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高中说课稿政治 高中语文说课
稿(大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
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高中说课稿政治篇一

1、教材简析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不仅是书法艺术的瑰宝，
而且其文在思想、语言上也具有独特的价值，二者相得益彰，
共同确立了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作为一篇书序，
文章由叙事而写景，感物抒怀，从一次普通的游宴活动谈到
了作者的生死观，并以此批判了当时士大夫阶层中崇尚虚无
的思想倾向，使全文在立意上显得不同凡响。

2、本课所处的地位和作用《语文课程标准》中对语文学习有
这样的要求“通过阅读和鉴赏，体会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渊远流长，陶冶性情，全面提高语文素养”，此文入选新教
材正体现了这一理念，学生若能很好的理解文章的内容，就
能认识作者深沉的感叹中所蕴含的积极情绪，对树立积极的
人生观很有帮助，同时又能感受我国书法艺术的博大精深，
对提高语文素养大有益处。

3、教学目标第五单元的文言文学习魏晋散文，这一时期的散
文抒情色彩浓郁，尤其是王羲之的文章文风清淡，这篇《兰
亭集序》中的写景句子更是美不胜收，“崇山峻岭，茂林修
竹，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如此简洁雅净的语言是极好的
诵读材料，所以我把背诵本文定为教学目标之一；另外，我
所执教的是一个平行班，学生虽有一定的文言学习基础但仍
很薄弱，且本学期文言文难度较之上学期有很大提升，学生



还需要积累一定的文言知识，根据该课的特点和学生的实际
情况，我制订了如下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了解序文的特点，掌握实词“修、期、致、
临、次”等词的意义；背诵全文。

（2）能力目标：体会文章精练优美、自然清新的语言；借助
注释疏通文意，理清文章的思路结构，提高文言阅读能力；
（3）情感目标：理解作者在文中由喜到悲的感情变化，认识
作者深沉感叹中所蕴含的积极情绪。

4、说教学重点与难点

〈〈语文课程标准〉〉中对高中阶段的文言文教学只要求具
有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而《兰亭集序》是一篇自读课文，
文下有注释，学生可自己借助注释和工具，理解词句含义，
教师只需对个别难句略做点拨即可，据此我将该课的教学重
点定为：（1）了解课文中的词类活用以及归纳“修、期、致、
临、次”等词的义项；（2）背诵全文。

课文二三自然段作者的感情由乐转悲，对人的生死这一问题
的议论富有哲理性，学生由于经历浅，多数未经历过生死，
对其中表达的生死观不能很好理解，所以将理解作者在文章
中由喜到悲的感情变化和认识作者深沉感叹中蕴含的积极情
绪定为教学难点。

二、说教法

教师要本着“因材施教”以及“教学有法，但无定法”的原
则慎重地选择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结合该课的教学目标、
教材特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我准备用两课时，采用诵读法、
点拨法进行教学。

1、诵读法。在疏通文意的基础上反复诵读，从而更深的领悟



文章内容和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2、点拨法。所谓“点”就是点击要害，抓重点；所谓“拨”
就是拨疑难，排障碍。“点拨法”能启发学生脑筋，自己进
行思考与研究，充分发挥教师的引导性和学生的主体性。在
学习本文中，我主要点拨的是难句以及作者感情变化的线索，
从而使学生更好的理解课文内容。《语文课程标准》中指
出“要重视学生的实践活动，让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主动学习、
探究。重视师生的语言交际和心灵沟通。重视学生思维方法
的学习。”据此我确定了以下学法及能力培养：1、圈点、勾
画、批注的方法，借助工具书、课本注释初步疏通文意，力
求做到准确、通顺地翻译课文，以此培养学生自主获取知识
的能力；2、指导学生进行正确的诵读，同时，在教学中，让
学生质疑，可采用小组合作的方式相互提出难句质疑；3、用
归纳法归纳文中的特殊文言现象。从上学期开始，我一直让
学生学会对常见实词、虚词的意义用法进行系统归纳，使所
学知识系统化，既便于记忆，又便于运用。

