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教学设计一
等奖(实用8篇)

每个岗位都有不同的职责分工，每个员工都应当清楚自己的
工作职责。第八，注意工作效率，合理安排时间和资源，提
高工作效能。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些岗位职责的典型范例，
供大家参考和学习。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一

1、了解朦胧诗派的特点，积累相关的文学常识。

2、朗读诗歌，积累重点词句。

3、诵读诗歌，感受其音乐美和意境美。

朗读诗歌，积累重点词句。

诵读诗歌，感受其音乐美和意境美。

一、新课导入

1、导语

上个世纪70年代末，面对刚过去十年的浩劫、遍体鳞伤的祖
国，青年诗人舒婷创作了《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这首诗，
抒发了强烈的爱国情感，真挚而浓厚。下面，就让我们一起
去感受诗人那质朴厚重的情感吧！

2、资料助读

朦胧诗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改新诗“明白
如话”的特点，内容含蓄隽永。它强调诗人的自我意识，往



往借助象征、比喻、暗示、通感等手法，变诗的单一形象为
多层次的意象叠加，给诗歌蒙上一层朦胧的色彩，给人以独
特的审美感受。代表诗人有舒婷、北岛、食指等。

3、作者介绍

舒婷，原名龚佩瑜，当代诗人。主要作品有：诗集《双桅船》
《会唱歌的鸢尾花》等，散文集《心烟》等。她的《祖国啊，
我亲爱的祖国》获1980年全国中青年优秀诗歌作品奖。

4、写作背景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一诗发表于1979年。从十年的浩
劫中过来，有着太多坎坷经历的青年诗人舒婷，面对经历过
深重灾难后获得新生的祖国，很自然地生发出一种忧患意识
与历史责任感——为个人的不幸而哀伤，为祖国的不幸而忧
虑，同时又对个人与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正是在这
种感情的推动下，舒婷写下了这首抒情短诗。

二、课文讲授

1、教师朗读课文，学生体会诗句节拍、重音。

我/是你簇新的理想，

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

我/是你雪被下/古莲的胚芽；

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涡；

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

是/绯红的黎明



正在/喷薄；

——祖国啊！

我/是你的十亿分之一，

是你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和；

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

喂养了

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

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

去取得

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

——祖国啊，

我亲爱的/祖国！

2、学生自由诵读，感受诗歌的韵律美。

三、深入分析

1、理清诗歌内容：

第一节：祖国在漫长的岁月中所经受的困难。

第二节：人民在贫穷的境遇里充满希望，盼望着美好的生活
变成现实。



第三节：在新的历史机遇面前，祖国又焕发了新生。

第四节：“我”的宣言——要报答祖国母亲的养育之恩。

2、小组内交流合作：每一节诗人选择了哪些意象，这些意象
有什么象征含义？

第一节：

“破旧的老水车”：“破旧”表现历史之久，写出了农业生
产方式的原始、落后。“数百年来”转个不停，所以“破
旧”“疲惫”。然而虽“破旧”“疲惫”，却“纺”个不停，
唯其如此，才感人至深。后面是“疲惫的歌”，却用“纺”
而不用“唱”，极言单调、重复的动作，象征祖国发展的沉
重、缓慢。

“熏黑的矿灯”：“熏黑”言其使用时间之久。“我”与祖
国在历史隧洞里长期“蜗行摸索”。但是“蜗行”而不
是“蜗居”，虽然前程黑暗，步履艰难，但依然摸索前行。

“淤滩上的驳船”：“驳船”因没有动力装置，需靠拉拖得
以前进，才不致掉队。又是陷于“淤滩”，“纤绳深深勒进
你的肩膊”，一个受苦受难但又顽强不屈的祖国母亲的形象
跃然纸上。这几句极力表现了祖国对儿女的珍惜，儿女对祖
国的痛惜。

第二节：飞天袖间千百年来未落到地面的花朵，象征人民的
希望未能实现。

第三节：

“神话的蛛网”：比喻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落后思想的束缚。

“雪被下古莲的胚芽”：“莲”圣洁而美好，“古莲”历经



磨难，吐出新绿，这便是千古以来民富国强的美好理想。在
春意萌动、万物复苏时，这伟大的理想冲破了千年封建专制
的冰封雪盖，露出生命的萌芽。

“雪白的起跑线”：为了正前方的理想而开展一场跟时间比
速度的赛跑，祖国就要奋力拼搏了。

“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漫漫长夜到尽头，曙光已在涌动，
“正在喷薄”，照亮了东方的天宇，其势不可阻挡，象征祖
国的明天必将更美好。

