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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8C_85_E5_B1_8B_E4_c38_59595.htm 一、教材分析 (1)【与

前后教材知识体系的联系】 学生们在初一已经学习过古代诗

词，对古诗词的格式、语感和朗读方法有一定的认识。对本

诗的作者杜甫，学生并不陌生，他们在初一学过了杜甫的《

春望》，对其人其诗有初步的了解。这课《诗词五首》，俱

是见景抒情或遇事感怀之作，《茅》为其中的第一首，也是

情感特征最为炽烈、内涵最为深刻的一首。能通过学习此诗

掌握解诗之法，学生要学习其它四首诗词也就顺利得多。而

且本诗是诗圣杜甫的名篇，千古传诵，学习本诗，学生对诗

歌的形式特点会有进一步的了解，也对我国古代诗词名篇多

了一分认识。学生还能在逐步感受杜甫忧国忧民、克己为人

的博大胸襟的过程中，接受诗人人道主义精神的陶染。 (2)【

本课的知识体系】字词（略）②本诗结构分明，语言朴素，

感情浓郁，适于吟诵，有利于培养学生对古诗文的语感。 ③

本诗为七言古诗，但诗篇中的句型打破七言和骈偶的形式束

缚，兼永长短句和奇句，便于刻画形象和抒发感情。通过形

象的语言呈现鲜明画面，寓情于描写之中。情景交融的写作

方法值得鉴赏和学习。 ④诗歌所具有的深广的社会意义。 二

、确定教学目标 1、依据 (1)新课程标准主张中学语文教学应

致力于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和人文素养，培养学生学习

语文的语感，发展学生的思维和创新精神，促使学生养成学

习语文的良好习惯。初中古诗文的教学，则以培养学生的兴

趣与语感为主，并适当积累一定的文言文字词句知识，使学



生对中国古文学作品作家有所了解。我的个人理解，就是要

使学生对古诗文要“想读”、“会读”、“熟读”、“解读

”。至于本课，字词知识不多，语言通俗，淡中见奇，意蕴

深厚，所以计划以“熟读”“解读”本诗为重点。 (2)★学生

分析 新课改提倡以学生为学的主体，课堂上主张“师生互动

、生生互动”，因此，对学生现状的分析必不可少。《茅屋

为秋风所破歌》面对的学习群体是一群14岁左右的少男少女

，他们成长在丰衣足食的20世纪九十年代，受经历与知识积

累水平所限，对这首感慨个人经历，抒发社稷理想的古代诗

歌要达到深层理解必然有一定难度。而且学生群体中按学习

能力、感悟能力区分又有几个不同的层次；不同的班集体又

有不同的个性，所以教师必须灵活设置教学过程，精心安排

问题，巧妙使用类比手法启发学生思维，做到兼顾全体“优

等生吃好，中等生吃饱，次等生吃了”。比如简单的问题，

可由全体学生同步完成；稍难的，学生之间相互讨论和启发

，教师做点评；难点，则在教师的启发下进行探讨。另一方

面，教师也要回应学生当堂提出的各种问题，就此或展开新

讨论，或安排课后的研究活动，不一而足。（再举例来说，

我教的两个班，两个班都很活跃，相比之下，A班里有独立

见解的人多，B班的思考风格较“保守”的人多，所以在A班

，我会鼓励有主见的学生个别发言，由他们去带动课堂；在B

班，则多由我来对课堂进行整体性的启发和点拨。如此，两

班学生都能围绕课堂积极地进行思考。） 2、确定基本教学

目标 ★通过教学，教师引导学生掌握以下内容： 1、掌握本

诗正确的读法，在诵读中熟悉诗文，了解诗中所叙写的内容

。 2、通过反复吟咏、联想，把握诗歌意象，进而了解诗中



的意境。 3、联系诗人身世处境，结合诗中的描写抒情去把

握作者的思想感情。 4、感受诗歌的节奏和韵律，品味诗歌

语言形象、生动与凝练。 教学重点：理解本诗所体现的作者

的思想感情，并把这种理解反馈到诵读当中。 教学难点：对

“长夜”的理解；对诗人忧国忧民思想的理解。 100Test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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