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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萃教师祝您考试顺利 

  

 

 

一、单选题 

1、教学《再别康桥》时，教师播放以《再别康桥》为歌词的歌曲，让学生体会诗歌

的节奏，把握诗歌的情感。对该做法的分析，合适的是（  ）。 

    A.教师准确落实了学生学习诗歌的目标 

    B.教师清楚区分了音乐旋律与诗歌的节奏  

    C.教师所用资源未能形象地表现诗歌节奏  

    D.教师不宜借用音像材料教学《再别康桥》  

2、阅读《一片树叶》的课堂教学实录(节选)，按照要求答题。 

    (教师引导学生针对预习中的疑问展开讨论 ) 

    生 1：“吊着一片干枯的黄叶”，为什么用“吊”？  

    师：谁能解答？ 

    生 2：因为是刚出生的叶子。 

    师：是吗？这是什么季节？  

    生 2：秋天。 

    生 3：“吊”写出黄叶干枯的形状和即将落地时的状态。  

    师：大家同意这位同学的理解吗？  

    (生说“同意”并点头) 

    师：请继续提问。 

    生 4：“一叶坠地”的“坠”能不能换成“落”？  

    师：(手拿纸做飘落的动作)同学们，这叫“坠地”吗？  

    生 5：不是，这叫“飘落”。“坠”显得很有力量，直落！  

    师：说得好，“坠”字写出了掉落的速度快。  

    对上述教学实录(节选)的分析，正确的是（ ）。 

    A.学生深入品味词语需要教师模拟生活情景支撑  

    B.学生提问与理解文意关系不大，教师应做引导  

    C.学生的问题散乱不成系统，无法达成预设目标  

    D.语言文字的品味揣摩有利于加深对文本的理解  

3、阅读《我有一个梦想》导学案的片段，按照要求答题。  

    任务一：初读课文，回答问题。 

    (1)演讲针对什么人？ 

    (2)演讲的时间、地点和场合分别是什么？  

    (3)演讲要达到什么目的？ 

    任务二：再读课文，分析文本结构。 

    任务三：三读文本，揣摩重要语段。 

    (1)作者从哪些方面提示了 100 年后美国黑人的生活处境？用了什么修辞手

法？ 



    (2)哪几段描述了马丁·路德·金的梦想？请梳理并分析表达了作者的什么思

想？ 

    (3)马丁·路德·金号召黑人采用怎样的方式实现梦想？反对哪些做法？. 

