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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9/2021_2022__E3_80_8A_E

3_80_88_E5_AE_BD_E5_c38_59307.htm 我今天所说课的篇目是

《宽容》序言，它是人教版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材第

一册第四单元的第三篇课文。一、新教材对高中语文阅读教

学的要求人教社的高中语文新教材（试验本），打破了传统

的阅读与写作、说话、听话混合编排的模式，改为阅读与写

作、口语交际分编；各个单元的教学重点相当明确。高中语

文新大纲中明确规定，高中语文教学要让学生“掌握语文学

习的基本方法，养成自学语文的习惯”，“为继续学习和终

身发展打好基础”，提出了“以阅读教学为龙头带动整个语

文教育是一个标本兼治的通途”，“要重视学生的实践活动

，让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主动学习、探究。语文教学以阅读为

本，改革旧的耗散性讲析模式，注重阅读教学的整体感悟，

突出广泛而自主的大量阅读，突出全方位的阅读技巧和能力

的指导与训练，以多种渠道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以阅读带

动听说写能力的全面提高。突出学生的文化背景积淀，突出

语文教育的人文熏陶”。二、课文特点及在教材中的地位《

〈宽容〉序言》是房龙为他的《宽容》一书所作的序言，该

序言的写法很特别，是一篇散文诗式的寓言。作者以丰富的

想象和联想，虚构了一个“创新”与“守旧”两大势力斗争

的故事，从而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宽容》一书的精髓。该文

被安排在第一册第四单元第三课应出于以下考虑：1、本单元

的学习重点是掌握序言这种文体。序言是写在著作正文前的

文章，但有自序和他序之分。内容比较广泛，形式也很自由



，感情色彩比较浓厚，但却是紧扣写书的宗旨经过组材。本

文是在学习前两课即《〈呐喊〉自序》、《胡同文化》的基

础上继续学习序言这种文体，从而更进一步了解序言的特点

。2、结合高中阶段学生的年龄和心理特点，对哲理的分析和

借鉴，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有助于培养

良好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3、是继第三单元的演说

词、第二单元的散文和第一单元的诗歌鉴赏之后的对阅读能

力的进一步提高。三、学生情况分析我们所教班级的高中学

生由于社会教育的大环境影响，习惯了传统的填鸭式的教育

，缺少对人生、对社会的独立思考，因而课文的理解会停留

在表面，流于形式。另一方面，由于高中学生处于自身人格

趋于形成的时期，又会过于强调“创新”而否定传统，产生

认识上的误区，因此，引导学生正确对待课文蕴含的哲理使

该课应该注意的四、教学目标与教学重点根据以上分析，我

认为该课的教学目标应确定为：1、把握和评价故事中蕴含的

哲理。2、理解“无知山谷”、“知识的小溪”等事物的象征

意义，理解故事中“先驱者”、“守旧老人”、“无知的人

们”三种形象的典型意义3、培养学生思维的深刻性，能正确

、全面、透彻的看待问题。教学重点为：透过本文主旨，进

行创造人格的熏陶，培养对新事物理解、宽容的态度。五、

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的运用“强化阅读，整体把握，深入体

会，正确评价”是本人在该课教学中的指导思想，在处理教

材时，结合片断范读使学生在总体上感觉、感知作者深邃的

思想，通过多媒体补充，让学生展开联想的羽翼，领会宽容

的要义，达到内化的目的。运用点评法正确引导学生理解文

章的寓意，引导学生正确对待“创新”和“守旧”，“创新



”和“传统”的关系。在教学中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采

用自读、自由点评、讨论、质疑、等方式使学生独立思考，

并把握和评价故事中蕴含的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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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