第四节：伤痕累累的母亲，象征着“我”与祖国血肉相连、
不可分割的关系。

3、教师指导学生朗读，并分析这样朗读的原因。

第一节：“破旧的老水车”“熏黑的矿灯”“干瘪的稻
穗”“失修的路基”“淤滩上的驳船”等意象，这些意象说
明祖国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应以“沉重、缓慢、低
沉”的语调朗读。

第二节：“贫困”“悲哀”“痛苦的希望”等意象，体现了
境遇的困难和人们的希望。应以“深沉、舒缓”的语调朗读。

第三节：“簇新的理想”“古莲的胚芽”“挂着眼泪的笑
涡”“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绯红的黎明”等意象，显
示出祖国摆脱束缚、蒸蒸日上的状态。应以“欣喜亢奋”的
语调朗读。

第四节：再次强调“我”与祖国唇齿相依、不可分割的关系。
应以“坚定、高亢、激昂”的语调朗读。

四、课后练习：水之湄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二

1、理解诗中的艺术形象，感受诗人热爱祖国、献身祖国的崇
高精神。

2、学习诗歌的欣赏技巧之一：朗读。

【教学重、难点】

诗歌感情的把握和朗读的技巧。

通过合作探究，反复品读，理解诗中的艺术形象，体会诗歌
的深沉感情。

一、研究性预习

公布研究性预习任务，学生自主选择，自愿参加小组研究活
动：

1、诗词组。搜集“爱国主义”为主题的诗词，向同学推荐一
些经典名句，熟读背诵。

2、录音组。选择适合本文的背景音乐，练习有感情的朗读，
做好配乐朗读录音。

3、资料组。搜集舒婷及朦胧诗的相关资料。

设计意图：学生是学习的主人。课前准备交给学生做，可一
举多得，培养综合学习能力。研究性预习重在过程，在这一
活动过程中学生学会自学，学会与老师沟通，与同学合作。

二、资源共享，导入新课

诗词组、资料组选派代表介绍所搜集的资料。今天我们学习



的诗歌就是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板书）。这
是一首直面祖国灾难深重的古老历史及严峻现实，而演唱的
爱国之歌。

设计意图：课堂上展示学生的辛苦收获，让学生多一份成就
感与自信，并为教授新课奠定了情感基调。

三、初读诗歌，初步感知诗意

1、学生放声朗读，揣摩诗歌内在旋律。

2、由录音组推荐一名同学配乐朗读，其他同学评论。教师可
参与学生讨论，只要学生分析有道理，能读出爱国深情，即
给予肯定。具体朗读的语调、速度、技巧再下一环节讨论探
究。

四、引导探究，把握第一小节的朗读技巧

1、请一位学生有感情的朗读第一节。

问：你觉得自己读得怎么样？学生自我评论。

2、引导探究：把握诗歌的朗读技巧，首先要注意诗歌的意象。
在第一小节中找出出现的意象（老水车、矿灯、稻穗……）
及这些意象的修饰语（破旧、熏黑、干瘪……）。

思考：

为什么要选择这些意象及修饰语？有怎样的表达效果？

明确：

诗歌意象的选择与主题、情感有直接的联系。诗歌用了象征
的手法，显示祖国在漫长的历史中所受的苦难，第一小节中
的意象给人贫困、落后的感觉，表达了诗人强烈的爱国之情



和历史责任感。

3、同学们自由朗读，读出作者的情感。

提问：怎样朗读才能读出情感？同学讨论，教师引导。

明确：

感情基调：深沉而悲痛。

语速：舒缓。

重读对象：修饰语、中心语。

还要注意节拍、停顿。

（形成板书）

4、学生齐读第一节，再次体会作者的深情。

设计意图：这一节教师的引导赏析是为学生后文的自主赏析
打下基础，这部分同样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学生的朗读、
讨论为主，在教师的引导下感悟文本。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
朗读，在朗读中加深理解、感悟，提高了学生的朗读能力，
同时教给学生一定的赏析方法，真正实现叶圣陶先生提出
的“凡是教，目的在达到不教”。