    任务四：角色扮演，体悟作者情感。 

    假设自己是作者，选择最喜欢的段落进行演讲，体悟其中蕴含的情感。 

    对上述内容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是（ ）。 

    A.任务一重在引导学生初步提取文本信息 

    B.任务二重在引导学生整体感知文本脉络 

    C.任务三重在引导学生深入研习文本内容 

    D.任务四重在引导学生训练口语表达能力 

4、自古我国就有口语交际的教学。自孔子开始，言语教学独立设科，即言语科，授

以讲说论辩之术，孔子还提出“不学诗，无以言”，将口语交际作为语文学习的目

的之一；唐以前，学校考试中还有口试一项；唐以后科举取仕，便将口语教学排斥

于学校教育的门外；一直到近代，不少教育家又开始重新关注口语教学，如庚冰最

早提出“语言为文字之母-故教授文字莫不由语言人手”。对于口语交际教学 ,下列

分析不恰当的一项是（ ）。 

    A.教学中“口语交际”训练的实践落实难度大  

    B.教学中重“文”轻“语”现状仍存在 

    C.口语交际在教学中还没有占据其应有的地位  

    D.我国口语交际教学缺少理论依据，学生口语交际能力提高缓慢  

5、语文教学课堂有了多媒体的辅助会增加课容量，提升效率。下列多媒体使用不恰

当的一项是（ ）。 

    A.教学《烛之武退秦师》，可以用课件的形式出示重点字词的词义、用法以及特

殊句式，使知识点被一目了然地呈现在大屏幕上，使学生抓住重点 

    B.教学《雷雨》，教师可以通过链接一些经典剧目的影视剧，使学生更加生动地

了解人物，从人物的语言语气、神情、肖像等来理解人物形象，培养学生对爱憎等

情感的体验 

    C.教学《我有一个梦想》，可以适当地给学生链接一些名家名讲，比如《百家讲

坛》 

    D.教学《琵琶行》，可以通过下载一些名家朗诵，使学生能充分地通过形象的语

言进人诗歌的意境；还可以通过寻找一些比较匹配的音乐，供学生配乐朗诵用，这

样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使他们乐于学习 

二、案例分析题 

1、阅读《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教学实录(节选)，回答问题。 

    师：大家再回头看一下这首词的词牌和题目。词牌是什么？题目是什么？ 

    生 1：词牌是“永遇乐”，题目是“京口北固亭怀古”。 

    师：一般来说，一首词有了题目就有了明确的主旨，题目中哪个字能够明确主

旨？ 

    生 2：“怀”。 

    师：古代文人的怀古之作，往往是借古人古事，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绪。请大

家自由阅读，看看词中上片写了哪些古人古事。 



    生 3：孙权、刘裕。 

    师：上片的两个人物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情感？ 

    生 4：孙权的典故是要表达作者想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心情。 

    师：怎么看出来的？ 

    生 5：赤壁之战孙权一方以少胜多，战胜了曹操，此时，“气吞万里知虎”。 

    师：作者写廉颇是为了什么？ 

    生 6：为了衬托作者现在的境遇。 

    师：廉颇老了还有人去问一问能不能吃饭，作者老了都无人问津。辛弃疾作为

南宋臣民总共生活了四十几年，在这四十几年里，有近 20 年的时间被闲置一旁，而

在断断续续被召用的 20 多年间，又有 37 次频繁调动。尽管他一再上书，要求北伐，

但朝廷从未真正采纳过他的建议。不要以为这里只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字，这是一位

老人字字泣血的呼喊。大家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去读这几个字呢？ 

    生 7：让人流泪的感觉，应突出“谁”。 

    师：还应突出“老、谁、饭否”，气息不要断。 

    问题： 

    分析教师是如何引领学生做到有感情地朗读诗歌的。 

2、阅读《登高》教学实录(节选)，回答问题。 

    师：同学们愿意听电影故事吗？ 

    生：愿意！ 

    师：不过，这不是一个欢乐的故事，而是一个凄楚悲凉的故事。听完心情会很

沉重。我还给大家提个要求。因为是电影故事，请大家边听边在脑海中把这个故事

补充转化成电影画面。我相信大家都是杰出的“电影摄影师”，一定能够在大脑中

把画面构想得很逼真，而且每人都要切实地身临其境去体会。大家能做到吗？ 

    生：能。 

    师(语调低沉，语速缓慢，满怀感情)：一千两百多年前，一个秋天，九月初九

重阳节前后。夔州，长江边。大风凛冽地吹，江边万木凋零。树叶在天空中飘飘洒

洒，漫山遍地满是衰败、枯黄的树叶。江水滚滚翻腾，急剧地向前冲击。萧瑟的秋

风中，有几只孤鸟在盘旋。远处还不时传来几声猿的哀鸣。这时，一位老人从山下

走来。他衣衫槛楼，老眼浑浊，蓬头垢面。老人步履满珊，跌跌撞撞。他已经满身

疾病，有肺病、疟疾、风痹，而且已经“右臂偏枯耳半聋”。重阳节，是登高祈求

长寿的节日。可是这位老人，一生坎坷，穷愁潦倒，似乎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冬季。

而且此时，国家正处在战乱之中，他远离家乡，孤独地一个人在外漂泊。面对万里

江天，面对孤独的飞鸟，面对衰败的枯树，老人百感千愁涌上心头·”… 

    (放音乐《二泉映月》，老师在乐声中满怀深情地朗诵《登高》全诗。课堂中气

氛凝重，有些学生流下泪来) 

    师：大家听完这个故事，知道这个老人是谁吗？ 

    生：是杜甫。 

    生：老师，请您再朗诵一遍吧！(该生红着脸，禽着眼泪，全体学生都应声附和) 

    师：老师朗诵得好吗？还没听够呀。 

    生：好，还想再听。 

    (师再朗诵，学生跟读) 



