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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4/2021_2022__E6_95_99_E

5_B8_88_E8_B5_84_E6_c38_544531.htm 《游褒禅山记》是高中

语文第二册第五单元课文。现依据教学大纲、考纲、教材、

学情对本课的教学目的、教学法的制定及教学程序的设计等

方面作如下说明。 一、说大纲、考纲、教材和学情 （一）关

于大纲：《语文教学大纲》对文言文阅读的要求是：诵读古

典诗词和浅易文言文，背诵一定数量的名篇。掌握课文中常

见的文言实词、文言虚词和文言句式，能理解词句含义，读

懂课文，学习用现代观念审视作品的内容和思想倾向。大纲

在语文教学目的阐述中还有这样的话：“要进一步培养学生

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热爱中华优秀文化的感情，培养高尚的

审美情趣和一定的审美能力；⋯⋯”，这也是与文言文教学

密切相关的。 （二）关于考纲： 根据《大纲》的要求，高考

《考试说明》对古代诗文的阅读作了三个递进层次的要求：

①理解（能力层级B）：理解常见文言实词在文中的含义；理

解常见文言虚词虚词在文中的用法；理解与现代汉语不同的

句式和用法；②分析综合（能力层级C）；筛选并提取文中

的重要信息；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思想，分析作者在文

中的观点态度。③鉴赏评价（能力层级E）；鉴赏文学作品的

形象、语言和表达技巧，评价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 （三）

关于教材： 新教材非常重视古代经典诗文的阅读积累，全套

教材编排的古代诗文作品，约占课文总数的40%，高一文言

文按时代编排，高一下第五单元为宋代散文，宋代散文继承

唐古文运动的传统有所发展，题材更加广泛，形式更加多样



，语言更加畅达，并且更长于议论，对后世的散文创作有深

远的影响。从语言文字上看，宋朝散文较上册的文言文更为

浅显。 文言文教学，新教材编排上有明显的“两重一轻”倾

向，“两重”是指重视诵读，重视积累；“一轻”指轻篇章

的琐屑分析。这一倾向从新教材的练习设计可明显看出来。

我个人认为文言文教学应体现这种倾向，避免大量无效的分

析，应多诵读⋯⋯培养语感。 （四）关于学情： 学生经过初

中和高一上期的文言文学习，已掌握了一定数量的文言实词

、虚词，学生的文言文阅读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但仍有一

些难点有待突破，如文言句式，词类活用、虚词的用法等。

我任教的两个班的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比较浓厚，课堂气

氛活跃。 针对以上的分析情况，本课的教学目的、学法、教

法和教学程序确定如下： 二、说教学目的 （一）教学目的： 

①诵读课文； ②准确理解常见文言词语在文中的含义； ③归

纳并掌握“道”“盖”“文”三个多义词的义项及 “乃”“

然”“其”三个虚词的用法； ④体会并借鉴本文即事明理的

写法；领会文章所阐发的哲理。 （二）教学重点：①诵读 ②

积累 （三）教学难点：①准确判断词文言词语在文中的含义

； ②虚词用法： 三、说学法、教法： （一）学法： 1、诵读

法。这是学习文言文最基础、最重要的方法，也是最有效的

方法。诵读能在感知言语声音形态的同时，实现对文本的感

悟理解。言语声音形态与情味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从感知

的直接性来说，文字不如声音彻底、深刻、细腻。因此诵读

法成功关键是要读出声音的各种形态，如节奏、语调等，只

有这样，才能听到“古人”的心声，才能“得他滋味”（朱

熹语），才能触摸到言语主体的情味。否则，仅得其声音，



得其字形，充其量也只是“认读”。当然，要做到这一点，

有一个探究、发现的过程，教师应引导学生逐步读出“情味

”来。因此，范读多读显得非常重要。 2、圈点法。使用各

种圈点勾画符号阅读文言文，也是古人一种重要的读书方法

。唐彪曾说：“凡书文有圈点，则读者易于领会，而句读无

讹。不然，遇古奥之句，不免上字下读，而下字上读，⋯⋯

”我从两方面进行指导：一是指导使用圈点勾画符号，二是

指导学生在圈点勾画的基础上适当作一些批注。第一节课，

学生主要勾画出疑难处及哲理句。 3、猜读法。哥德曼认为

，阅读过程并非一个精确知觉的过程和系列加工的过程，而

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和预期的过程，阅读是一种语言心理学的

猜测游戏。在学生掌握了一定数量的文言词汇后，碰到难词

时，教师应引导点拨学生大胆猜测，在小心求证的基础上准

确把握词在文中的含义。这就是“教是为了不教”。学习《

游》文，我精选七个重要词语为例让学生猜，点拨指导运用

七种方法。 4、练习法。这是巩固知识、发展能力的有效方

法，关键在一个“精”字。“练”不求“多”，应求“精”

，要用最少的练习巩固学生的知识，培养学生的能力。我设

计两套练习，一是课堂巩固练习，重在巩固课文的重要词语

；二是课外迁移练习，选用98高考题，进一步巩固准确把握

文言词语意义的方法。 （二）教法： 1、点拨法：蔡澄清先

生大力倡导的语文点拨教学法是根据中国汉语文的特点，针

对中学生学习语的实际，为落实启发式教学原则而采取的一

种教法。所谓“点拨”，就是教师针对学生学习过程中存在

的知识障碍、思维障碍与心理障碍，运用画龙点睛和排除故

障的方法，启发学生脑筋。自己进行思考与研究，寻找解决



问题的途径的方法。简单说，所谓“点”就是点击要害，抓

重点；所谓“拨”就是拨疑难，排障碍。“点拨法”能充分

发挥教师的主导性和学生的主体性。在学习《游褒禅山记》

中，我主要点拨的是准确理解词语含义的几种方法，使学生

学会“猜”，从而提高阅读文言文能力。 2、归纳法。从上

学期开始，我一直对常见实词、虚词的意义用法进行系统归

纳，使所学知识系统化，网络化，既便于记忆，又便于运用

。如《游褒禅山记》一文的第二课时，我主要运用归纳法，

归纳“文”“盖”“道”三个实词义项及 “乃”“然”“其

”三个虚词用法。兹举一例如下： →独体汉字叫“文”→文

字 文 →装饰→掩饰（文过饰非） →彩色交错为“文” →华

丽，有文采→文辞→文章，文献 →文化教育 四、说教学程序

： （一）总体设计：通过以上分析，我确定了本文的教学整

体思路：通过诵读把握全文；通过猜读训练思维；通过归纳

使知识系统化、网络化；通过精练巩固、强化。在这个思路

指导下，《游褒禅山记》一文的教学安排两课时，第一课时

主要是：诵读、积累；第二课时主要是：诵读、归纳。 （二

）第一课时教学过程设计： 1、导入及解题（2分钟） 毛泽东

诗导入：“无限风光在险峰” 学生自读注解① 补充王安石相

关内容 2、整体把握：（19分钟） （1）范读 （5分钟） 难读

字点拨：褒、华、谬、咎、父 （2）自由朗读（5分钟） 诵读

点拨：（略） （3）齐读（5分钟） （4）全文思路：（4分钟

） 设计问题点拨思路 悔游：不得极夫游之乐 ↓ 悟理： 要有

志 1、作者主要游了哪些地方？ 要深思慎取 结果如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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