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语文说课教案:致橡树教师资格证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

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7/2021_2022__E9_AB_98_

E4_B8_AD_E8_AF_AD_E6_c38_647466.htm 《致橡树》说课稿 

一、说教材和学情 （一）教材分析 文革结束后，我国文坛进

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春天。 “朦胧派”诗歌作品和诗人群体

的出现以及围绕“朦胧诗”展开的论战，是当年极具轰动效

应的文坛大事。舒婷的这首脍炙人口的《致橡树》，正是当

年 “朦胧诗”的代表作。 《致橡树》是一首爱情诗。作为“

朦胧派”的诗作，它不象常见的爱情诗那样直抒胸臆，它跳

出一般爱情诗的窠臼，摆脱情网中人的意乱情迷，以局外人

的身份观照爱情，对爱情的本质进行了一番理性的拷问与判

断。 诗人以“不，这些都还不够”为转折点，把这首诗分为

前后两大部分。前一部分表达了诗人对传统认可的爱情模式

的批判、摈斥，后一部分抒发了作者对心目中理想爱情的渴

望、憧憬。 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对阅读与鉴赏的要求是：“具

有积极的鉴赏态度，注重审美体验，陶冶性情，涵养心灵，

养成高尚的审美理想和高雅的艺术趣味”；“学会鉴赏文学

作品，能感受形象，品味语言，领悟作品的丰富内涵，体会

其艺术表现力，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和思考，受到感染和启迪

。努力探索作品中蕴含的民族心理、时代精神，藉以了解人

类丰富的社会生活和情感世界”；“在阅读与鉴赏活动中，

不断地充实精神生活，完善自我人格，提升人生境界，加深

对个人与社会、自然、国家关系的思考和认识”。编者正是

按照课标的要求把诗歌的阅读与鉴赏安排在高中一年级的开

始阶段，作为必修课。本节课应当紧紧抓住审美这个中心展



开加教学。不宜繁琐地条分缕析，而应当整体地将朦胧诗的

美感方式和美感作用通过审美的方式让学生得到情感上和心

灵上的陶冶，养成高尚的审美理想和高雅的艺术趣味。 （二

）说学生情况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对诗

歌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十四岁左右年龄的优势在于，他们

能够比较容易地进行形象思维，对于文艺作品尤其是诗歌的

形象化表达方式和强烈的感情宣泄比年龄较大的学生更容易

接受和领悟。因此，我打算调动一切可能的艺术手法，让学

生在获得审美快感的同时学到相关知识，陶冶情操，涵养心

灵。 （三）教学目标 1、情感与态度目标：理解作者在诗中

表达的争取女性尊严和独立地位的抗争决心和新型的爱情观

、自由平等、人的价值等深层理念， 2、知识与能力目标：

欣赏作者描绘的各种形象，学习运用象征、对比、对偶、对

仗、类比、比拟、拟人、递进等手法，培养自己丰富而瑰丽

的艺术想象力。 3、过程与方法目标：学会从听觉上欣赏诗

歌的音乐美，通过朗诵传达诗歌的思想内容和美感，练习放

飞并驾驭自己的想象力；进而练习用优美的语言把自己的想

象表达出来，记录下来。 （四）教学重点、难点 1、重点：

从“不，这些都还不够”开始，诗人对自己理想中的爱情的

想象。如何鉴赏这一段？ 2、难点：“仿佛永远分离，却又

终身相依”、“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

，脚下的土地”两处，作为没有过真正的爱情体验、涉世未

深的高一学生来说，是比较难以理解的。对此可以略作讲解

，但不宜过分理性化，仍应把诗歌的意象和情感整体地交给

学生，让学生在今后的实践和成长过程中思考。 二、说教学

方法 借助多媒体课件，通过画面、音乐和教师的示范朗诵，



采用“激发兴趣感知形象品咂鉴赏朗诵比赛创作审稿”的教

学模式，课前让学生熟读，课后让学生创作。贯彻师生平等

互动的原则，教师作引导，放手让学生从自己的角度理解和

诠释。既要引导学生正确理解和鉴赏，又不轻易否定学生的

不同理解，尽可能让学生发挥学习主体的作用，自己建构关

于现代白话自由诗的知识体系。 三、说学习方法 我打算在教

学中贯彻（让学生）朗诵法、欣赏法、比赛法、写作审稿法

等方法让学生用审美的方式接受教学内容（这是一首议论性

的诗歌）。 四、说教具的使用 尽量利用电子课件，录音机、

幻灯片或者ｍｐ４等，制造音画效果。 五、说教学设计（课

时） 本课（中国当代诗三首）计划两个课时，《致橡树》计

划使用一个课时，课后组织同学赏析课外拓展阅读材料，练

习诗歌创作、出墙报，实现“创作、审稿”过程。 六、说教

学内容与步骤 （一）激发兴趣（共5分钟） 1、创设情境，教

师为学生作配乐示范朗诵（有条件时，同时显示相应的画面

）。 2、简介作者和“朦胧诗”，文.革以及文.革结束后的转

型时期，思想解放，“双百方针”，以及当年对“朦胧诗”

的批评。 （二）感知形象（共15分钟） 1、学生轻声朗读课

文，教师配以适当的音乐，整体感知诗歌创造的艺术的形象

。要求： 标出自己读得不准的字音，如“凌霄花”的“凌”

的齐齿呼后鼻音，“炫耀”的“炫”是否读成第二声，“峰

”是否读成“fōng”,“雾霭”的读音等。（5分钟） 2、引导

学生在阅读中思考（将思考题板书或者用课件展示）： （1

）诗中描写了那些形象？ （2）诗中提到了几种爱情观？ （3

）诗歌分几个层次？ （4）诗人赞成的爱情观是什么样的？ 

（5）你最喜欢哪一句或者哪几句？ 读完后，教师引导学生



讨论以上问题。教师尽可能不要直接给出答案，让学生自己

找到答案。（10分钟） （三）品咂鉴赏（课堂练习）（共25

分钟） 1、教师稍作讲解，进行局部研讨。对比诗中表现的

各种爱情观，以及本文的写作手法和技巧。重点分析“不，

这些都还不够”以后的诗句。（10分钟） 2、点名请朗读较好

的学生朗读“不，这些都还不够”以后的诗句。（1分钟） 3

、全班齐声朗读这段诗句。（1分钟） 4、趁热打铁，学生分

组讨论，教师巡回倾听、点拨：（13分钟）（以下问题板书

或者用大屏幕展示） （1）凌霄花和鸟儿象征的是什么样的

爱情观？为什么用它们来象征？ （2）泉源、险峰、日光、

春雨所象征的是什么样的爱情观？为什么用它们来象征？ 

（3）木棉和橡树树的形象所象征的是什么样的爱情观？为什

么用它们来象征？ （4）作者怎样描写橡树与木棉的关系的

？ （5）作者怎样深化了主题？ （四）朗诵比赛（拓展练习

）（课外） 利用课外活动兴趣小组的方式，可以年级为单位

组织诗歌朗诵爱好者进行。 （五）诗歌专栏（拓展练习）（

课外） 利用课外活动兴趣小组的方式，可以年级为单位组织

诗歌朗诵爱好者进行，组织写作能力较强的学生审稿。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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