四、教具准备1、录音机、课文朗诵带；2、有关兰亭和王羲
之书法的图片、资料

五、说教学程序

第一课时

（一）导入人们常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又
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好的导入能营造适宜的课堂氛
围，集中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对学习内容产生浓厚的兴趣。
由于本课作者是位书法家，故以提问的方式导入：“大家是
否喜爱中国的毛笔书法？你们最喜欢谁的书法？”根据学生
的回答，引出作者；然后引导学生欣赏课本前页的插图，欣赏
《兰亭集序》摹本，由此引出课题。

（二）作者简介欣赏完插图后，再出示王羲之的其他书法作



品，让学生直观感受其书法“飘若游云，矫如惊龙”的特点，
同时简介作者和文章体裁特点，扩充学生的相关知识，完成
教学目标（1）中对序文特点的了解。

（三）整体感知，朗读全文通过播放课文朗诵带，让学生注
意字音和语调、语气，初步感受〈〈兰亭集序〉〉的语言特
色。听完录音后，再让学生齐声朗读一遍，教师相机作诵读
指导，这一环节是教法和学法的落实。

（四）小组合作，逐段疏通文意由学生四人小组共同合作，
结合课文下注释和工具书自主疏通文意，教师巡视点拨，比
如第一段中的：

1、“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
修禊事也。”应掌握以下实词：

修：做。禊事：禊，一种祭礼。古时以三月上旬的“巳”日
为修禊日。禊事，古代一种风俗，到水边洗濯、嬉游，并进
行祈福消灾的仪式。

2、“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处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
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

毕：都。咸：都。修：长、高。映带：映衬，围绕。

3、“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
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引以为流觞曲水：引，引导。引(之)，省略宾语“之”，清
流激湍。流觞，把酒杯浮在水面上，循水而下，流于谁前，
谁来取饮。曲水，引水环曲为渠。（展示流觞曲水的图片资
料）。

盛，盛大。觞，古代喝酒的器具，这里解释为饮酒。（名词



作动词）

咏，用诗词来赞颂或叙述，指作诗。以，来。

4、“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是，指示代词，这。
惠风，和风。

5、“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
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品类：指自然界的万物。所以，用来。极，穷尽。娱，乐趣。
信，实在。其余段落不一一赘述，此环节还可让学生找出难
句相互讨论，讨论不决，推举一同学指出疑词难句，教师集
中加以讲解。如此，教师重在点拨省时省力，学生积极参与，
手脑并用。此外，课文中出现的“流觞曲水”这样的字词学
生理解可能有困难，所以展示课前准备的有关兰亭集会的图
片资料，让学生直观感受文中自然美，并通过图文结合的形
式，使原本枯燥的课变得生动有趣，使抽象的背景知识更为
直观和便于理解。在欣赏的过程中，学生轻松的掌握了文言
知识。这既完成了教学目标（1）（2）（3），同时又突破了
重点难点，也是对学法的落实。

（五）小结并布置作业

对小组合作疏通文意的情况进行总结，布置作业：（1）熟读
课文，找出作者感情变化的线索，（2）归纳文中文言知识，
完成课后练习三。第一课时的作业重积累，对基础差的学生
必不可少，又培养学生对知识的归纳整理能力；同时通过反
复的朗读，让学生自己去揣摩文章的妙处，为下节课鉴赏评
价奠定基础。

高中说课稿政治篇二

《马说》是人教版八年级语文(下)第五单元的第二篇课文。



该文是唐代大文学家韩愈于大约贞元十一年至十六年间作的。
其时，作者出登仕途。，很不得意，心情郁郁，所以有“伯
乐不常有”之叹。本文正是以良马喻英雄，谓英雄豪杰只有
遇到伯乐，才可发挥才干，否则很可能遭埋没，极写知遇之
难，寓意委曲深致，文气矫健挺拔，有尺幅千里之势。全文
寄托了作者的愤懑不平和穷困潦倒之感，并对统治者摧残人
才进行了讽刺和控诉。

新教材入选这篇文章，意在让学生学习名家名篇，培养学生
阅读古文的能力，理解中国古代文人用文字来书写怀才不遇
壮志难酬的愤懑不平。

二

根据新课标提出的“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
理解基本内容”，结合本单元的教学和课文自身的特点，本
篇文言文的教学目标设定如下：