五、举一反三，合作探究

1、依据第一节的分析、朗读的方法，学生小组合作，探究二、
三、四节朗读方法。经过充分讨论后，让学生把板书补充完
整。

明确：这首诗先抑后扬，体现出一种由舒缓到急促、有低沉
到高亢的语言节奏。第二节写了痛苦、追求的祖国，感情基



调为痛苦、希望，语调要舒缓；第三节写了新生、希望的祖
国，感情基调为希望、欣喜，语调要高昂；第四节写了养育、
献身的祖国，感情基调为深情、热烈，语调要高亢、激昂。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三

1、理解诗中的艺术形象，感受诗人热爱祖国、献身祖国的崇
高精神。

2、学习诗歌的欣赏技巧之一：朗读。

【教学重、难点】

1、诗歌感情的把握和朗读的技巧。

2、通过合作探究，反复品读，理解诗中的艺术形象，体会诗
歌的深沉感情。

【教学设计】

一、研究性预习

公布研究性预习任务，学生自主选择，自愿参加小组研究活
动：

1、诗词组。搜集爱国主义为主题的诗词，向同学推荐一些经
典名句，熟读背诵。

2、录音组。选择适合本文的背景音乐，练习有感情的朗读，
做好配乐朗读录音。

3、资料组。搜集舒婷及朦胧诗的相关资料。

设计意图：学生是学习的主人。课前准备交给学生做，可一



举多得，培养综合学习能力。研究性预习重在过程，在这一
活动过程中学生学会自学，学会与老师沟通，与同学合作。

二、资源共享，导入新课

诗词组、资料组选派代表介绍所搜集的资料。今天我们学习
的诗歌就是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板书)。这是
一首直面祖国灾难深重的古老历史及严峻现实，而演唱的爱
国之歌。

设计意图：课堂上展示学生的辛苦收获，让学生多一份成就
感与自信，并为教授新课奠定了情感基调。

三、初读诗歌，初步感知诗意

1、学生放声朗读，揣摩诗歌内在旋律。

2、由录音组推荐一名同学配乐朗读，其他同学评论。教师可
参与学生讨论，只要学生分析有道理，能读出爱国深情，即
给予肯定。具体朗读的语调、速度、技巧再下一环节讨论探
究。

四、引导探究，把握第一小节的朗读技巧

1、请一位学生有感情的朗读第一节。

问：你觉得自己读得怎么样?学生自我评论。

2、引导探究：把握诗歌的朗读技巧，首先要注意诗歌的意象。
在第一小节中找出出现的意象(老水车、矿灯、稻穗)及这些
意象的修饰语(破旧、熏黑、干瘪)。

思考：

为什么要选择这些意象及修饰语?有怎样的表达效果?



明确：

诗歌意象的选择与主题、情感有直接的联系。诗歌用了象征
的手法，显示祖国在漫长的'历史中所受的苦难，第一小节中
的意象给人贫困、落后的感觉，表达了诗人强烈的爱国之情
和历史责任感。

3、同学们自由朗读，读出作者的情感。

提问：怎样朗读才能读出情感?同学讨论，教师引导。

明确：

感情基调：深沉而悲痛。

语速：舒缓。

重读对象：修饰语、中心语。

还要注意节拍、停顿。

(形成板书)

4、学生齐读第一节，再次体会作者的深情。

设计意图：这一节教师的引导赏析是为学生后文的自主赏析
打下基础，这部分同样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学生的朗读、
讨论为主，在教师的引导下感悟文本。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
朗读，在朗读中加深理解、感悟，提高了学生的朗读能力，
同时教给学生一定的赏析方法，真正实现叶圣陶先生提出的
凡是教，目的在达到不教。

五、举一反三，合作探究

1、依据第一节的分析、朗读的方法，学生小组合作，探究二、



三、四节朗读方法。经过充分讨论后，让学生把板书补充完
整。

明确：这首诗先抑后扬，体现出一种由舒缓到急促、有低沉
到高亢的语言节奏。第二节写了痛苦、追求的祖国，感情基
调为痛苦、希望，语调要舒缓;第三节写了新生、希望的祖国，
感情基调为希望、欣喜，语调要高昂;第四节写了养育、献身
的祖国，感情基调为深情、热烈，语调要高亢、激昂。

