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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6/2021_2022__E5_88_9D_E

4_B8_AD_E8_AF_AD_E6_c38_56758.htm 【教学目的】 1.了解

文章依次质疑了哪些有关《枫桥夜泊》的“新解”。 2.体会

反驳“新解”的方法及语言特色。 3.培养学生欣赏古典诗词

的基本方法，提高文学修养和审美鉴赏能力。 4.引导学生认

识敢于质疑、探究学习的可贵意义。 【教学重难点】 1.在梳

理文章内容的基础上，学习本文的驳论方法。 2.注意驳论文

语言的特点，体会设问、反问修辞方法对加强驳论效果的作

用。 3.领会“质疑”的现实意义。 【教学设想】 教学方法 1.

读议结合，注重个人阅读感悟。 2.提倡合作讨论教学法，积

极交流，彼此启发，体现教学中学生的阅读主动性。 教学时

数：1课时 【教学步骤】 一、导语设计 （同学们集体背诵小

学学过的《枫桥夜泊》，请一位同学谈谈这首诗描绘的内容

。）张继的这首宁静清丽、意境幽远的诗歌受到了历代人们

的喜爱，有人为了翻新，对这首诗进行了一番“新解”，也

有人就此“新解”予以了反驳，究竟孰是孰非，“文字大战

”如何裁决呢？今天，就让我们共同来学习刘金同志的《〈

枫桥夜泊〉新解质疑》。 二、解题 《〈枫桥夜泊〉新解质疑

》即质疑对《枫桥夜泊》的所谓新解。“质疑”即提出疑难

问题，对该“新解”表示疑问；要列举理由，否定别人的错

误意见，提出自己的观点，可见本文属驳论文。以反驳为主

的议论文通常叫驳论文，即通过反驳对立论点来阐明自己的

论点。常常运用反驳论点、反驳论据和反驳论证等三种方法

。反驳论点是直接将对方的观点驳倒；反驳论据是指出对方



论点所依据事实的虚假性或片面性，从而驳倒其论点；反驳

论证是指出对方论点与论据之间逻辑联系方面的错误，进而

指明不能由对方的论据得出相应的结论，因此其论点也不能

成立。驳论据和论证最终是为了驳论点。同时驳论往往跟立

论紧密联系着，因为反驳对方的错误观点，往往要针锋相对

地提出自己的正确观点以便彻底驳倒对方的错误观点。 三、

研习课文 1.默读课文，理清思路 原则：眼、手、脑并用。 要

求：（1）标自然段序号，自查工具书扫除字词障碍。 掌握

下列加点字的读音： 揆情度理 招徕 索隐 积累下列词语： 望

文生文 脍炙人口 匠心独运 索然无味 无懈可击 好事之徒 揆情

度理 牵强附会 (解说：我们要持之以恒地培养学生良好的语

文学习习惯，如正确、自然使用工具书，使字音读准，释义

确切，探知渊源，并善于积累语言，使之成为真正的“习惯

”。) （2）思考中心问题：作者反驳了对立方的哪些“新解

”。然后试列出本文的结构示意图（可以是提纲式、网络式

等）。全文共8个自然段。文章起笔即谈到“前两年就听到有

人对这首诗中的‘乌啼’、‘江枫’、‘愁眠’作了考证，

⋯⋯然而听得多了，不觉产生了一点疑问：这些考证是可靠

的吗？⋯⋯”点明要对“乌啼”、“江枫”、“愁眠”质疑

。纵览全文，作者分别在第3、第4及第5～7自然段对首句所

提出的三项内容分别照应，逐一反驳，并构成了全文的主体

部分。第8自然段则以“总之，我觉得，这样的‘新解’，把

一字一词都落实到具体事物上，结果就会使诗的意境全失，

兴味索然⋯⋯”为小结，再次强调自己的立场，并提出善意

的告诫，收束全文。因此，可编写下列结构图： (解说：默读

可以获得一种“纯自我”的阅读体验，不受诸如朗读等形式



出现时别人声音、语速等含有情感成分的暗示，是一种最直

接、完整的人与作品“第一次亲密接触”可以说，它是初读

文章、获得整体感知的最佳途径。在默读基础上，若能紧紧

把握住全文的基本问题“什么新解”、“如何反驳”，就不

难理出全文的大体思路、整体布局了。让学生运用结构图来

表达文章的主体内容及内在逻辑关系，具有像建立交桥似的

立体思维，如果学生列得较为详实，说明此类学生逻辑语感

强，内在思维语言和外在表达语言具备了逻辑思维能力；如

果学生写不完整，尤其是种属关系不明，则其两种思维水平

还停留在平面上，逻辑语感还不具备，今后的语言训练要注

重其逻辑思维的发展，使思维具有抽象性。对于初三学生来

说，能够独立感知全文，独立思考第一步，独立了解文章的

主体内容，使文章也了然于胸。其过程可能是几分钟或十几

分钟，理解得可能完整、正确，也可能零散、偏颇，但这是

一个可贵的“悟”的过程，“悟”的锻炼。我们应尊重每一

个学生的阅读体验，并引导他们敢于、善于积累自己的阅读

感受。） 2.交流学习成果。 可以到黑板板演或利用实物投影

仪等方式，由2～3名学生讲解问题答案及结构图。 (解说：培

养学生主动学习的精神，加强师生、生生互动，互相启发。

） 3.具体研习，突出重点、难点 (1)学习第一部分（1～2） A.

朗读这两个自然段，考虑应用什么样的语气来读。第1自然段

连用了3个问号疑问，应用质疑语气。第2段以“我认为”起

笔为首句，是强调作者观点的中心句，要用肯定的、斩钉截

铁的语气，从第二句起，“你看：凉秋夜半⋯⋯”要用宁静

、惆怅的语气，尽力用语言营造出《枫桥夜泊》诗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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