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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1/2021_2022__E5_88_9D_E

4_B8_80_C2_B7_E3_80_c38_61161.htm 第二课时 （－）明确目

标 教师板书或投影显示素质教育目标。 （二）整体感知 l．

请同学朗读自己的“铭”文，常见内容如《教室铭》、《作

业铭》⋯⋯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锻炼和提高学生写

作能力。口头表达能力，丰富教学内容，以此活跃课堂气氛

。 2．利用投影学习字词，教师出示内容，请同学判断，集

体订正。 3．结合注释了解作者。 4．教师引导，“说”是古

代文体的一种，可以直接说明事物，阐明事物，也可以通过

写人、状物来讲道理。《爱莲说》是一篇情致饱满的“托物

言志”的散文小品，文章通过传神之笔，精妙细致地描绘了

一幅生动、可爱的莲花写生图。请同学们看大屏幕，这是一

株莲花，发挥自己的联想和想象，描述一下莲花的姿态。 学

生畅所欲言，教师适当加以点评。 [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可

以加大课时容量，字词教学可扫除词语中的拦路虎，请学生

描述，可以启发学生的联想和想象能力，锻炼口头表达能力

。] （三）教学过程 l．教师引导；周敦颐笔下的莲花又是怎

样的呢？请同学们听录音，边听边用笔作勾画。 2．请一名

同学朗读，同学作点评，然后全班齐读。 3．请同学找出直

接描写莲花外部特征及内在气质的句子，并结合注释分析作

者从哪几个角度来描写莲花的。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

⋯⋯而不可亵玩焉。”从生长环境来看，写她“出淤泥而不

染”的高洁，“濯清莲而不妖”的质朴；从体态香气方面，

写她“中通外直，不蔓不枝”的正直，写她“香远益清”的



芳香；从风度方面，写她“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

的清高。 4．请同学在2分钟内背诵“予独爱⋯⋯不可亵玩焉

。”并且当堂默写。 5．对照注释自读第二段，请同学翻译

第二段。 6．本文以“爱”为意脉，写出了对莲花的喜爱，

为何还要写菊花和牡丹？ 提示：反衬手法。 7．作者赋予它

们怎样的品格？ 作者连用三个拟人，把菊花比做“隐逸者”

，用它的抗霜表现人的孤傲，呼应文章开头“晋陶渊明独爱

菊”，这是正村；作者把牡丹比做“富贵者”，用它的富丽

浓艳表现世人的庸俗，这是反衬。 8．从以上分析，我们不

难发现，作者描写莲花的文字，是和“君子”的性格特征浑

然熔铸在一起的，作者名为写物实则写人的方法就是“托物

言志”，其科学的定义是：抽取事物的某种特征，以表达作

者自己的思想感情、理想志愿，叫做“托物言志”或“咏物

抒情”（投影定义内容）。 9．你怎样理解“莲之爱，同予

者何人”？ 这是一个反问句。一方面照应上文“予独爱莲”

，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对人生世事的慨叹，慨叹当时与作者志

同道合的人少，能做到品行高洁的人少。 10．“牡丹之爱，

宜乎众矣。”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感情？ 这个感叹句，是作者

对那时一些士大夫追名逐利、求取富贵的处世态度的强烈讽

刺。 11．到这里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的生活态度，请同学们总

结一下。 把莲花比做“君子”，用它的清逸，表现人的高洁

，作者刻画莲花，寄予了自己的理想、情志和人格操守，表

达自己鄙弃追求名利的士大夫的表现，歌颂德行高尚的君子

行为。 （四）总结、扩展 1．本文记叙、抒情、议论相结合

，全班齐读，再次体会文意。 2．再放“莲花”幻灯片或投

影，想象像莲花一样的“君子”是什么形象？可以联系实际



来谈。 ［由“莲花”入题到以“莲花”结束文章的学习，线

索清晰，又注重了学生想像力的培养。］ （五）布置作业 1

．背诵并默写两篇短文。 2．预习下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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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