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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5_85_E9_83_BD_E7_c38_57992.htm 一、教材分析1、单元

教学要求我所说的篇目是《故都的秋》，它是高中二年级的

教学内容，具体编排在第三册第四单元的第一篇。本单元所

选的四篇课文都是抒情散文，单元的教学要求是通过鉴赏品

味语言，向深层次赏析作者的情感，领悟文中的哲理。引导

学生能通过文章精巧、绵密的构思，深入品味文中富有情感

与哲理的语言。在欣赏语言的过程中，使学生从文章的“景

语”里，品读出作家笔下“景”的独特之美，进而品读出作

家的独特心境，品读出作家蕴含于文中的独特的情与理，从

而达到通过品味语言来循序渐进地感知，体会作者的情态与

志趣的赏析目的。在鉴赏阅读中，既要调动学生的形象思维

，也要辅之以抽象思维，更要注意学生美感思维的激发。2、

文章特点《故都的秋》系郁达夫在对故都北平的秋景细腻描

摹中流露出自己内心的眷恋和落寞之情的作品，体现出这位

文人当时的处境和浓重的“主观色彩”。古往今来，对于“

秋”，或讴歌，或诅咒；或因它而寓之于意，或借它而寄之

以情。时有古今，地有南北，意有厚薄，于是“秋”也就显

示不同的姿、色、声、味来。郁达夫在《故都的秋》中，通

过独特的表现手法，表现出了“秋”独特的风姿，独特的色

彩，独特的音响，独特的韵味，独特的意境。《故都的秋》

中的“秋”是这样的秋：“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

凉。”这“清”“静”“悲凉”，便是故都北平的秋在作家

意念上的总投影，它构成了文章的基调和底色。就全文看，



作者意在颂秋，为什么一开始就在读者感情上涂上一层悲凉

的色彩呢？是不是违反了生活的逻辑？不，这种“清、静、

悲凉”正是故都秋的特色，是作者着力表现的东西，因为这

色彩本身就是一种美。一片飘零的槐叶能打动情意，几声秋

虫的哀鸣更足以牵动心魄，这种深远的忧思和孤独者的冷落

之感，正是郁达夫当时的心境。由于在客观事物的描绘中融

入了作家的情绪，自然要觉得落寞和悲凉，和故都北平一样

，作者的感情也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秋意。郁达夫用他的情感

绘出了一幅细腻深沉的主观意境图，它构成了文章的骨架。

读者可在对秋色、秋味、秋的意境和秋的姿态的体味中，感

受作品美的力量。一切景语皆情语。这篇散文“物”“我”

之间完美的交融和统一。显示了作家卓越的艺术才华。它既

是对北平秋的客观描绘，又是作者当时心情的折射，在郁达

夫大量的写景抒情散文中，是很有特色的一篇。郁达夫是一

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作家。他在小说、散文、诗词、文论等

诸多领域都具有深湛的功力和卓越的成就，而且形成了自然

畅达而热情坦荡的鲜明风格。这一风格体现在他的散文创作

中，善于运用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风格却很统一，正如郁

达夫自己所说，在散文中“总要把热情渗入，不能不达到忘

情忘我的境地。”他的散文带有鲜明的自叙性质，发出的是

带有强烈个性的自己的声音，篇篇洋溢着回肠荡气的诗的调

子，充满了内热的、浓郁的、清新的情韵，热情坦白，毫不

遮掩地表现了一个富有才情的知识分子在动乱社会里的苦闷

心境，展现出一幅幅感伤、忧郁而又秀丽隽永的情景交融的

画面。1933年4月，由于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威胁等原因，郁达

夫从上海移居到杭州，撤退到隐逸恬适的山水之间，思想苦



闷，创作枯淡，而这篇散文写于1934年，作者正处于苦闷时

期。郁达夫在散文《故都的秋》中为我们描写了故都秋色，

抒发了对北国秋色的无限向往和眷恋之情。从写作上看，本

文是散文“形散而神不散”特点表现得最充分的典型之一。

材料方面：选材是零碎的。文中情感所及而刻意描绘的有五

种景物，它们之间并没有明显的时空关系，却都能相提并论

。表达方面：有叙述、描写、抒情、议论，多种表达方式交

替出现。这一切都是为了突出故都的秋的“清”“静”“悲

凉”。他笔下的自然景物----秋味、秋色、秋的意境和姿态就

“皆着我之色彩”（王国维语），笼上了一层深远的忧虑和

冷落之清。这就是以清驭景，以清显景的写景抒情方法。二

、学情介绍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每当我们向自己的学生教授

知识的时候，自然要考虑到我们的教学对象在学习本课时的

原有基础、现有困难及学习心理特征，从而有针对性地确定

学习的重点、难点及教法学法。我的教学对象是重点高中二

年级的学生，大部分学生的语文基础较好。他们对散文是不

陌生的，高一时学过朱自清的《荷塘月色》等散文，感受过

散文的语言美、意境美，进行过初步的鉴赏。调查得知，许

多同学课外都喜欢看散文，兴趣比较浓，尤其是女生，订阅

了《读者》《散文》《美文》等杂志。一般同学也能说出散

文“形散而神不散”的特点，但学生主要还停留在泛读和初

读上，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们的思维能力和审美能力

尚在形成之中。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教师要充分利用他们的

兴趣引导学生进入特定的审美意境，培养学生具有宁静的、

适宜接纳美的事物的心胸。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