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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 一、 教学理念 首先是教学重心要转移。教学重心要从

以教师为主转变为以学生为主,使学生成为学习和发展的主体

。美国着名教育家杜威说:“现在我们的教育中将引起的转变

是重心的转移,这是一种变革、一种革命,是哥白尼在天文学中

从地球中心转移到太阳中心一类的革命。在这里,儿童变成了

太阳,教育的措施要围绕他们组织起来”。 实现教学重心的转

移,就要如《语文课程标准》所言“语文教学应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注意培养学生的自主意识和习惯,为学生创造良好的自

主学习情境,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鼓励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学

习方式。” 在教学活动中,学生主体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具体

的人,是一个个有丰富的精神生活、蕴涵着生命潜能的人。教

师应深入了解学生,尽可能把学生和自己的距离拉近,使之感到

亲近.和教材拉近距离,使之感到亲和.跟教材所表达的思想感

情拉近距离,使之共振共鸣。 语文教学要淡化教师的讲,强化

学生自主学习意识。教师的讲,主要是引导,引导的方法主要是

点拨。在课文的关键之处、联结之处、过渡衔接之处,以及表

达的精彩之处,教师要善于“画龙点睛”“指点迷津”,使学生

举一反三。学生的自主学习,主要指变过去掌握结论式的学习

为探究性学习、反思性学习、研究性学习。探究性学习就是

个性化学习。《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个性化行为”,

揭示了阅读活动的本质。个性化阅读又是一种体验性阅读。 

总之,所有的课都应强调适合学生实际水平的自主学习,培养学



生整体把握的能力。让学生在通读的基础上理清思路、理解

主要内容、体味和推敲重点词语在语言环境中特定的意义。

引导学生“在阅读中揣摩文章的表达顺序,体会作者的思想感

情,初步领悟文章基本的表达方法”。 二、教材 ①教材的地

位和作用 新教材中阅读部分的能力要求是呈阶梯状逐次递增

的:第一阶段(高一)重在理解.第二阶段(高二)重在鉴赏.第三阶

段(高三)重在研讨和评价。这一篇《哀江南》处于第二阶段

的末尾和第三阶段的开始,是由鉴赏到评价,由课内到课外的迁

移的桥梁。 《桃花扇》是清代戏曲家孔尚任用他的血泪作目,

经历了十余年,增改了三次写下的历史名篇,是清代戏曲的压卷

之作。它借李香君和侯方域的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来抒发兴

亡之感。本文出自《桃花扇》的最后一出,由戏曲中的人物苏

昆生所唱的七首曲词组成,旨在描写南明灭亡后南京各处的凄

凉景象,展现了南京面目全非的变化。苏昆生,面对物是人非的

现实场景,产生了巨大的情感落差,发而为黍离悲声。这种感

触,不是苏昆生独有的,而是那个变幻的时代产生的民族悲声。

《哀江南》之所以引起强烈的共鸣,那是因为这种民族悲声里,

包含着千百年来志士仁人的对历史的兴衰的探索。也正是这

个原因,《桃花扇》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写男女爱情故事的戏

曲。 七首曲词,六首侧重写景,最后一首直抒胸臆。诗词鉴赏

的重点,往往落在表达技巧和精炼的语言上。本篇《哀江南》

是安排在高中语文的第四册,而第三册里刚学过古典诗词,高二

学生完全有能力用诗词鉴赏的方法鉴赏、品评文中的曲词。 

②教学目标: 1、通过诵读,体会课文的思想感情。 2、鉴赏准

确、生动、形象的语言。 3、鉴赏课文借景抒情的艺术手法,

了解课文先铺写景物后直抒胸臆的写法及其表达效果。 ③重



难点:本文的重点就是揣摩、体会蕴藏在曲词中的思想感情,品

