法，学生朗读[滚绣球]

，放映越剧片断。制造现场感，给同学身临其境的感觉。 然

后主要运用比较阅读法。体会语言特色。 好的比较最关键的

是找到合适的比较对象。 所以选用越剧《斩娥》片断，是我

精心设计的，二者以同样的故事同样的感情，用不同的语文

字内容来表达。关键是“同中求异” 体会本文语言的通俗易

懂，本色质朴，抒情性强，富于音韵美。 比较阅读是使思维

深化的重要方法，这样做既训练了学生思维的科学严谨，又

交给同学品味语言的基本方法，提高文学作品鉴赏能力。基

本完成教学目标1。 鉴赏语言附加题（学生理解好，课堂节

奏快情况下） 以“只落得两泪涟涟”为例。通过不同风格的

改写，本色派语文采派区别，这中间还穿插对比朗读。更好

体会怨言，集人物情感。 接下来突破中带难点。理解三桩誓

愿，把握该剧的艺术性及思想价值。 第一步：先请同学分角

色朗读这一部分。 创设情景，把同学待到强烈的悲剧氛围中

。利于深入思考探究。 对突破重难点，我设置5个层进式的

问题，应该说有梯度有深度。符合思维以及认知规律。 其中

三个问题，是解决重难点关键。做重点说明。 （1）本色语

言不用典故可以吗？ 理解三个典故，是理解浪漫主义手法、

解决教学重点的一把钥匙。主要运用启发加比较法，着重培

养同学的求异思维，以往谈到三个典故都是说它表明冤情之



大，使誓愿合理，但我要引导同学通过三个典故之间的横向

纵向的比较，看到冤情古已有之，部分时代，地位，性别，

同样蒙冤，理解深层社会内涵；典故中的人物都没有积极的

反抗，也是对窦娥抗争精神的衬托，对作品主题的深化。增

强学生自主发现、分析探究问题的能力。同时为下面理解浪

漫主义手法奠基。 （5）、现实中，这三桩誓愿可能实现吗

？如何评价这种写法？ 理解浪漫主义手法，不但是领会作品

艺术性的关键，又是把握全文思想价值的钥匙，研究中，还

可以引进《孔雀东南飞》《聊斋》等作品，举例对比，分析

探讨，老师适当点拨引导 。 让同学看到运用浪漫主义笔法，

除了加强艺术感染力外，越超越现实，越表明现实的黑暗不

公，越为“冤”张本。也越让人们看到窦娥的刚烈反抗性。 

在自主探究式的学习中，学生学会举一反三，管中窥豹， 提

高文学鉴赏能力，有助于形成自己独特的情感体验和思考，

激发对古典文学的探究热情。完成教学目标2，突破难点。

（6）、窦娥前面指斥天地鬼神，最后又要依赖天地昭雪冤情

，样前后矛盾吗？ 这个问题旨在把学生的思考引向更理性的

境界，从而充分领会作品的思想性和社会价值。主要运用教

师点拨，学生自主探究法、合作讨论的教学手法，另外，作

品的思想性有着开放性和模糊性，所以，在探究中，提倡学

生’“个性化”的解读。既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又增强了他

们对文学作品的感悟，确立自己的审美取向。 需要强调的是

：在理解作品思想性时，在设计上我力求引导学生紧扣文本

，结合字词句章，从人物的语言、关键语句入手，（管理美

无心蒸发，使百姓有口难言；轮到你山阳县，为我），得出

结论，而不是空泛的品评议论，因为我们再上的是语文课，



而不是思想政治课。 总之，这5个问题循序渐进， 符合认知

规律 。 使学生对艺术性、思想性的领悟没有生涩感，拔高感

，而是步步蓄势、水到渠成。 既学到知识，又得到探究问题

的方法。增强了鉴赏能力，提升语文了素养。 到此我们教学

重点难点也一一被攻破了。 （三）引向深入 包括结束语合作

业两部分： 意在把本课的思想性引向更深处，在审美情趣及

价值上感染学生，激发他们对社会人生更深的思考，达到言

有余而意无穷的效果。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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