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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8_88_E8_B5_84_E6_c38_646076.htm 一.说教材 1、教材所处

的地位及作用 大凡在写景叙事中注入作家浓郁的主观情思的

文章，语言才能神情飞动，意趣横生，倘若在情和景交融之

外，更能从物我之间抒发哲理意蕴的则更是达到化境的上乘

之作。苏轼的《赤壁赋》就是这样一篇独具特色的“以文为

赋”的上乘之作，它兼具南北朝骈赋和唐宋古文的双重特点

，文质兼美，情理并茂。将纯理念的对社会人生的抽象认识

通过欣赏风月，凭吊古人的方式来完成，在主客观的契合间

发出哲理的意蕴。它是高中语文新教材第三册第六单元中唯

一的一篇宋文，其他三篇则是唐文李密的《陈情表》、韩愈

的《祭十二郎文》、柳宗元的《愚溪诗序》。唐代散文重在

意境和情感，而宋代散文则重在情感和理趣。但无论是意境

、情感或是理趣，都应该注重对文章语言的鉴赏，即揣摩意

境，感悟情感，探讨理趣。这也就是本单元教学的一个重点

。因此，在对《赤壁赋》教学过程中应紧紧抓住“鉴赏”二

字，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欣赏水平，这也体现了新大纲中要求

的“要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和整体能力的提高，重视积累、

感悟和熏陶，重视语文运用能力和语感的培养。”通过学习

本文可以解读苏轼的儒道兼济思想，进而了解我们优秀的传

统文化，了解苏轼。 2、三维教学目标及确定依据 (1)了解骈

散结合“以文为赋”的语言特点 (2)鉴赏本文景情理的有机交

融 (3)“知人论世”了解诗人儒道兼济的思想 课标指出：“学

习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蕴涵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



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 3、教学重点、难点及

确定依据： 教学重点： (1)诵读感悟，吟咏品味 (2)理解作者

泛舟赤壁而触发的情思和所表现出来的旷达乐观的情怀。 依

据：目标要求“诵读古代诗词和文言文，背诵一定数量的名

篇。”通过诵读培养学生的文言语感，使作品中的形象、意

境、风格、节奏等都刻骨铭心在自己的脑海中”。强调用语

文课程所特有的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进行熏陶感染，拓展

及深化学生的精神领域，对学生的人文精神“固本厚根”。 

教学难点：体悟主客问答中的哲理内涵 依据：关于哲理性的

东西对高一学生而言还有些难度，不易把握，因此，需老师

徐徐善诱，点拨引导。 4、课程资源的开发及有机整合 摒弃

传统的“以本为本”、死磨应缠、机械训练的做法，给文本

合理定位，做到“立足文本、超越文本、回归文本”的统一

。语文新课程认为学生是课程的开发者和创造者，老师是学

生的指导者和组织者，是最主要的语文课程资源，要能利用

教科书，进行再创造，把教科书变成发展学生语文素养的教

学内容，赋予教科书内容以生命的活力。因此，老师应创设

一种情景，点拨与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个性化学习。除此以

外，结合课外资源，师生共同搜集资料，对苏轼的生平、思

想有一定的了解和把握。 二.说学法 1.学情分析 学生在初中阶

段已经学过苏轼的一些诗文，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

，主要停留在阅读背诵和低层次的鉴赏阶段，理解流于肤浅

，缺乏深度。但从总体上，学生对苏轼的作品还是具有浓厚

的兴趣。高中生思维活跃，理解能力和独特感悟能力大大加

强，因此，完全可以用语文课程所特有的丰富的人文内涵对

学生进行熏陶感染，拓展及深化学生的精神领域，使学生能



感悟苏轼在困境中所表现出来的旷达乐观的情怀并受到启迪

。 2.心理调节的方法分析 文言文教学是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中

的难题，学生往往视为畏途。老师应该少作一些脱离语文语

境的、所谓梳理规律的、机械操练性的客观化、标准化练习

，文言常识的教学要少而精，点到即可。另外，光靠学生“

自悟”也比较费时间，应重在引导、点拨学生去领悟、欣赏

、评价。 3.知识建构的方法指导 从诵读研读、从整体感知深

层评价、从感性理性的原则 三、说教法： 1、根据新大纲的

要求，中学生应诵读一定量的浅显的文言文，《赤壁赋》是

骈散结合的文赋，声韵和美，节奏富于变化，第一课时应运

用多媒体的形式让学生多听、多看，同时让学生有感情的反

复诵读，重在整体感知，在此基础上理清文章的思路.第二课

时重在研究性的讨论学习，方法是教师设计问题，学生课外

搜集资料，课堂上以老师点拨的形式将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引

向更深的层面。(老师推荐余秋雨的《苏东坡突围》一文，作

为补充材料，帮助学生认识苏轼。) 2、教学课时：两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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