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语文说课教案:泪珠与珍珠教师资格证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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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647480.htm 《泪珠与珍珠》说

课稿 我今天说课的题目是：《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

第三册第三单元第三课《泪珠与珍珠》。我之所以选择此课

是因为：高二年级重点培养学生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和阅读

浅易文言文的能力；而第三单元则重点培养学生鉴赏散文的

能力；此外，高考的现代文阅读多是散文体裁的。因此，我

想通过《泪珠与珍珠》这课的教学，教会学生鉴赏散文的几

个角度和一般方法。 本课采用的教学模式是：多媒体教学辅

助教学与合作探究式学习相结合。 我运用的教学理念主要是

：1.在以学生为本的教学原则下，将教师职能转型为学生学

习的参与者、组织者和引导者；2、在课堂教学中，充分体现

散文的人文性特征，让学生通过阅读散文确立正确的人生观

和价值观；3、利用多媒体教学软件，补充提供较丰富的相关

资料，初步培养学生自主研究与合作学习的态度和能力。 一

、教学目标： 1、认知目标：引导学生细心品味所引诗文的

含义； 2、能力目标：透过字面含义揣摩文句所渗透出的深

厚感情； 3、情感目标：感受“泪”的深刻含义，热爱生活

，体验人生真情，营造一个充满爱的世界。 二、教学重、难

点： 1、领悟作者小中见大的抒情方法； 2、品味文中各种泪

水中包含的丰富感情； 3、对“眼因流多泪而愈益清明”的

理解。 三、教学方法（模式）： 通过浏览展示学生自己制作

的有关“泪珠”的幻灯片，使学生从中回顾所学的诗词，体

会散文的思想情感，从中获取更多的有效信息，学会自主学



习的方法；通过学生小组讨论，借助合作探究式教学手段，

教师点拨帮助突破难点；通过口头作文，让学生充分发表自

己的意见和感受，提高学生语言表达和分析理解鉴赏的能力

。 四、教材分析： 《泪珠与珍珠》是台湾作家琦君的一篇充

满真情的怀乡之作，然而作品又不仅限于此，而是由此引伸

到作者对人生最高境界的崇尚与追求。本文由书中泪写起，

谈及生活泪，借说信仰泪，表达作者对人生最高境界的崇尚

与追求。即人随着人生经验的的丰富，精神境界也会随着提

高，这样人的泪珠就会变为晶莹剔透的珍珠。文章说到了人

情、人性和人道。 五、教学准备： 1、布置课前预习：让学

生搜集与“眼泪”相关的诗词，分小组绘制成幻灯片； 2、

让学生在预习过程中对本课质疑并写在预习本上交上来； 3

、教师设计制作多媒体课件。 六、教学过程： 用一段富有哲

理的话语导入。 导入：世界是变化万千的，生活是丰富多彩

的。其中的酸甜苦辣我们都品尝过，其中的喜怒哀乐我们都

经历过。大家可曾记得自己流泪时的情景？也许是激动的泪

光，也许是幸福的泪花，也许是伤心的泪水⋯⋯那么今天就

让我们走进琦君的作品《泪珠与珍珠》，一起去体会一下作

者笔下的几种泪水所蕴含的深意。 （一）介绍作家作品： 琦

君，女，生于1917年。台湾著名作家，曾任教于台湾中央大

学。本文作于1987年，选自《琦君自选集》，略有删节。琦

君的作品兼散文及小说两类，而以散文的成就为大。多次荣

获文学大奖，著有《泪珠与珍珠》、《桔子红了》、《琴心

》等作品极受海内外读者喜爱。有人评论其散文不是浓妆艳

抹的贵妇，也不是粗服乱头的村妇，而是秀外慧中的大家闺

秀。 （二）整体感知，揣摩情感。 1、理清思路： ① 书中泪



生活泪信仰泪。 ②书中泪包括：忧患泪、真情泪和自我泪。 