2、学生个别朗读，学生点评。

3、聆听名家朗诵，轻声跟读。

4、配乐朗诵，提升情感。

设计意图：学生在上一环节的基础上，这一环节通过小组合
作探究，基本能理解文本，把握朗读技巧。并且这一环节，
同样重视朗读，采用多样的朗读方式，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
性和合作探究的精神，让学生在读中体会诗歌的意境之美、
情感之真。

六、体验反思

学情反馈：总结这节课你学到了哪些知识?感悟到了什么?分
享你的快乐。

设计意图：这一环节也作为课堂小结。通过反思，深化学生
对教材的理解和认识，提高对事物的分析、思辩能力，同时
也养成及时总结的学习习惯。

七、作业延伸

1、背诵全诗。

2、试以某一意想为核心，写一首小诗，主题健康向上。



3、用课内学到的知识，阅读赏析郭沫若的《炉中煤》。

要求：第一题必做，二、三两题选择一题完成。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从课内走向乡课外，培养学生正确的价
值取向。弹性选择性的作业，有利于不同程度的学生能根据
自己的能力、兴趣、需要，在有限范围之内自由选择，充分
释放自己的潜能，此必然会提高学生作业的兴趣和学习的效
率，真正实现作业在课堂教学中承上启下的作用。

【板书设计】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教学设计一等奖篇四

2、朦胧诗的写作特点（借助一些物象来暗示或间接地表现经
验等曲折委婉地抒情）。

1、以诵读贯穿整个教学过程，在朗读、品读、析读中通过文
中把握诗歌的内涵，可以个别读，男女生对读。

2、联系九年级上册学过的《星星变奏曲》来理解朦胧诗的特
点。

3、引导阅读一些朦胧诗派的诗作，培养兴趣。

一、情境导入

二、交流课前探究的作家、作品常识

三、自主、合作的探究课文

1、朗读，整体感知：

学生生成问题预计：



（1）有感情地朗读这首诗，并尝试用/和·标出节奏和重音。

（3）朦胧诗的特点就是曲折委婉的抒情，这首诗哪些地方体
现这样的特点?请举例说明。

2、就自己最喜欢的诗句进行质疑探究（重在读）。

3、有感情地朗诵（比赛）（男女生各读一节）

四、拓展阅读

其它朦胧诗作，如舒婷《馈赠》、《致橡树》。

五、综合创新、产生新疑

诗人通过老水牛矿灯稻穗等众多具体事物来表现自己强烈的
爱国情感，使诗具有美的意境。请你模仿本诗，创造其它的
事物，构成相应的意境，仿写其中一节。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五

１、理解诗中的艺术形象，感受诗人热爱祖国、献身祖国的
崇高精神。

２、学习诗歌的欣赏技巧之一：朗读。

诗歌感情的把握和朗读的技巧。

通过合作探究，反复品读，理解诗中的艺术形象，体会诗歌
的深沉感情。

一、研究性预习

公布研究性预习任务，学生自主选择，自愿参加小组研究活
动：



１、诗词组。搜集“爱国主义”为主题的诗词，向同学推荐
一些经典名句，熟读背诵。

２、录音组。选择适合本文的背景音乐，练习有感情的朗读，
做好配乐朗读录音。

３、资料组。搜集舒婷及朦胧诗的相关资料。

设计意图：学生是学习的主人。课前准备交给学生做，可一
举多得，培养综合学习能力。研究性预习重在过程，在这一
活动过程中学生学会自学，学会与老师沟通，与同学合作。

二、资源共享，导入新课

诗词组、资料组选派代表介绍所搜集的资料。今天我们学习
的诗歌就是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板书）。这
是一首直面祖国灾难深重的古老历史及严峻现实，而演唱的
爱国之歌。

设计意图：课堂上展示学生的辛苦收获，让学生多一份成就
感与自信，并为教授新课奠定了情感基调。

三、初读诗歌，初步感知诗意

１、学生放声朗读，揣摩诗歌内在旋律。

２、由录音组推荐一名同学配乐朗读，其他同学评论。教师
可参与学生讨论，只要学生分析有道理，能读出爱国深情，
即给予肯定。具体朗读的语调、速度、技巧再下一环节讨论
探究。

