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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4_B8_AD_E8_AF_AD_E6_c38_647665.htm 《愚溪诗序》说课

稿 今天我说课的题目是：《愚溪诗序》。我将从教学分析、

教学过程、教学总结三个部分向各位老师说说我对本课的设

想。 一、 学情分析 我所执教的两个班是文科普通班，学生总

体上水平不高，但对于柳宗元的作品并不陌生，对《愚溪诗

序》的字词理解没有太大问题。作为《八愚诗》的序言，本

文明写是“八愚”名称的由来、写作原由、暗中蕴涵的却是

柳宗元不为统治者认。遭到排挤、打击的愤懑之情。对此，

学生理解难度较大。因此，教师必须补充相关背景，引导学

生反复品读，悟出作者的心声。 二、教材分析 《愚溪诗序》

安排在高中语文第四册第五单元第三课。这一单元是继续学

习中国古代散文，共有四篇文章，它们是《陈情表》《祭十

二郎文》《愚溪诗序》《赤壁赋》。本单元学习的重点是欣

赏古代散文，用现代观念审视作品的内容和思想倾向，在熟

悉基本内容的基础上，着重鉴赏文章的语言特色和遣词用字

的妙处。《愚溪诗序》作者柳宗元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继

承了屈原以来“不平则鸣”的创作传统，强调“文者以明道

”。他的这篇文章忽而写景，忽而写情，忽而议论，全文用

自嘲的笔法凭27个愚字连缀成文，表达了孤愤抑郁的情怀，

形成了寓情于景，托物起兴的艺术特色。就本文而言，它既

有独特的语言特色，又有较强的思想内容。所以在教学过程

中应把重点放在指导学生学习语言特色上，进而理解作者的

心声。 三、目标确立 知识目标：理清文章线索，总体把握文



章内容；掌握文中重点字、词、句。 能力目标：培养学生古

代散文诵读、鉴赏能力。 德育目标：领会作者对压抑人才的

不合理社会的批判。 重点：理解作者以“愚”自称的深刻含

意 (“愚”字是课文的题眼，抓住了“愚”，也就抓住了文章

的灵魂) 掌握夹叙夹议，寓情于景的写作特点(为了将读写更

好地结合，积累写作方法) 难点：注意作者如何正话反说的

。(时代的原因，封建社会对人们思想的钳制) 体会文中用典

的深刻含意。(典故人物历时较久远,用在文中是为了衬托作

者) 课文语言较浅显，教学中以学生自读为主，教师适当加以

启发和点拨，安排一课时。 四、说教法 在本文的学习上，采

用“自学互学研讨”的步骤来学习。自学是指先结合注解初

读，涉及到注解无法解决的问题再自行查阅工具书；互学是

指这篇文本哪些字词是需要重点掌握的，哪些句式是需要注

意的，这些内容都可以通过交流互动来解决。解决不了的，

老师要随时点拨。研讨即围绕学生自学、互学中的发现，重

点研讨疑难问题，感悟文中蕴藏的思想情感，学出深度，品

出意味。 五、说教学过程 （一）、导入 1、请学生介绍有关

柳宗元的知识，不足之处由教师补充。 2、由学生简介“序

”的文体特点，教师补充。 明确：序，文体一种，著作或诗

文前的说明性文字。后又在宴集序、赠序等。古人宴集时，

常共同赋诗，诗成后公推一人作序，是为宴集序，如我们学

过的《兰亭集序》；后虽无集会，也作文相赠，以表惜别、

祝愿、劝勉之意，这就是赠序，如《送东阳马生序》。 （二

）初读课文 朗读课文，要求根据自己的理解，读出情味。比

如对于反复出现的“愚”字，要借助适当的停顿，显出情味

。在读的同时，把重点的字词、句式标出来以便交流。 （三



）展开互学 通过自学，有部分知识理解了，有部分知识不太

了解，互相交流，取长补短。并确定本文的重点的字词句。 

（1）通假字 知与智，纪与记 （2）古今异义 阳：指山之南、

水之北。笼：文中文指包括概括。凡：总共。 （3）词类活

用 姓：名词动用，取姓、取名。家：名词动用，安家。愚：

意动用法，以之为愚。 （4）特殊句式 寂寥而莫我知也（宾

语前置）；余以愚触罪，谪潇水上（被动句）；适类于予（

状语后置）。 （四）研读。 1、围绕文题中的“愚”，梳理

文章脉络。本文以“愚”字相贯通，愚字成了内容凝聚的焦

眯，体式建构的支点。 2、研读讨论转笔内容，参悟“愚”

深层次的含义及表达感情。 问：你认为“愚溪”真的“愚”

吗？作者真的“愚”吗？请结合文中具体的内容研讨。明确

：溪不愚且很美，作者不愚且是才华横溢。 3、研读类比手

法，体味艺术之妙。 问：既是愤激在心，为何不直接抒发出

来，而是要借“愚溪”来发挥呢？ 明确：因为溪与已物我合

一，溪水虽然景色秀美，但地处荒远，“无以利世”故显得

“愚”；作者“我”虽然才华横溢，但“不合于俗”，抱负

无以施展，也是“无以利世”，同样“愚”，以溪类比，写

溪实际上是写作者自己。有了溪的物象寄托，自己的情志变

直为曲，化枯为腴，有了无限的想象窨，有了耐人寻味的意

趣，这比直言既多了哲理，更多了妙趣。这正是柳宗元山水

游记的突出特色。 4、通过研读，畅谈你的感想。 问：对柳

宗无心中的愤激，你怎样看？结合当，说说“不合于俗“的

内涵。 这一道开放性思考题，重要培养学生学生的理性思维

，正确弘扬传统文化精神。 明确： 宁可被排挤，也不曲已逢

迎，不同流合污，保持独立人格和高尚节操，这是柳宗元，



也是传统文化熏陶下的文人共的美好的品质，应该加以弘扬

。 既要才华横溢，又要广有亲和力，善于与时俱进，多方合

作，和谐相处，唯有综合能力高强的人，才能真正担当大任

，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化，完成济世的美好愿望。高尚不等

于高傲，独立不是孤立，仅以悲情演绎崇高还不够，这里有

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 在合作互补的当今社会，不合于众，

就是自动淘汰。健全的人格比单一的才能更重。当然，合众

不是曲已，而是参与和互补共赢。 六、总结 1、本文体现了

“序“的哪些特点？ 明确：交代写作缘由、背景、“八愚”

的来历和作品价值。 2、本文最鲜明的特色是什么？ 明确：

以溪自比，借溪发挥、托溪言志。曲尽愤激。七、作业：请

学生结合以前学过的柳宗元的诗歌和散文，写一篇《我所认

识的柳宗元》。 相关说课稿： 高中语文说课教案:祭十二郎

文 高中语文说课教案:陈情表 高中语文说课教案:哀江南 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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