1、能正确朗读课文，疏通文意，积累常见的文言实词、虚词，
提高阅读文言文的能力；

2、使学生了解作者韩愈怀才不遇的情感，理解“大凡物不得
其平则鸣”的主题。

3、明确文章托物言志的写作手法，理解“伯乐”和“千里
马”的寓意。

培养学生对人才的认识。

了解托物寓意的写法，领悟作者饱满于字里行间的怀才不遇
的愤懑之情。是本课学习的重点。联系作者的生活经历，认
识封建社会人才被埋没的根本原因，是学习的难点。

新课标指出“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



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思考”。为了调动学生的情感体验，
我加强了课文的朗读环节，以语气作为切入点，采用多种形
式的朗读方法，带动学生体会文章字里行间蕴含的强烈愤懑
不平的感情。

加强积累是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重要环节，所以我在本课的
教学设计中，采用了开放式讨论法、提问法、练习法等等教
学方法巩固学生的文学积累。

新课标提出“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对于初中生来说，
学法的指导和习惯的培养尤为重要，这是他们走向主体性学
习的最根本的途径。在本课教学中贯穿自学探究，引导学生
自学、教会学生学习是我们的目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
学生学习语文的能力。为此我设计的学习活动有:

2、多形式朗读课文，培养语感，激发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

3、利用合作、讨论、探究的方法，走进韩愈的生活经历，理
解有才之人怀才不遇的痛苦，从而更深刻的感受到文中洋溢
的强烈不平和悲愤之情。

相传伯乐是春秋时代人，姓孙名阳。据说，有一匹千里马拉
着沉重的盐车翻越太行山。在羊肠小道上，马蹄用力挣扎，
膝盖跪屈；尾巴下垂着，皮肤也受了伤；浑身冒汗，汗水淋
漓，在山坡上艰难吃力地爬行还是拉不上去。伯乐遇见了，
就下了自己的车，挽住千里马而对它淌眼泪，并脱下自己的
麻布衣服覆盖在千里马身上。千里马于是低下头吐气，抬起
头来长鸣，嘶叫声直达云霄。这是它感激伯乐了解并且体贴
它啊。由《神雕侠侣》中杨过遇小黄马的经历导入。

引导学生进入学习状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课文理解
营造一个情感氛围。

1．听课文录音，正音正字，注意停顿节奏和重音。



2．领读，由教师带领全班学生一句一句的读，体会文中11
个“不”字的语气。

3．学生对照课文注释小声读，体会句中关键字词表达的感情。

4．男女同学各一名代表朗读，针对学生朗读情况，学生自评，
教师适当点拨。

千里马”的寓意。

5．细读第三段，体会“天下无马”、“其真无马耶？其真不
知马也”的语气。

让学生理解有才之人怀才不遇的痛苦，从而更深刻的感受到
文中洋溢的强烈不平和悲愤之情，体会到明君对人才的重要
性。

6、让学生想象自己就是韩愈，齐读全文。

，（马说）教学设计

，

本设计力求让学生更多地直接接触课文材料，体现新课
标“在大量的语文实践中掌握运用语文的规律”的理念。通
过多层次诵读，师生共同研讨部分句段的朗读技巧。领悟作
者饱满于字里行间的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

1、译读积累：分小组合作串译课文，借助工具书和注释，独
立圈点总结出文中的重点词句。教师提示学生研究“策、其、
食”的不同用法。

2、交流探究：每组派出代表，或翻译全文，或交流重点词句，
或提出质疑。



解词练习，教师提出：故、或、虽。以前在何处学习过？

3、背诵积累：

4、知识迁移：1）以“怀才不遇、壮志难酬，有太多的中国
文人有这样的遭遇了。”为开头写一段话，融进这些失意的
文人以及他们表现这种情感的文句诗句。

2）讨论：当今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怎样才能做到多出人
才，人尽其才？

这个环节调动学生的知识储备，加深学生对于中国古代文人
怀才不遇整体印象，认识到这是个时代的悲剧。然后再联系
到今天的生活，拓宽其对人才的认识。更好的达到本文的情
感目标。

