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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4_A9_E4_B8_8A_E7_c38_59581.htm 一、【说教材】： 《

天上的街市》安排在七年级上册第六单元，这单元五课九篇

文章共同的特点是通过虚构的故事和景象曲折地反映现实。

想像丰富奇特，引人遐思。本单元的整体教学目的是通过这

些富于想像力的故事，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培养联想、想

像的能力。 《天上的街市》选自郭沫若第一部诗集《星空》

。《星空》写于五四以后诗人最苦闷的时期。五四期间那种

勇猛的反抗精神和烈火般的热情已经消退，有的只是“潮退

后的一些微波，或甚至是死寂”（郭沫若语）。所以，在《

星空》中，诗人流露出较浓重的失望和悲愁情绪，虽然表现

了要求奋飞、新生和自由的愿望，但另一方面又包含了逃避

现实、独善其身的消极情绪。而《天上的街市》为我们呈现

了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美妙世界。（1）诗内有丰富的想象，

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描绘出想象中的理想生活。有写实的

诗句，有想象的诗句，而想象的正代表着诗人的向往和追求

。（2）虽然取材于我国古代有关牛郎织女的传说，却又借助

丰富新奇的联想和想像，描绘了美妙的天街景象，对此传说

的进行了全新的反传统的诠释，表达了诗人摆脱封建束缚、

追求理想、向往自由幸福的思想感情。 2、 基于以上分析，

设定本篇文章的教学目标有三： ①在朗读中感受新诗的音乐

美，绘画美、情感美；能够有感情地朗读并背诵这首诗。 ②

理解诗中联想和想像的作用，初步培养联想、想像和创新的

能力。 ③体会诗人摆脱封建束缚、追求理想、向往自由幸福



生活的思想感情。体会作者强烈的爱憎情感和渴望追求光明

的理想，明白今日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人人都应自觉爱护

我们生活的家园，保护环境，美化生活。 4、 教学重点、难

点： 教学目标的1、2 是这篇文章的教学重点，只要完成了这

两点的教学，教学目标3就会水到渠成。 教学目标2同时本课

教学目标的难点。 二、教学方法 1【说教法】： 为了体现教

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式，也为了使学生的养成独

立思考的良好习惯，使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主动参与学习，

我将采用以下教学方法： 诵读品味法：“书读百遍，其义自

见”，诗歌教学尤其注重朗读。因此我将围绕朗读来设计教

学，并采用多种诵读形式。 启发式教学：教学诗歌，要以丰

富的联想和想象，从精炼的诗句中解读出诗歌的丰富内涵来

。本诗为新诗，新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文字浅显、明

白，形象鲜明，意境深邃。其语言对于双语班的学生来说并

不难。而诗歌是一种特别富有联想和想象得艺术，因此我的

教学设计将重点突破本科的教学重点联想和想象、创新能力

的指导和培养。为此，我采取“设计问题启发想象与联想讨

论回答教师明确”的教学环节，以启发法和引导法贯穿整节

课。特别是在启发联想的方法指导上，在学生的学法指导上

更应以启发为主，真正落实“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的

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2 【说学法】： 叶圣陶先生指出：

“教师之为教，不在全盘授予，而在于相机诱导，必令学生

运其才智，勤苦练习，领悟之源广升，纯熟之功弥深，乃为

善教者也。” （１）自主学习法 （２）诵读品味法 （３）创

造性学习法：在诵读理解的基础上，通过想象在自己脑海中

构建出天上的街市的具体形象在意念中创造出一个与诗歌内



容相一致的生动而丰富的境界。 （４）比较法：把《天上的

街市》对牛郎织女的描写与民间传说中的牛郎织女的故事作

比较，引导学生其不同点出发去了解诗人对自由、美满生活

的渴望和追求。 （５）是模仿学习，拓展思维，培养想像力

，提高语言运用能力。 四、【教学过程设计】 1、手段及依

据：教学手段方面，运用简单课件辅助教学，做到实用、有

效。坚定语文课堂“文本学习为主，多媒体辅助教学”的教

学立场。 2、结构、层次：从教师教学角度主要设计为六个

环节（激趣导入明确目标指导朗读合作探究小结巩固布置作

业）。 3．【说教学程序】 （一）、激发兴趣导入新课 请学

生讲牛郎织女故事导入。故事中的牛郎织女过着被禁锢，被

束缚，难得一见的不幸生活。然而在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

》里，我们将会见到与此完全不同的牛郎织女⋯⋯。然后板

书课题及作者。 （二）明确目标，整体感知：让学生对作者

、时代背景做一些介绍。并因势利导，出示教学目标，减少

学生学习活动中的无效思维，加强生生、师生互动。 课件屏

幕出现，学生明确学习任务： ①在朗读中感受新诗的音乐美

，绘画美、情感美；最终能够有感情地朗读并背诵这首诗。 

②理解诗中联想和想像的作用，初步培养联想、想像和创新

的能力。 ③体会诗人摆脱封建束缚、追求理想、向往自由幸

福生活的思想感情。 三、指导朗读： 新课标认为“学习的过

程是自我建构、自我生成的过程”，所以朗读指导重在示范

，重在学生体验，不在理论解说。这是本课的教学重点之一

，而且是下一环节的基础。这就要求教师指导学生在朗读训

练中迅速的抓住诗歌的主旨，抓住实质问题。因此我不按照

逐段来分析，而依照：学读想读析读来分析课文。 100Test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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