    师：大家读得相当棒！我猜一定比平时读得好。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生：老师，你很动情。你感染了我们大家，我们被不知不觉感动了。 

    师：那么，老师为什么很动情？ 

    生：你很了解杜甫，很了解这首诗。 

    师：了解还是理解？ 

    生：理解。 

    师：对，要想读好，首先得理解诗的作者，理解诗的内涵，必须走进作者的内

心中去。我们常说一句话，叫作“文如--” 

    生：文如其人。 

    问题： 

    分析教师是如何指导学生朗读诗歌的。 

3、阅读《安塞腰鼓》教学实录(节选)，回答问题。 

    师：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陕北，来到黄土高原，去欣赏独具风味的安塞腰鼓。

好，大家一起来朗读一遍课文！ 

    (生齐朗读，师板书“安塞腰鼓”) 

    师：听着同学们读出了《安塞腰鼓》的气势和豪迈，我作了个上联-听关西汉子

枪大锤敲响安塞震天鼓。希望同学们在一会儿的学习中能够有所感悟。请同学们交

流预习三分钟。 

    师：同学们在交流的活动中要注意以下几点：提问，问出你的水平；评价，评

出你的独到；质疑，亮出你的精彩。相信你自己，一定是最棒的！ 

    生：我来说说对题目的理解：安塞腰鼓是黄土高原的“绝活儿”，它的粗犷、

雄浑、动力十足的风格与当地自然环境、地理风貌、民风民情等浑然一体，不可分

离。它是人、鼓合一的，没有一种乐器能够像它这样要求人和乐器的高度和谐。成

功的表演是人借鼓势，鼓借人威，酣畅淋漓，精、气、神无阻无碍一脉贯通。 

    师：这位同学对题目的理解，我感受到了几个词语：豪迈、雄浑、浑然一体、

人鼓合一。 

    生：文章和作者是分不开的，下面我来讲讲作者刘成章。刘成章，1937年出生，

1961年毕业于陕西师大中文系。他在中学时代就开始了文学创作，高中写诗，而后

转写词，最后写了戏剧，然后再写的散文。八十年代是他创作的一个高峰。刘成章

是一级作家，他的第一篇散文《转九曲》获得了散文优秀作品一等奖。散文集《羊

想云彩》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安塞腰鼓》获鲁迅文学奖，被选入《中国当代散文精

华》。 

    师：这位同学介绍了作者，刘成章是陕西省作家协会的会员，也是一个陕北汉

子，他的文章也带有陕北的气息。 

    生：为什么这篇文章多次提出“好一个安塞腰鼓”？有什么作用？  

    师：这位同学问的问题很好，大家思考一下，看看谁能解答？  

    (生思考) 

    问题： 

    分析教师如何引导学生理解课文内容的。  

4、阅读下面教师在讲授《西厢记》之后所写的授课日记 (节选)，回答问题。 



    开始我在一个班级教这一课，从文言文教学角度进行备课、讲课，结果学生无

精打采。后来我反复思考、寻找原因，弄清了戏曲是一种综合性舞台艺术，不可以

当作单纯的文言文来教。在另一个班级教学时，我改变了教学角度，将重点放在“体

验”二字上。我让学生在想象中去完成对作品的理解。我根据[赖婚]一场中三个人

的不同身份和不同性格，分别为他们设计了一句非常简单的台词，让学生想象当时

的情景，想象三个人当时的心态，并稍作启发，学生很快就理解了这出戏的喜剧意

味，获得了一种难以言状的快感。 

    问题： 

    上述教师有意识地对自己的教学情况进行了反思，不断完善自己的教学设计和

方案。请你谈谈如何对语文教学过程进行优化。 

5、以下是一位教师的教学反思，读后按要求回答问题。 

    在教材使用上，我紧扣课程标准和考试说明努力把教材特点和学生学习实际结

合起来，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入手，对教材进行一定的取舍，既节省了时间，又提高

了效率，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如在教《世间最美的坟墓》这篇散文时，只抓住托尔

斯泰墓“逼人的朴素”下是他的毕生追求-向往平民化、回归自然-这一伟大人格的

外化这一重点讲深讲透。莫泊桑的《项链》中外驰名，学生乐于阅读，但仅此一篇

难以满足学生求知的渴望，我在讲解课文的基础上，又给学生补充了莫泊桑的其他

小说，如《羊脂球》等，并把莫泊桑和另外两位短篇小说巨匠美国的欧·亨利、俄

国的契诃夫做比较，这样既满足了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望，又丰富了学生的内心世界。 