附：板书设计

五、拓展探究

1．你还知道哪些怀才不遇的古代文人？写了些什么作品？

2．他们作品大多写些什么内容？

3．如果你怀才不遇，你学哪一位古代文人？

把你的探究结果，写成一篇小短文，下节课交流。

（识别人才的人）伯乐不常有——不以千里称也（痛惜）

（埋没人才的人）食马者不知——安求其能千里也（愤怒）

（有才能的人）其真无马也邪——其真不知马也（嘲讽）

托物言志



高中说课稿政治篇三

1.教材地位作用分析：《蜀道难》是苏教版高中必修教材必
修四 笔落惊风雨 专题 诗从肺腑出 板块的一篇文章。本板
块的其他篇目是《登高》(杜甫)、《琵琶行(并序)》(白居
易)、《锦瑟》(李商隐)。本诗是专题第一篇，在专题教学中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本诗在李白诗歌中既有代表性，
又有特殊性。代表性主要体现为：内容上伤时忧世、关注国
事的忧乐意识和热爱大好河山的诚挚感情，艺术上新奇大胆
夸张想象的浪漫手法，风格上热情奔放宏伟豪迈的基调等。
特殊性体现为：作者采用古乐府形式，却又对乐府古题有所
创新和发展。本诗运用了大量散文化诗句，字数从三言、四
言、五言、七言，直到十一言，参差错落，长短不齐，形成
了极为奔放的语言风格，韵脚也三次变换。

2.说学情分析

对于高中学生而言，一方面，他们已接触过不少李白的诗歌，
对其诗歌也有了一定了解，但实际上仍停留在较为肤浅的层
次；另一方面，他们又担负着艰巨的应考任务。因此，本文
教学既要立足课文解读，也要着眼全局，使学生通过学习本
文，举一反三，加深对李白诗歌、盛唐诗歌的理解，学得一
些诗歌鉴赏的方法。班级学生素质一般，对本文文字有较多
障碍，难度较大，所以仍然要安排足够的教学时间---两课时，
并且布置预习作业。

3.说课程标准：阅读优秀作品，品味语言，感受其思想、艺
术魅力，发展想像力和审美力。能用普通话流畅地朗读，恰
当地表达文本的思想感情和自己的阅读感受。

基于以上几点，本诗意象雄浑，笔意恣肆，诗风豪放。努力
渗透新课程理念，拟以 难 为切入点，以 叹 激趣、导疑，
层层深入，引导学生品读意象 体味诗风 感悟情感，最终达
成对诗歌的综合体验。



我把教学目标设定为

(1) 研习意象，体验讨论，品析蜀道之 难 ，感悟诗人情感。

(2) 学习诗歌描写蜀道难的手法，体会李白雄放诗风。

而把(1)作为教学重点，(2)作为教学的难点

1.朗读---感受音韵之美。朗读是诗歌教学的重要环节。通过
朗读，透过抑扬顿挫的语调节奏，可以感受诗歌的音韵之美。
诗歌的朗读要把握好两个重要环节。一是音步，即诗歌的停
顿及由此形成的节奏。二是轻重音调，即语调。音步和音调
都应该根据诗歌内容划分。因此，朗读的第一步是深刻体会
诗歌内容，准确把握诗歌的思想感情。同时，朗读也是感受
诗歌情感的重要途径。通过反复朗读，可以加深对诗歌情感
的体悟。

