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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稿 一、说教材 《未选择的路》是一首哲理抒情诗，它表面

平易实则蕴含深邃的哲理，看似倾诉个人经历实则是表达人

们共同的感受。在这首诗中，弗罗斯特抓住林中岔道这一具

体的形象，引发人们丰富生动的联想，烘托出人生岔路这样

具有哲理寓意的象征，进而阐发了如何抉择人生道路这一主

题。 诗人以含蓄清新、别具匠心的艺术风格再现出了优美的

自然风光，并且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反映了人们内心深

处的情感波澜。 此诗描绘的是一个面临选择的人和他进行选

择时的心态，并没有指出选择的具体内容，而是着眼于选择

本身。因此，每一个读者都能在这首诗中发现自己的生活体

验，所以说，这首诗的内涵具有极大的开放性。 二、说学情 

七年级的学生还是比较喜欢读诗的，尤其是现代诗，因为它

篇幅短小、形式活泼，同时还讲究音律，读起来琅琅上口，

易于记诵。 但是，他们对诗歌的理解通常还处于感性阶段。

既没有掌握诗歌朗读、欣赏的一般技巧和方法，也不具备鉴

赏情感含蓄、内容深奥的诗歌，尤其是意象丰富的哲理诗的

能力。当然，更谈不上调动自身的生活体验来把握诗歌的内

涵了。而《未选择的路》就是一首哲理抒情诗，它表面平易

实则蕴含深邃的哲理。因此，这就需要教师在诗歌教学中对

学生进行学习方法上的指导。 三、说教学目标 本节课的教学

目标有： 1、指导学生掌握朗读、欣赏诗歌的技巧与方法。 2

、培养学生敢于质疑的精神、合作探究的意识，引导他们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这两个目标是以我们新课程所倡

导的三维目标“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

”为理论依据的。 四、说教学流程 整个教学过程分为六个步

骤： （一）导入 用关于“路”的名言警句直接导入，开门见

山、开宗明义。 （二）指导朗读、师生评价 在这一环节中，

教师主要引导学生分析、小结诗歌朗读的方法，并用此方法

进行朗读评价。 （三）走进作者，“知人论诗” 教师传授查

找资料的方法，指导学生筛选有关诗人生平事迹、时代环境

、创作背景、主要作品等方面的资料，这有助于准确、全面

、深刻地把握作品的主题。 （四）走进文本，与诗人交流 这

一教学环节围绕三个主要的教学活动展开。 1、品读诗句，

你读出了一个怎样的诗人？ 2、弗罗斯特，我想对你说 3、小

组质疑，共同解惑：对于这首诗，你还有哪些困惑？ （活动

小结:在活动1中，通过指导学生的认真品读，学生对弗罗斯

特的个人形象有了更全面、更深层的认识，这为活动2的进行

作好了铺垫；活动2的设计，主要目的是引导学生调动自身的

生活阅历和情感体验与诗人对话、交流，进而达到共鸣，这

对于理解诗歌的内涵是非常有帮助的；而活动3的设计，主要

是给学生提供一个合作学习的平台，通过这一平台，让他们

自主探究。然后，教师再适时点拨、指导，从而深化对诗歌

的理解。） （五）走进自我，与心灵对话 首先，教师讲述故

事，故事的主题是：选择改变人生。两个主人公是鲁 迅和诸

葛亮，故事揭示了一个道理:不同的选择造就不同的人生。 然

后，引导学生讲述故事，提示他们从学习上、生活中和个人

交友方面 讲述自己的选择经历。 最后，教师总结从这首诗中

悟出的人生哲理。 （六）入情入境，升华朗读 引导学生体会



诗人情感，想像诗歌营造出来的意境，在配乐歌曲的感染下

，入情入境地朗读诗歌，升华对诗歌内涵的理解。 五、说教

法 一位知名的教育家说，“教学有法，但无定法”。就是说

，课堂上采用一个什么样的教学方法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而是要根据实际的教学环境来确定。根据本节课的教学目标

，我采用了“开门见山导入法、指导朗读法、品读诗句法和

引导总结法”。 1、开门见山导入法 就是指在导入课题时，

我先是要求学生介绍所搜集到的关于“路”的名言警句，然

后我适时地展示自己搜集到的警句，这样直截了当地进入了

课题。 2、指导朗读法 即是在课堂上向学生传授朗读、欣赏

诗歌的技巧和方法，并组织学生学以致用、现场点评。 3、

品读诗句法 在课堂上，我设计了这样一个教学环节：“品读

诗句，你读出了一个怎样的诗人？”这其实就是要求学生调

动自己的情感体验，仔细揣摩诗句的内涵，对诗人的形象进

行准确的把握，为下面的教学环节作铺垫。 4、引导总结法 

《未选择的路》这首诗的内涵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它看似倾

诉诗人的个人经历，实则是表达了人们的共同感受。每一个

读者都能够在诗中发现自己的情感体验。正因为如此，在课

堂上，教师就应当引导学生将它表达出来。在“走进自我，

与心灵对话”这一教学环节中，我首先给学生们讲述了两个

有关人物的故事，然后，我顺势提问：“同学们，你们有类

似于鲁迅和诸葛亮的情感体验吗？请说出你心中的故事！” 

我们的语文课程资源包括课堂教学资源和课外学习资源，《

课标》要求，语文教师就高度重视课程资源的开发与运用，

创造性地设计教学活动，挖掘丰富多彩的教学资源，为语文

教学服务。我在教学中采用了以上四种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



生的情感体验和朗读诗歌、搜集资料的能力，正是体现了这

一理念的要求。 六、说学法 陶行知 先生曾说过，“教师的责

任不在教，而在教学生学。”叶圣陶也说，“教是为了达到

不教。” 根据这些理论的指引，在这节课中，我主要指导学

生运用下列方法参与学习。 1、资料搜集法 我要求学生搜集

关于“路”的名言警句有有关诗人弗罗斯特的相关资料，包

括他的生平简介、创作风格、主要作品、人生经历等等，以

此来激发他们学习课文的兴趣，也有助于他们把握作品的内

涵。 2、合作学习法 在预习诗歌之时， 我就鼓励学生大胆质

疑，从诗歌内容和写作手法两个角度认真研读文本，提出自

己的困惑，然后通过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答疑解惑。 3、情

感体验法 这是本节课上用得最多的一种方法，也是能将学习

活动由浅显引向深入的一种方法。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有感

情地朗读课文，这还仅仅是停留在对诗歌的初步感悟上，只

有引导学生调动自身的情感体验去“品读诗句，感悟诗人形

象”，去与诗人进行深层次的交流，才能准确、全面、深刻

地把握诗歌的主题与内涵。围绕这一点，我设计了三个教学

活动引发学生的思考和感悟：⑴品读诗句，你读出了一个怎

样的诗人? ⑵弗罗斯特，我想对你说⋯⋯ ⑶围绕“选择改变

人生”这一主题，说出你心中的故事。 从实际的课堂效果来

看，学生运用以上三种主要的学习方法主动地参与到课堂学

习中来，取得了不错的教学效果。 小编推荐：（#0000ff>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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