首先在教学过程中，我充分利用语文课的特点，渗透思想教育内容。中华文明源远

流长，语言文字博大精深，历史伟人如屈原、杜甫、白居易、辛弃疾、文天祥、谭

嗣同等，他们的爱国豪情充塞着青年学生的胸膛；张衡、蔡伦、沈括，他们之所以

历代被人们称颂，是因为他们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中华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天

山的壮丽，泰山的博大，黄山的神奇，三峡的秀美，内蒙古的辽阔，都让学生心向

神往，爱国的热情澎湃于胸中。其次，在能力培养的过程中，挖掘课文内涵，让学

生从中领悟认识事物、分析问题的方法。《拿来主义》教会了学生如何对待传统；《<

呐喊>自序》让学生看到了一个伟人对真理的不懈追求；《阿 Q 正传》让学生了解了

一个灵魂残缺之人的可悲；《师说》帮助学生摒弃盲目自大，养成求实好学的习惯。

每学期我都要结合课文教学引入一定数量的文言文，培养学生的文言文阅读习惯，

丰富学生的内心世界。 

    课堂上根据讲课内容随时提出紧密联系现实的问题，极大激发了学生的思考习

惯。并在课下引导学生从中了解社会，为学生走向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问题： 

    请对以上教师的教学反思做简要评析。 

三、教学设计题 

1、阅读文本材料和具体要求，回答问题。 

    洛夫《边界望乡》原文 

 

说着说着 

我们就到了落马洲① 

雾正升起，我们在茫然中勒马四顾 



手掌开始生汗 

望远镜中扩大数十倍的乡愁 

乱如风中的散发 

当距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 

一座远山迎面飞来 

把我撞成了 

严重的内伤 

病了病了 

病得像山坡上那丛凋残的杜鹃② 

只剩下唯一的一朵 

蹲在那块“禁止越界”的告示牌后面 

咯血。而这时 

一只白鹭从水田中惊起 

飞越深圳 

又猛然折了回来 

而这时，鹤鸽③以火发音 

那冒烟的啼声 

一句句 

穿透异地三月的春寒 

我被烧得双目尽赤，血脉贪张 

你却竖起外衣的领子，回头问我 

冷，还是 

不冷? 