2.研读法、点拨法：师生共同探究，寻求文字背后的知识，
品味李白语言的独特魅力；

1.朗读法

2.自主合作探究

1.导入

李白印象：人，豪放率性；诗，浪漫雄奇。

2.激趣

(1)粗读全诗，明确李白对蜀道的印象：难！

(2)面对蜀道之难，李白如何感叹？

引导学生找出诗中表达强烈感叹的词语： 噫吁戏 长叹 嗟



长咨嗟 。

3.激疑

(1)叹什么？

引导学生重读全诗，从诗中找出蜀道 景物 : 鸟道 天梯 石
栈 高标 回川 黄鹤 猿猱 青泥(岭) 悲鸟 子规 连峰 枯松
瀑流 剑阁 。

(2)为何叹？

引导学生在自由精读全诗的基础上，选择一个意象品味揣摩；
交流品读体验。

一叹蜀道之高危：用秦蜀人烟不通的历史、五丁开山的传说，
用绝顶鸟道、回日高标、黄鹤难越、猿猱愁度极写蜀道山岭
之高危。

二叹蜀道之雄奇：以回日高标、冲波回川、近天连峰、倒挂
枯松、飞湍瀑流极写蜀道山川的雄壮奇丽。

三叹蜀道之凶险：以攀援时敛气屏息、抚膺长叹，悲鸟子规
的飞绕夜啼，极写蜀道山道之峻险；以剑阁 蛇 盘 虎 踞、
杀人如麻极写蜀道人事凶险。

(3)如何叹？

a.铺垫：李清照《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
戚戚 ，用叠词将词人内心堆积萦绕的愁绪描写得真切入微。

b.研读：李白用何种方式来表达对蜀道的感叹？

反复咏叹：诗中用顶真、排比手法三次感叹 蜀道之难，难于



上青天 ，一叹其高危不通，二叹其峻险难越，三叹其雄奇凶
险。

大胆想象、联想：用蚕丛鱼凫开国、五丁开山、六龙驾日的
传说极力渲染蜀道之隔、之通，以此表现蜀道山岭之高危。
想象、联想历史久远，空间广阔，气势酣畅。

极度夸张：极写秦蜀之隔，太白之高，青泥(岭)之峻，连峰
之高，飞瀑之喧，剑阁之险。

反复烘托：以黄鹤猿猱愁度来衬托蜀道山岭之高，以飞鸟悲
号、子规夜啼来衬托蜀道空寂悲凄；以行人的敛气屏息、惊
魂不定、失色长嗟来衬托山之陡峭峻险。

c.小结：面对蜀道，唯有李白敢将它与天比高，与蚕丛鱼凫
开国比久；唯有李白敢借五丁开山写通，借六龙回日写隔；
唯有李白敢借扪参历井写惊，借悲鸟夜啼写凄；唯有李白敢
借倒挂枯松写险，借万壑雷声写雄，借 蛇 盘 虎 踞写凶，
这便是李白身上常人无法企及的 仙气 --雄奇壮丽、高危峻
险的意境，雄放洒脱的诗风。

4.悟情

思考：

(1)你从李白的叹息中听出了什么？

引导学生在品味意象的基础上分析诗人情感：赞叹其雄奇伟
丽；惊惧其峻峭险恶；遗憾其高不可越；忧虑其凶险多事。

理由：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题目，可以各抒己见，不求统一，
但要言之成理，尤其要能紧贴文本，找出根据。以本题为例，
诗人本身可能未必有这层意思，但学生结合诗人生平，读出
这样的感受也应予以尊重。通过讨论让学生明白两点：第一，



主旨概括最重要的依据是文本；第二，文学作品的解读可以
多元，同一部作品，不同的读者可能会读出不同的感受和体
会。但是多元解读不能漫无边际，要防止不顾文本过度解读。

5.体验

(1)学生在涵泳的基础上自由吟诵全诗。

(2)教师范读(或播放录音范读)。

蜀 道 难

李 白

开辟之难

难 度越之难 手法：形象联想、铺垫、烘托、夸张

安居之难 安史之乱

理由：诗歌的内容通过结构直观的显示出来，对高中生来说，
板书不必过多、过细，但必须点到恰处，点到亮处。)

高中说课稿政治篇四

《林黛玉进贾府》是高中语文第四册中国古代小说单元的第
一篇讲读课文，通过本课的学习，可以使学生了解中国古代
小说的特点,巩固深化小说鉴赏知识，学习课文中塑造人物时
运用的细腻鲜明的刻画笔法，提高阅读欣赏小说的能力，为
学习本单元接下来的课文打好基础。介绍这一回在《红楼梦》
中的地位。

1.知识与能力



（1）结合课文阅读使学生了解《红楼梦》的主要内容和它的
思想性、艺术性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2）学生分析通过人物的外表、语言、行动和心态表现人物
性格的写法，学习课文用肖像描写反映人物特征的写作技巧。