四、引导探究，把握第一小节的朗读技巧

１、请一位学生有感情的朗读第一节。



问：你觉得自己读得怎么样？学生自我评论。

２、引导探究：把握诗歌的朗读技巧，首先要注意诗歌的意
象。在第一小节中找出出现的意象（老水车、矿灯、稻
穗……）及这些意象的修饰语（破旧、熏黑、干瘪……）。

思考：

为什么要选择这些意象及修饰语？有怎样的表达效果？

明确：

诗歌意象的选择与主题、情感有直接的联系。诗歌用了象征
的手法，显示祖国在漫长的历史中所受的苦难，第一小节中
的意象给人贫困、落后的感觉，表达了诗人强烈的爱国之情
和历史责任感。

３、同学们自由朗读，读出作者的情感。

提问：怎样朗读才能读出情感？同学讨论，教师引导。

明确：

感情基调：深沉而悲痛。

语速：舒缓。

重读对象：修饰语、中心语。

还要注意节拍、停顿。

（形成板书）

４、学生齐读第一节，再次体会作者的深情。



设计意图：这一节教师的引导赏析是为学生后文的自主赏析
打下基础，这部分同样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学生的朗读、
讨论为主，在教师的引导下感悟文本。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
朗读，在朗读中加深理解、感悟，提高了学生的朗读能力，
同时教给学生一定的赏析方法，真正实现叶圣陶先生提出
的“凡是教，目的在达到不教”。

五、举一反三，合作探究

依据第一节的分析、朗读的方法，学生小组合作，探究二、
三、四节朗读方法。经过充分讨论后，让学生把板书补充完
整。

明确：这首诗先抑后扬，体现出一种由舒缓到急促、有低沉
到高亢的语言节奏。第二节写了痛苦、追求的祖国，感情基
调为痛苦、希望，语调要舒缓；第三节写了新生、希望的祖
国，感情基调为希望、欣喜，语调要高昂；第四节写了养育、
献身的祖国，感情基调为深情、热烈，语调要高亢、激昂。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教学设计一等奖篇六

教学目标：

1、知道祖国的全称和首都的名称，能在世界地图上找出中国。

2、知道能代表祖国的标志，增强做中国人的自豪感。

3、尝试当小导游，能大胆的向他人介绍自己的祖国，初步激
发爱国热情。

教学准备：

物质准备：



媒体课件：

世界地图的图片、中国地图。

知识准备：

幼儿知道祖国的含义。

一、创设情景，谈话激发幼儿兴趣

1。请小朋友当导游。

师：暑假里许多小朋友都与自己的爸爸妈妈一起去了许多好
玩的'地方旅游，今天我想请我们小朋友们来做个小导游！

2。引出本次活动重点，了解祖国的知识。

师：做导游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要先接受培训，学习有
关我们祖国的知识，才能让外国朋友更好的了解我们中国。

1、知道导游需要做什么，产生当小导游的兴趣。

2、了解祖国的知识。

用当小导游导入游戏，激发幼儿学习的兴趣。

二、开展小导游“培训”活动，引导幼儿多方位了解祖国。

1。培训项目一：中国的位置。

出示世界地图。提问：我们中国在哪里？中国在地图上像什
么？红星标志的地方是哪里啊？

教师小结：原来我们中国在地图上像一只公鸡，她有个好听
的名字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首都在北京。



2、培训项目二：中国的标志。

播放课件，提问：小朋友们，有没有什么东西让你一看到就
会想到中国的？

教师小结：小朋友们知道的可真多啊。的确，国旗、国歌、
国徽、华表和大熊猫等只有中国才有的东西都会让人想到中
国。

3、培训项目三：中国的人

（师幼共同总结中国人的外貌特征：黑头发、黑眼睛、黄皮
肤。）

出示各名族友人集体照图片，引导幼儿了解虽然各族人民在
衣着、习惯方面有很多的不同，但是他们都是我们中国大家
庭中的一员。

1、能在世界地图上找出中国，了解中国在地图上像一只大公
鸡，知道北京的位置。请个别幼儿练习介绍祖国的位置。

2、幼儿自由讨论讲述，说出一些中国的`代表动物、图案，
如：熊猫、国徽等。了解中国人的特征，黑头发、黑眼睛、
黄皮肤，了解各族友人的图片。

3、请幼儿（结合祖国画报）大胆介绍中国的人。

通过观察世界地图，初步了解我国在地图上的特征。通过讨
论，展开联想，开发幼儿开放性思维。通过观察图片、讨论
等环节，提高幼儿观察能力。

三、情景游戏，学做小导游介绍中国，巩固对祖国的认识。

1、结合自制祖国画报，请“小导游”上台大胆向“游客”介
绍中国。教师在一旁引导补充。



2、欣赏歌曲：龙的传人。

1、幼儿自由结伴，商量分配角色。当一回小导游，大胆的像
班级幼儿介绍我们的祖国。

2、欣赏歌曲，感受当一名中国人的自豪感。

通过当一回小导游，巩固今天所学的知识。通过欣赏歌曲，
提升自己的自豪感。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七

