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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5_B0_E4_BA_AD_E9_c38_57966.htm 一、 说教材 1、教材

简析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是人教版全日制普通高级中

学语文教材第二册第五单元的一篇自读课文。这篇序言不仅

是书法艺术的瑰宝，而且其文在思想、语言上也具有独特的

价值，二者相得益彰，共同确立了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

地位。作为一篇书序，文章由叙事而写景，感物抒怀，从一

次普通的游宴活动谈到了作者的生死观，并以此批判了当时

士大夫阶层中崇尚虚无的思想倾向，使全文在立意上显得不

同凡响。 2、本课所处的地位和作用 《语文课程标准》中对

语文学习有这样的要求“通过阅读和鉴赏，体会中国文化的

博大精深、渊远流长，陶冶性情，全面提高语文素养”，此

文入选新教材正体现了这一理念，学生若能很好的理解文章

的内容，就能认识作者深沉的感叹中所蕴含的积极情绪，对

树立积极的人生观很有帮助，同时又能感受我国书法艺术的

博大精深，对提高语文素养大有益处。 3、教学目标 第五单

元的文言文学习魏晋散文，这一时期的散文抒情色彩浓郁，

尤其是王羲之的文章文风清淡，这篇《兰亭集序》中的写景

句子更是美不胜收，“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映

带左右”，如此简洁雅净的语言是极好的诵读材料，所以我

把背诵本文定为教学目标之一；另外，我所执教的是一个平

行班，学生虽有一定的文言学习基础但仍很薄弱，且本学期

文言文难度较之上学期有很大提升，学生还需要积累一定的

文言知识，根据该课的特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我制订了如



下教学目标： （1） 知识目标：了解序文的特点，掌握实词

“修、期、致、临、次”等词的意义；背诵全文。 （2） 能

力目标：体会文章精练优美、自然清新的语言；借助注释疏

通文意，理清文章的思路结构，提高文言阅读能力； （3） 

情感目标：理解作者在文中由喜到悲的感情变化，认识作者

深沉感叹中所蕴含的积极情绪。 4、说教学重点与难点 〈〈

语文课程标准〉〉中对高中阶段的文言文教学只要求具有阅

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而《兰亭集序》是一篇自读课文，文

下有注释，学生可自己借助注释和工具，理解词句含义，教

师只需对个别难句略做点拨即可，据此我将该课的教学重点

定为：（1）了解课文中的词类活用以及归纳“修、期、致、

临、次”等词的义项；（2）背诵全文。 课文二三自然段作

者的感情由乐转悲，对人的生死这一问题的议论富有哲理性

，学生由于经历浅，多数未经历过生死，对其中表达的生死

观不能很好理解，所以将理解作者在文章中由喜到悲的感情

变化和认识作者深沉感叹中蕴含的积极情绪定为教学难点。 

二、说教法 教师要本着“因材施教”以及“教学有法，但无

定法”的原则慎重地选择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结合该课的

教学目标、教材特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我准备用两课时，

采用诵读法、点拨法进行教学。 1、诵读法。在疏通文意的

基础上反复诵读，从而更深的领悟文章内容和体会作者的思

想感情。 2、点拨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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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启发学生脑

筋，自己进行思考与研究，充分发挥教师的引导性和学生的

主体性。在学习本文中，我主要点拨的是难句以及作者感情

变化的线索，从而使学生更好的理解课文内容。 100Test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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