惊蛰之后是春分 

清明时节该不远了 

我居然也听懂了广东的乡音 

当雨水把莽莽大地 

译成青色的语言 

偌!你说，福田村再过去就是水围④ 

故国的泥土，伸手可及 

但我抓回来的仍是一掌冷雾 

                      1979.6.3 

    后记:1979年 3 月中旬我应邀访港，16日上午余光中兄亲自驱车陪我参观落马

洲之边界，当时轻雾氤氲，望远镜中的故国山河隐约可见，而耳边正响起数十年未

闻的鹤鸽啼叫，声声扣人心弦，所谓“近乡情怯”，大概就是我当时的心境吧。 

    【注 1①落马洲:又名“勒马洲”，与深圳仅一河之隔。改革开放前，一度成为

游客眺望内地的旅游点。②杜鹃，又名映山红、山娜蜀，与杜鹃鸟同名。③鹤鸽，

啼声似“行不得也哥哥”。④福田村、水围村都在深圳。 

    作者简介 



    洛夫，1928 年生，原名莫洛夫，湖南衡阳人。1949 年赴台湾。有诗集《灵河》

《石室之死亡》《众荷喧哗》《因为风的缘故》《月光房子》《漂木》等，诗论集《诗

人之镜》((洛夫诗论选集》。 

    课文介绍 

    该课文选自某高中语文选修教材《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第四单元“大地的

歌吟”，本单元精读课文为《河床》(昌耀)；略读课文为《金黄的稻束》(郑敏)、

《地之子》(李广田)、《半裸树》(牛汉)、《边界望乡》(洛夫)。 

    单元说明 

    本单元的诗歌不单是借景抒情，而是力求通过具体的物象、联想和思索，表达

具有思想含量的诗意，诗人通过不同的艺术手法将“诗”与“思”融合在一起。在

教学中，要引导学生感知作品蕴含的哲思，体会诗的意象与诗人的沉思之间的关系，

并感受诗人个性化的语言表达。 

    “诗”与“思”的融合:本单元几首诗注重发挥形象的力量，把炽烈的情绪和抽

象的观念密切结合，使“思想知觉化”，说理时不致枯燥，抒情时不致显露，写景

时不止于静态，把诗歌的“肉”和“骨”恰当地结合起来，使读者透过意象浮想联

翩，进而体悟诗歌深刻的思想、隽永的情味。这些诗蕴藉含蓄，重视内心的发掘。

只要我们围绕每首诗的题目，寻找相关的话语、形象，便能很好地理解诗人所要表

达的思想内涵。 

    通过新奇的意象激发想象:本单元的诗歌都以连绵不断的新颖意象表达蕴藉含

蓄的情感，通过气氛的渲染，构成一幅幅想象的图景。它们力求智性与感性的融合，

注重运用比喻、象征激发联想与想象，让现实与幻想相互渗透，把感情、思想寄托

于活波的想象和新颖的意象中。本单元诗歌的想象丰富而独特，只要悉心体会，就

能感悟到诗人所要传达的意蕴及其独特的语言风格。 

    个性化的语言表达:在语言方面，他们体现出鲜明的个性色彩。洛夫以魔术般的

语言，突破那些习惯性的陈陈相因的语词组合方式，摒除那种缺乏生机的流行的语

言模式，使语词结合置于读者常常意想不到的位置上，从而获得新奇而陌生的美学

效果。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的相关要求 

    阅读古今中外优秀的诗歌、散文作品，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探索作品的丰富

意蕴，领悟作品的艺术魅力。 

    学习鉴赏诗歌、散文的基本方法，初步把握中外诗歌、散文各自的艺术特性，

注重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发现作品意蕴，不断获得新的阅读体验。 

    学生情况 

    高二年级第一学期，班额 50 人。 

    教学条件 

    教室配有多媒体设备，能够演示 PPT，播放音频、视频文件，投影实物。 

    问题: 

    1.根据上述材料，确定本课的教学目标，并具体说明确定的依据(不可照抄材料)。 

    2.选择其中一个具体的教学目标，设计一个教学片段，简要说明每个环节的教

学内容与教学方式。 

    3.设计一个具体的教学活动，引导学生完成下面的【研讨与练习】。 



    【研讨与练习】 

    “我被烧得双目尽赤，血脉贡张/你却竖起外衣的领子，回头问我/冷，还是/

不冷?”可见诗人的“望乡”之情并不为同行者所理解，诗人的这种乡愁体验有没有

普遍性? 

2、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郁达夫《故都的秋》原文 

    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

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

来的理由，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 

    江南，秋当然也是有的；但草木凋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并且

又时常多雨而少风；一个人夹在苏州上海杭州，或厦门香港广州的市民中间，混混

沌沌地过去，只能感到一点点清凉，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饱，

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秋并不是名花，也并不是美酒，那一种半开、半醉的状态，

在领略秋的过程上，是不合适的。 

    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

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拓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

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

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

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

牛花(朝荣)的蓝朵，自然而然地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

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教长着

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 

    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

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

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

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古人所

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 

秋蝉的衰弱碱声，更是北国的特产；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屋子“，所、无论在

什么地方，都听得见它们的啼唱。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这嘶

叫的秋蝉，在北平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 

    还有秋雨哩，北方的秋雨，也似乎比南方下得奇，下得有味，下得更像样。 

    在灰沈沈的天底下，忽而来一阵凉风，便息列索落地下起雨来了。一层雨过，

云渐渐地卷向了西去，天又晴了，太阳又露出脸来了；着着很厚的青布单衣或夹袄

的都市闲人，咬着烟管，在雨后的料桥影里，上桥头树底下去一立，遇见熟人，便

会用了缓慢悠闲的声调，微叹着互答着的说: 

    “唉，天可真凉了-”(这“了”字念得很高，施得很长。) 

    “可不是么?一层秋雨一层凉啦!” 