（3）通过学习让学生掌握课文根据人物的地位、身份和性格
特点决定人物出场的写法。

（4）通过学习使学生提高分析、归纳、评价、写作等综合能
力。

2.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学生在研读小说过程中，培养审美观，领会人物的美感。

（2）引导学生分析古代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写法。

2.欣赏精彩的人物语言

1.提高学生阅读小说并对人物作出初步鉴赏评价的能力

2、体会作品如何根据人物外貌描写来体现性格特点

现在高二理科班学生课外阅读量小面窄，但借助影视媒介对
《红楼梦》有一定了解，本着巩固基础、迁移知识、加强能
力的原则，强调突出重点、分散突破难点，补充延伸教材内
容，采用设疑激趣、启发调动的方式，拓展学生的知识面，
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开发学生的潜能，从而顺利完成教
学人物。

教学流程

学生学习活动



（1） 简介《红楼梦》作者、写作背景和主要内容，点出其
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2） 着重讲叙前五回的内容梗概和前五回在全书中的作用。

（3） 介绍《贾府人物简表》

（4） 梳理课文情节。

一、（1）课文是如何介绍众多人物出场的。

（2）分析作者对人物出场的写法不同的依据。

二、（1）介绍《荣国府院落方位示意图》

（2）小说中关于贾府的环境描写的归类，重点是外观、布局、
陈设、器物等。

（3）课堂讨论：小说中环境描写的特点和作用。

人物的性格及写法分析，肖像描写的学习

一、导语设计：

用《枉凝眉》中：“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
导入课文，让我们走进黛玉，走进宝玉，走进王熙凤。

二、人物性格和写法分析

1、分析王熙凤形象

（1）出场描写，“未写其形，先使闻声”

（2）铺陈服饰：暗示贪婪俗气



（3）描写外貌：美丽外表下隐藏刁钻、 本性。

（4）言行表现：

a贾母戏谑之言：性格泼辣。

b见黛玉，恭维——拭泪——喜：察言观色、机变逢迎。

c回王夫人：果断能干，受宠专权

自由讨论：我如何看王熙凤？

2、分析贾宝玉形象：

（1）《西江月》的两首词，用似贬实褒、寓褒于贬、正文反
作的手法揭示宝玉的思想性格。

（2）出场前，用世俗观点从侧面加以勾勒。

（3）宝玉的出场和凤姐的出场有异曲同工之妙。

找出王熙凤出场描写，小组讨论，点评人物形象，学习写法。

观看课件

自由讨论

分析两首词，从中分析人物形象，并思考文中使用这两首词
的用意

找出有关贾宝玉描写，小组互相讨论，点评人物性格

（4）分析林黛玉眼中的贾宝玉

（5）形象特点：封建叛逆者，蔑视世俗，卓然独立，善良多



情。

自由讨论：我眼中的贾宝玉？

3、 分析林黛玉形象：

a.思考：黛玉进贾府，为什么要“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
肯轻易多说一句话

小结：对黛玉语言和动作的描写，处处表现她“步步留心，
时时在意”，谨小慎微的态度，表现她“寄人篱下”的心境。
黛玉“上无亲母教养，下无姊妹兄弟扶持”，只好依傍外祖
母。她有很强的自尊心，也有很强的自卑感。因此，“步步
留心，时时在意”。

b找出描写林黛玉外貌的句子。

重点分析贾宝玉眼中的林黛玉：

五个对偶句抓住林黛玉弱不禁风、多愁善感的性格特点，细
致地表现了黛玉无与伦比的姿容、神韵和风采，绘出了一幅
精美的风流俊逸的病美人图。这一形象只有宝玉的眼睛能看
出来，其他任何人都是无法发现的。