③生活泪包括：分离泪、亲子泪和奋斗泪。 ④信仰泪包括：

感恩泪和慈悲泪。 2、作者的认识过程： 初解----------深

解---------- 真解 （天真率直）（怀乡思人） （感悟人生） 3

、书中泪有什么含义？ 答案：书中泪有三种：忧患泪、真情

泪、自我泪。 注：引文1（马区夫人的话）是说人的眼睛因

流泪而变得更加清澈透明；心因经历生活的磨砺而变得更加

墩厚仁爱。 引文2（冰心散文中的话）是抒发作者内心的真

情实感，表达作者对自然的喜爱之情。 引文3（白居易和杜

甫的诗句）都是为自己而流之泪。只是前者为欲哭有泪，而

后者为欲哭无泪。 4、又是一根什么线把这泪珠和珍珠连在

一起的？ 答案：“眼因流多泪水而愈益清明，心因饱经忧患

而愈益温厚”。 5、文章中三次出现了“眼因流多泪而愈益

清明”，三次的作用分别是什么？ 答案：①引入话题，虽然

喜爱，但并不真正理解。 ②贯穿全文，说明战胜苦难与忧患

的韧性与意志。 ③与开头呼应，更深切的体会到我们应感恩

这个世界。 6、泪珠是如何变成珍珠的？答案：文章由作者

对书中泪的初解谈起，经历生活的风浪洗涤后，作者对生活

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懂得了生活泪的真谛。最后作者谈到

信仰泪，使文章中心得到了一个升华，由生活中的各种为自

己而流的泪水上升到为众生而流的仁爱的泪水。 7、本文抒

情的特点有哪些？答：妙引诗文和小中见大。 （三）通过习

题巩固本课所学内容。 （四）课外迁移练习：让学生找来有

关泪水的诗词，加以鉴赏（主要体会情感）。 （五）小结：

一篇好文章，其精彩动人，或是寓意深远，都要透过生命的

锤炼，以及情感的激荡，才有可能产生。透过琦君的文章，



我们知道：在人生旅途上，只有历经种种困苦，流下辛酸的

汗水，方能让那颗心灵的珍珠，更加明亮，充满光泽。 （三

）展示教师和学生一起制作的有关“泪珠”的幻灯片，联系

实际以“一次流泪的体验”谈谈学习本文后的感受。 教师在

此环节中，一方面参与、启发，提示、点评；另一方面也可

以结合自己的一次流泪谈谈感受。达到师生情感交流，体验

人生真情的目的。 七、课堂总结：对学生口头作文的简单讲

评，总结鉴赏散文的几个角度。 答案：不同角度：内容（思

路）、情感（过程）、文章主旨、表现手法。 八、布置作业

： 在口头作文互相借鉴，开拓思路的基础上，再以“一次流

泪的体验”（何时、何地、为何）写一篇四百字左右的小散

文。（高中二年级的学生经过初中和高一的散文学习后，对

于散文的学习要求和语言特色已经有了不少的了解，他们对

于一些较浅显的散文已经能够把握学习方法和写作技巧。通

过两个单元诗歌鉴赏的学习，他们对散文中的一些引文也有

一定的体会，而且可以引用一些相似的作品，来抒发他们自

己的情感。） 九、教学反思： 基于高二学生鉴赏散文的水平

，根据语文教学大纲对学生 鉴赏能力的要求，我制定了以上

的教学目标及教学重、难点。简单地说，要求学生能够独立

阅读鉴赏散文的情感及表现手法，教师就要将鉴赏的思路及

技巧传授给学生。 新课程标准要求教师以学生为教学的主体

，因此我在本节课上所设计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师生之间或者

生生之间的互动，以便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多媒体辅助

教学和学生自己设计制作幻灯片，可以令学生对“泪珠”与

“珍珠”有一个直观上的感受，便于学生展开联想、发散思

维，从而进一步体会作者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 十、板书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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