    北方人念阵字，总老像是层字，平平仄仄起来，这念错的歧韵，倒来得正好。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第一是枣子树；屋角，墙头，茅房边上，

灶房门口，它都会一株株的长大起来。像橄榄又像鸽蛋似的这枣子颗儿，在小椭圆

形的细叶中间，显出淡绿微黄的颜色的时候，正是秋的全盛时期，等枣树叶落，枣



子红完，西北风就要起来了，北方便是尘沙灰土的世界，只有这枣子，柿子，葡萄，

成熟到八九分的七八月之交，是北国的清秋的佳日，是一年之中最好也没有的

Golden Days。 

    有些批评家说，中国的文人学士，尤其是诗人，都带着很浓厚的颓废色彩，所

以中国的诗文里，颂赞秋的文字特别的多。但外国的诗人，又何尝不然?我虽则外国

诗文念得不多，也不想开出账来，做一篇秋的诗歌散文钞，但你若去一翻英德法意

等诗人的集子，或各国的诗文的 Anthology 来，总能够看到许多关于秋的歌颂与悲

啼。各著名的大诗人的长篇田园诗或四季诗里，也总以关于秋的部分。写得最出色

而最有味。足见有感觉的动物，有情趣的人类，对于秋，总是一样的能特别引起深

沉，幽远，严厉，萧索的感触来的。不单是诗人，就是被关闭在牢狱里的囚犯，到

了秋天，我想也一定会感到一种不能自已的深情；秋之于人，何尝有国别，更何尝

有人种阶级的区别呢?不过在中国，文字里有一个“秋士”的成语，读本里又有着很

普遍的欧阳子的《秋声》与苏东坡的《赤壁赋》等，就觉得中国的文人，与秋的关

系特别深了。可是这秋的深味，尤其是中国的秋的深味，非要在北方，才感受得到

底。 

    南国之秋，当然是也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譬如廿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

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可是色彩不浓，回味不永。比起北国的秋来，

正像是黄酒之与白干，稀饭之与摸摸，妒鱼之与大蟹，黄犬之与骆驼。 

    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

三分之一的零头。 

                                                           1934 年 8 月，

在北平 

课文介绍 

《故都的秋》是一篇典型的抒情散文，作者将自然界的“客观色彩”与自己内心的

“主观色彩”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以情驭景，以景显情，情景浑然一体，秋中有情

的眷恋，情中有秋的落寞。作为散文鉴赏的起始课，既要教学生鉴赏课文，又要指

导学生学会鉴赏的方法。 

 

 

    单元介绍 

    这个单元学习写景状物散文。 

    这些散文名篇，凭借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和优美隽永的语言，对大地山川、风

物美景做了生动细致的描绘，表达了作者对自然、人生的丰富感受和深刻思考。这

些作品带着荷的清香、雨的气息、山的雄姿、水的光彩，像一幅幅清新优美的画卷

展现在我们面前，引领我们领略大自然和人生的多彩多姿。 

    阅读这一类写景抒情的散文，要展开想象的翅膀，力求身临其境，感受作者心

灵的搏动，体会作品所描述的美景，由此而进入一种审美境界。对文中精彩的语句，

不妨做一些圈点批注。写下你的心得；对那些美妙的段落，要反复朗读，熟读成诵，

逐步增强对散文的鉴赏能力。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的相关规定 



    发展独立阅读的能力。从整体上把握文本内容，理清思路，概括要点，理解文

本所表达的思想、观点和感情。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对文本能做出自己的分

析判断，努力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进行阐发、评价和质疑。根据语境揣摩语句含义，

运用所学的语文知识，帮助理解结构复杂、含义丰富的语句，体会精彩语句的表现

力。 

    学习鉴赏诗歌、散文的基本方法，把握中外诗歌、散文各自的艺术特性，注意

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发现作品意蕴，不断获得新的阅读体验。 

    学生情况 

    高一年级，班额 50 人。 

    教学条件 

    教室配有多媒体设备，能够演示幻灯片，播放视频、音频文件等。 

    问题: 

    1.根据上述材料，确定本篇课文的教学目标并说明依据。 

    2.依据教学目标设计本篇课文的教学过程，简要说明每个环节的教学内容与教

学方式。 

    3.设计具体的教学活动，引导学生完成课后的【研讨与练习一】。 

【研讨与练习一】 

朗读课文，说说作者选取了哪些景物，写出了故都的秋怎样的特点；另外、从哪些

句段中，你感觉、体察到了作者所谓的“悲凉”?你知何看待这种“悲凉”? 