1、感知中国当代诗歌物中见情、情景交融、意味隽永等特点。

2、理解诗中蕴涵和象征的社会内容，体会意象运用的特点。

3、初步学会欣赏诗歌的情感美、含蓄美、意境美。

【教学重点】

1、理解诗中的意象组合，体会诗中包孕的思想感情。

2、把握诗中蕴涵和象征的社会内容。

3、训练朗读能力。

【教学方法】

诵读法。

【媒体设计】

1、放录音。

2、制作多媒体课件，重点在诗的意象理解上作一点适当的画



面把诗意转换为画意。

【教学设计步骤】

一、课前打出课题《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二、导入

电脑显示卞之琳《断章》。同学们畅谈对这首诗的理解。不
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从而导出“朦胧诗”。

三、关于“朦胧诗”及代表人物介绍

四、明确学习目标（电脑显示）

1、鉴赏诗人新颖丰富的意象。

2、理解诗人复杂热烈的情感。

3、训练朗读能力。

五、诵读感知

1、配乐朗诵，电脑显示全诗。

2、学生自由朗读体会感情。

3、配乐齐读。

六、课文分析

1、具体研习，落实重点，突破难点：

第一节：



同学回答，教师明确：

在第一节中，诗人创造了“破旧的老水车”、“熏黑的矿
灯”、“干瘪的稻穗”、“失修的路基”、“淤滩上的驳
船”等五个意象。（电脑显示）

问：这些意象蕴涵和象征了哪些社会内容？

明确：这些意象唤起人们对往事的痛苦回忆，说明祖国长期
以来处于贫穷和落后的状态。

问：展开想象的翅膀，把这一节中的几个意象制成mtv画面
在“大脑荧屏”上放映出来。（学生畅所欲言）

问：作者用这些带有感情色彩的意象，表达了怎样的思想感
情？

明确：深沉而悲痛、悲哀。

问：应该怎么读？

明确：沉重、缓慢、低沉。尤其“祖国啊”三字，是其感情
的凝聚点，因此我们应以有声的诵读传达出这种无声的情感。

第二节：

问：本诗节所表现的感情是单一的吗？

明确：不是。本节既写出了人民的痛苦又写出了人民的希望。

问：哪一句写希望？“是‘飞天’袖件间/千百年未落到地面
的花朵”。

“飞天”指什么？（电脑显示图片）



明确：“飞天”袖间的花朵，美丽诱人，但尚未落到地面。
这希望太渺茫，但毕竟有了希望。所以比喻人民心中渺茫、
难以落实而又从未消失的对幸福未来的希望。

问：联系上下节，说说本节在全诗结构上所起的作用。

明确：本节为全诗情感结构上的转折点，起到了承上启下的
作用。以下的诗句开始出现亮色和激情。

问：怎么读？

明确：诗句简短急促，把忧国忧民的情绪转化为深深的悲怆，
情绪强化深切。

第三节：

问：第三节的感情色彩是否发生了变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明确：第三节的感情色彩由悲哀愁苦一变而欣喜亢奋。与上
一节形成鲜明的对比。

问：联系时代背景，找出诗人感情变化的原因。

明确：本诗写于1979年，古老的中国从迷梦中苏醒，从苦难
中奋起。共产党领导下的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伟大斗争，正
在逐步实现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希望和理想。诗人为此兴奋
不已，感情由低沉叹息转向亢奋热烈。

问：诗人用哪些意象表达了这种感情？

明确：诗人用的意象有“簇新的理想”、“古莲的胚
芽”、“挂着眼泪的笑涡”、“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
线”、“绯红的黎明”。（电脑显示图片）