味优美感人的词语的表达作用。教学难点是运用借景抒情等

艺术手法表现优美意境的作用。 三、教法 “教无定法,贵在

得法”,新课标强调学生在语文学习中的主动性、实践性,弱化

对学生带有强制性的训练。强调学生在主动实践过程中获得

知识,提高能力。在教授这篇自读课文时,要从实际出发,确定

教法: 1、指导诵读。指导学生朗读,让学生不仅能读准字音,明

确节奏.更要能体会准确的用词,感受优美的意境,品味深沉的

情感。 2、示范鉴赏。共同鉴赏第一首曲词《北新水令》,并

以此作为示范,引导学生自行完成其他曲子的欣赏。 3、总结

方法。学生马上又从高二进入高三,这样的学情也要求教师在

日常课堂的教学中,帮助学生总结方法,自觉锻炼和提高知识的

迁移能力。 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教师既是与学生平等的对话

者,又是课堂阅读活动的组织者、学生阅读的促进者。教师要

少讲,但必要的点拨还是应该有的.学生要多思、多说、多体悟

。 四、学法 这是一篇带血的吟唱,学生一定要通过读、诵读

、吟读真正走入曲词的氛围,切己的去感受,与作者形成共鸣。

在此基础上,再运用学过的知识积极的打开思路去鉴赏。在具

体的学习过程中,学生要多思、多说、多体悟。 五、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 《桃花扇》是清代戏曲家孔尚任用他的血泪作

目,经历了十余年,增改了三次写下的历史名篇,是清代戏曲的

压卷之作。这个爱情故事,突破了中国古代才子佳人有情人皆

成眷属的皆大欢喜的结局,而是让男女主人公在高人国仇家恨

的指点下双双入道。显然,“爱情”在这里,仅仅是个载体,它

承载着作者更为深沉的思索,正如评论者所评“借离合之情,写

兴亡之感”。 (二)研习课文 1、整体把握 A、整体把握题目暗



示 《哀江南》出自《余韵》,是《桃花扇》的名篇,是全剧的

点睛之笔。研读课文,我们从题目入手。 把握题目中的关键字

理解题目所含内容 B、整体把握宾白提示(分角色朗读宾白) C

、整体把握诵读指导(指导毕,分角色朗读课文) D、整体把握

结尾总结 2、重点曲词研读,深入理解(思考讨论) 3、总结升华:

《哀江南》这套曲子先铺写景物,寓情于景.后直抒胸臆,慷慨

悲歌。自开篇头两句以后,前六支曲子以教曲师傅苏昆生游南

京的踪迹为线索,由远而近,从城郊写到孝陵,从故宫写到秦淮,

从板桥写到旧院,描写南明灭亡后南京各处的凄凉景象,展现了

南京面目全非的变化。在景物描写中蕴含了怀念故国的无限

哀思,不言情而情自在景中。这六支曲子集中笔墨写景,一气贯

穿,层层蓄势,使第七支曲子的抒情水到渠成,猛然爆发,动人心

魄。 4、共鸣思考: 历史的沧桑之感和切肤之痛,非身历其境者,

通常很难有刻骨铭心的体验,面对国破山残的现实场景,苏昆生

产生巨大的情感落差,发而为“黍离”悲声。南明灭亡,江山易

主,这是不争的事实,唱曲人不信、难信而又不得不信,更见亡

国之情的痛切。这肝肠寸断的声声悲歌,不仅使全剧的悲怆情

感达到高潮,而且留下了绵绵不绝的余韵,让我们对千古兴亡的

历史作出自己的评判和思考。它已经超出了一般的遗民之思,

这正是《哀江南》的美学意蕴之所在。 逝去的已为陈迹,一个

凄迷的王朝背影已渐行渐远。欣赏这凄美的曲词,汲取其文字

的滋养,这远不是我们学习的全部。 警醒、借鉴、奋进面对历

史,我们应有这样的态度。 5、扩展练习: 选取其他描写南京的

诗作与《哀江南》一曲比较写景抒情的方式。这一部分旨在

延伸教材内容,拓展研究课题,同时,也是落实和检测课内所学

。 (三)自我评价: 对整个教学过程,我是这样评价的:从理解到



鉴赏,再到巩固的三大板块的设计,符合学生的认知上由浅到深

的规律,整个的设计科学合理。而且,在教学过程中注重调动学

生的情趣,激发学生的思维,让学生能设身处地的感知课文,理

解课文,进而鉴赏课文,教学效果非常不错。 相关说课稿：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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