3、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李清照《词两首》原文 

醉花阴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

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知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

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课文介绍 

    该课文为某版高中语文必修 4第二单元第四课，同单元的选文还有《苏轼词两

首》《柳永词两首)((辛弃疾词两首))。 

    单元说明 

    这个单元学习宋词。宋代是词的鼎盛时期，名家辈出，风格各异。这里选的是

几位大家的名作，兼顾了豪放与婉约两种风格。词的句式错落有致，长短悬殊。小

令显得轻灵飞动，长调则更便于写景、叙事和抒情的交互融合。 

    词具有很强的节奏感和音乐性，欣赏时要反复吟味，体会其声律之美；也要在

理解作品内容的同时，运用联想和想象，领悟其中情与景浑然交融的意境。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的相关规定 

    学习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

化底蕴莫定基拙。学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古代文学的内容价值，从中汲取民族



智慧；用现代观念审视作品，评价其积极意义与历史局限。阅读古今中外优秀的诗

歌、散文作品，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探索作品的丰富意蕴，领悟作品的艺术魅力。

用历史的眼光和现代的观念审视古代诗文的思想内容，并给予恰当的评价。几借助

工具书和有关资料，读懂不太艰深的我国古代诗文，背诵一定数量的古代诗文名篇。

学习古代诗词格律基础知识，了解相关的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丰富传统文化积累。

学习鉴赏诗歌、散文的基本方法，初步把握中外诗歌、散文各自的艺术特性，注意

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发现作品意蕴，不断获得新的阅读体验。 

    课时安排 

    1课时 

    学生情况 

    高一年级第一学期，班颇 45人。 

    教学条件 

    教室配有多媒体设备，能够演示 PPT，播放视频、音频文件，能够投影实物。 

    问题: 

    1.请根据以上材料，设计本课的教学目标，并说明设计依据。 

    2.请设计一段教学过程完成这两首词的比较阅读 

    3.设计一段具体的教学活动引导学生完成下面的【研讨与练习】。 

    【研讨与练习】 

    关于《醉花阴》有这样一个故事:“易安以重阳《醉花阴》词函致明诚。明诚叹

赏，自愧弗逮，务欲胜之，一切谢客，忘食忘寝三日夜，得五十阔，杂易安作以示

友人陆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只三句绝佳。’明诚桔之，答曰:‘莫道不消魂，

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正易安作也。”请结合全词，为这三句写一段赏析性文

字。 

 

8参考解答 

一、单选题 

1、【育萃教育专家解析】C。解析：诗歌教学过程中，反复吟诵诗歌是学生初步感知

诗歌节奏、韵律，体会诗人情感的最佳方式。 A项，题干中教师让学生体会诗歌节

奏，把握诗歌的情感，但仅通过播放同词歌曲的方式，是无法实现该教学目标的，

故 A项说法错误。B项，教师用播放同词歌曲的方式完全代替了学生朗诵，这体现

出教师并未能明确区分出音乐旋律与诗歌节奏的区别，故 B项说法错误。C项，教

师虽然应用音频资源来辅助教学，但诗歌的朗读节奏和歌曲旋律并不一致，以听歌

代替朗诵，反客为主，混淆了学生对于音乐旋律与诗歌节奏的认识；并且未对朗诵

技巧进行引导教学，所以学生未能形象感知诗歌节奏，故 C项说法正确。D项，教

师可以根据《再别康桥》一课的学情，以恰当的方式运用合理的多媒体教学资源进

行教学，D项说法过于片面。 

2、【育萃教育专家解析】D。解析：学生深入品味词语的途径不仅限于教师模拟情景，

A项说法过于片面。实录节选中学生的提问有助于学生通过品味揣摩文章用词的巧

妙，教师引导解决后可加深学生对文本的理解，B,C两项说法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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