联系背景，谈对“神话的蛛网”的理解。



问：怎么读？

明确：读出欣喜之情，“祖国啊”三个字要读得高亢、热情
洋溢、激情喷薄。（学生齐读本段）

第四节：

问：第四节中诗人抒发的感情与第三节有何不同？

明确：第四节抒发的感情紧承上节，但程度有所加强，诗人
的感情达到了高潮。

问：本节写了哪些内容？用自己的理解加以概括。

明确：在本节诗中，诗人再次强调了“我”与祖国唇齿相依、
不可分割的关系。

读得坚定有力、不容质疑、给人高亢激昂的感觉。（齐读）

2、说说对诗中表达的思想感情的理解。

七、扩展阅读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中洋溢着深沉而真挚的祖国之爱，
表达的是热爱祖国这个古老的话题。从《诗经》发轫，《楚
辞》登程，在中国历史上涌现出了一大批锦绣满腹、才华横
溢的爱国诗人，在诗中抒发的爱国之情构成了中国诗歌史上
一道亮丽的风景，更是诗魂，例如：

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戴望舒《我用残损的手掌》、郭沫若《炉中煤》、艾青《我
爱这土地》、闻一多《祈祷》《发现》《一句话》、蒋光慈
《哀中国》（电脑显示）

八、结语

著名杂文家、诗人邵燕祥写过这样一段话：“自然界里不能
没有花。没有花的地方是荒原，是沙漠。人间不能没有诗，
诗歌是人生命的花朵。”“让我们作诗的知己吧！让无数珍
贵的生命的花朵，带者灵魂的闪光、思想的色泽、感情的汁
液，融入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精神世界永不成为沙漠和荒
原吧！”通过学习欣赏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让我们向诗的知己迈进一大步吧！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教学设计一等奖篇八

1.了解中国新诗朦胧诗的特点；

2.学习诗歌的欣赏技巧之一：朗读。

1.本课教学的重点在于对诗歌感情的把握和朗读的方法；

2.本课教学的难点在于朦胧诗的写作特点。

课型：讲读课。

课件：powerpoint课件《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课时安排：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一学生配乐诗朗诵：《我爱这土地》（刘李立）。



师：感谢刘李立同学的倾情朗诵。从艾青的诗中，我们深深
感受到作者将个人与祖国深深结合在一起，生死相依的浓浓
爱国情意。

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组画面：祖国的苦难岁月、新中国
的成立、神六上天等共六幅。看了这一幅幅画面，我们不禁
感慨万千，让我们先把感触埋藏在心里。

今天，让我们共同走进著名诗人舒婷的情感世界里，去感悟
她伟大的情怀。

二、文学常识：朦胧诗&作者简介：舒婷

朦胧诗的特点：

（一）、构思上，强调内在思维。

（二）、表现手法上，追求意象化，往往象征、暗示、通感
等并用，将生活扭曲变形，借以表现诗人“心滤”的现实。

简介作者、写作背景

舒婷：我国当代著名的女诗人，初中毕业以后曾去福建插队，
后回城当工人。这首诗发表于1979年7月，据说成诗却早
于1976年4月24日，写于“四五运动”发生后不久。

三、朗诵与品读：

（一）flash示范朗读。

（二）学生自由朗读

（三）学生选择一节汇报朗读，读完后其他同学评价。教师
指导每一节应该读出什么感情。朗读注意事项：



（1）语速：舒缓；音调：低沉；

（2）重读对象：修饰语、中心词。方法：声音高、声音重、
语速慢。

（3）注意节拍、停顿：读每一小节最后一句“祖国啊”前，
要稍微停顿，酝酿感情。诗歌的每一节表达的感情不一样，
每节之间需要转换感情，朗读时也要停顿。

（4）态度要放开，感情要投入。

（四）速读全诗，结合预习的内容，用圈点批注的方法赏析
一两句诗歌，或者提出疑问的地方。然后全班交流：

（例如：为什么说是“痛苦的希望”、每一节分别表达了什
么内容、“飞天”是什么意思、本诗出现哪些意象、本诗抒
发了作者什么样的感情……）

（五）分组讨论：

每一节最后一句“祖国啊”，是对祖国的真情告白，满腹的
心里话欲言又止，请结合每一节诗句的内容，补充作者
的“真情”。

（六）集体朗诵：《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分为男单a、
女单b、男齐、女齐、全班齐。