自由讨论：我如何看林黛玉？

形象特点：貌美多情、体弱多病、聪明懂礼、 小心谨慎

二、小结：

1、通过课文人物刻划的分析，了解中国古代小说的一般特点。

2、通过课文人物刻划的横向比较，了解课文用肖像描写透露、
显示人物特征的特点。



3、归纳“肖像描写”剖析法：

（1） 透过肖像看人物的性格、气质

（2） 通过肖像看人物的社会地位

（3） 抓住观察人物的视角析观察者

（4） 结合其他各种描写整体分析

（5） 肖像描写的适时适量

三、 布置课后作业：

学习写法，观看课件

自由讨论，结合对贾宝玉人物的了解

引导学生找出黛玉进贾府后语言动作的描写，小组讨论

设身处地思考：如果我是林黛玉到贾府会怎样？

自由发言

点评人物形象，学习写法，观看课件

自由讨论

总结课文内容

归纳文章写法

高中说课稿政治篇五

（一）教材所处的地位



本文是人教版普通高中新教材高中语文第三册第八课《词七
首》的一篇文章。本单元的教学重点是在整体把握诗词的思
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基础上品味诗词的语言，赏析诗词的表
现手法。按新教学大纲的要求，高中语文阅读的主要目的是
培养学生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培养学生健康高尚的审美情
趣，提高他们的文学品位，并进而培养和提高他们的写作能
力。

（二）教材分析

在群星璀璨的北宋词坛上，才情卓著、但一生仕途坎坷不济
的柳永是耀眼的明星之一。在不胜枚举的柳词中，《雨霖铃》
便是其中为世人传诵的一首。这首词写的是他离开都城汴京
（现在河南开封）时与一位红颜知己缠绵悱恻的别离情景。
这首词是宋代婉约派的代表作。全词以“离情”为线索，用
白描、铺叙、点染的手法，细致地描写了情人话别时留恋难
舍的情景，反映了作者仕途失意的郁闷心情，景中见情，以
情带景。其中的“杨柳岸晓风残月”被誉为千古名句。《雨
霖铃》是课内自读课文，但也可以做教读课文，而《永遇乐
京口北固亭怀古》、《扬州慢》作为课内自读课文来处理，
主要比较豪放派和婉约派的不同风格。

这首写离情的词，可谓淋漓尽致，备足无余。全词围绕“伤
离别”而构思，层次特别清楚，语言简洁明了。先写离别之
前，重在勾勒环境；次写离别时候，重在描写情态；再写别
后想象，重在刻画心理。三个层次，层层深入，从不同层面
上写尽离情别绪，可叹为观止。

（三）鉴于以上两点，设计教学目标和教学重难点如下：

1、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领会唐诗、宋词的艺术特点；初步掌握鉴
赏古代诗词的方法；以读带析，在朗读中体味《雨霖铃》的



思想感情和凄清意境；深刻体会《雨霖铃》的融情入景，虚
实相济的艺术特色。

（2）过程与方法：通过词中意象，具体领会唐代几位诗人和
宋代几位著名词人的艺术风格；通过理解文句，分析意境，
以提高学生理解和鉴赏词的能力。

（3）情感态度：体会作者的感情，领悟作者当时的理想；借
助多媒体和教师对作品的体验，带领学生以真挚的感情品读
作品，培养诗歌兴趣和文学素养。

2、重点：学习名句鉴赏的方法：易词造意法；

3、难点：理解景中见情、缘情设景的艺术特色（因为这是从
鉴赏评价的层次来要求）。

（一）学情分析

1、大部分学生喜欢阅读诗词作品，因为诗词语言的优美，情
感的丰富很能吸引人，不喜欢的较少。但无论哪种对大部分
学生来说，具体说说它美在何处，为什么这样写，都是一些
难题，更不能很好地把握。

2、学生在初中和高一已学过诗词，对诗词的一般性鉴赏方法
已初步掌握。

3、柳永是个著名的词作家，早已为同学们熟知。他的作品很
多，但平时学生接触的不多，不知其风格如何，故而有很强
的好奇心理。

4、中学教材中涉及的术语虽然不多，但学生普遍感到混乱。
澄清这些相近的概念是学生准确运用这些概念的基础。

（二）学法指导：



把握整体察背景品味词语反复吟

联想想象悟主旨再现意境体诗情

易词造意赏名句求同辨异见风格

熟读背诵常积累改写运用争创新

学生主要运用：快速阅读法、圈点批注法、发现法、比较法、
品析法以及讨论法。例如：

1、诵读法：朗读要注意语言的节奏，体会作者的情感；

2、揣摩语句法：主要是从句子所蕴藏的含义和情感入手；

3、比较阅读法：将要学的内容与已知内容进行比较，求同存
异，加深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