四、创作尝试训练：

1、展示学生诗作：

以“家乡赞歌”为主题的诗：陈倩倩、

曹美玲、李华容、刘平双、夏梦玲、裴德华、刘阳等。



2、课堂练笔（播放音乐《妈妈的吻》）

回忆父母感动着你的瞬间，用诗的形式表达你的感触。（好
的诗句即时交流。）

五、小结：

感谢我们正在腾飞的祖国给了我们美好的今天，感谢我们含
辛茹苦的父母给了我们健康的体魄。

最后，让我们在一首诗朗诵中结束我们的学习，相信我们在
聆听中会明白一个道理：感谢与报答不用用嘴去说。

春天的后面不是秋

春天的后面不是秋，

何必为年龄发愁？

只要在秋霜里结好你的果子，

又何必在春花面前害羞？

有时候我也着急，

那是因为工作的不顺利，

有时候我也发愁，

那是因为我的祖国还很落后。

我曾踏遍人生的旅途，

最后才知道，



这是人生唯一正确的道路——

人民的事业与世长久，

谁的生命与它结合，

白发就上不了他的头。

我不再有什么别的希望，

只希望人民不再受苦难；

我不再有什么别的要求，

我的要求就在大家的要求里头。

啊，朋友，

春天的后面不是秋，

何必为年龄发愁！

附：板书：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舒婷

内容感情语调

第一小节：贫困、落后的祖国深沉、悲痛舒缓、低沉

第二小节：痛苦、追求的祖国痛苦、希望舒缓

第三小节：新生、希望的祖国希望、欣喜高昂



第四小节：养育、献身的祖国深情、强烈

伴随新的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我与九（2）班学生一起走进
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她的《祖国啊，我亲爱的
祖国》成诗于我国进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第一个春天。同是
一个花开的季节，我再次捧着书本，细细伴读（陪伴学生）。
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好诗，往往是朗诵者的首选。在教学中，
我与学生一起通过诵读感悟法、联想想象法、讨论点拨法去
品味诗的妙处，并带领学生尝试用意象创造简单的诗歌，表
达自己对祖国、对家乡、对父母的崇敬之情、热爱之情、赞
美之情。

与过去的课堂教学，有了一点成熟和自信。“寻不到北”的
感觉好多了！先说说自我感觉的良好之处：

歌的味道，了解诗歌的内容与结构。真正地走进作品，深入
诗人的内心世界。

让学生读诗论诗再写诗，不要求学生写出惊世之作，骇世之
文，只要学生有一定的意象，有集中的思想内容。讲究了一
些诗歌基本的技巧（如押韵），就是理想的效果。当然，在
写作中缺乏指导，那是很危险的——作文中都去写诗了，简
单啊！可只是语言的“横七竖八”的诗是毫无价值的。课堂
上学生的一些诗句真有一点诗味。当然也有仿写的痕迹，我
认为是好的。

1、优美诗歌的熏陶。在课前，让一学生配音乐朗读芍青的
《我爱这土地》，让学生在激情的朗诵中受到诗歌它独特魅
力的感染，同时也是对本课奠定了一定的感情基调。结尾处，
何其芳的《春的后面不是秋》，也是如此。它与开课时相互
辉映，余间缭缭。

2、诗化的课堂语言



课堂中，老师引导的语言言简意赅，哲理性语言、诗味的语
言贯穿始终。给学生及整个课堂以美的享受。

有所得必有所失：

“此事古难全”，课堂中顾及了时间的搭配，故舍弃了一些
地方，如：让学生说说每节中“祖国啊”这一句话的真情告
白。使得学生对全诗内容的理解上大打折扣。在诗歌的朗读
上似乎也较薄弱。

语文课堂中对文本的阅读太重要了！记得李研主任说过：任
何脱离文本的教学都是纸上谈兵。学生的思维不凭借具体的
文本又何谈内化呢？所以说，在以后的教学中，我应该牢牢
把握这个方向不放松。

本文曾是优质课的选择，听说优质课的执教者让全场的师生
以泪洗面，作者将个人与祖国的命运相偎相依，教者却让读
者与作品相偎相依。我佩服不已！在本文的朗读中，也只有
让读者（学生）充分将自己融进作品中，才有可能体会作者
对祖国真挚的情感。

我在教学中，在这一点上还做得很不够。以后的教学中我还
应在此方面多下工夫，练好自己的基本功，才能做学生的领
头雁。“隔山观虎斗”、“岸上指导游泳”的效果总会大打
折扣。

很高兴，通过这节课，我又有了一定的进步。我一定会听取
其它老师的指导意见，更深一层的反思自己。我相信，一年
一次的“三课”活动我会逐渐成长，逐渐成熟，逐渐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