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未眠教学设计案例分析(通用8篇)
通过提纲，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文章的逻辑关系和内外部联
系。制定提纲的过程也是一个思考和探索的过程，我们可以
逐步完善和修改提纲，直到找到最合适的组织结构。议论文
提纲：观点与论证。I. 阐述观点和立场的出发点和目的。II. 提
供支撑观点的论证和证据。III. 探讨其他观点的优缺点和反
驳。IV. 总结并强调自己观点的合理性和重要性。

花未眠教学设计案例分析篇一

川端康成

[教学目标]

1、感知课文内容，培育分析概括能力；

2、把握课文的主旨；

3、揣摩一些富有深意的语句，提高品味语言的能力；

4、仔细阅读、理解课文主要段落，并从内容出发，培养想象
和联想能力。

[教学重点]

1、理解文章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2、理解文章的启发性，提高审美能力。

[教学难点]

1、深入领会作者的观点



2、让学生建立感受生活美的意识。

[教学设想]

1、课文强调自然美，强调艺术要尽可能反映自然美，这与作
者一贯的艺术创作理念相一致。在学习本文之前，可以先给
学生提供一些川端康成的材料，以帮助学生更好地解读文章
内容，并作出自己的理解。

2、文中涉及一些有名的画家，让学生预先查找一些相关资料，
在课堂上与学生交流。

3、解读课文从段落入手，在梳理文章脉络的基础上，把握作
者所要表达的主要观点。

4、对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关系，让学生结合课文以及自己的理
解，阐明自己的观点，并于同学交流。

[教学时数]1课时

[教学内容及步骤]

一、导入

“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这是北宋著名词人苏
轼夜半醒来，面对寂然盛开的海棠，留下的千古佳句。无独
有偶，千年以后，一位日本作家发现了凌晨四点海棠的美，
心灵有所启迪，写下了随笔散文《花未眠》，这位作家就
是1968年诺贝尔文学家获得者川端康成。

二、检查预习

1、字词

壁龛（kan）绽放(zhan)邂逅(xiehou)陶冶(ye)



凝(ning)神迥(jiong)然红釉(you)拜谒(ye)

2、辨音

禁：（jin）情不自禁应：(ying)应答模：(mu)模样

(jin)禁止(ying)应该(mo)模型

3、解释

不可思议众所周知邂逅迥然

三、作者简介

川端康成是日本著名作家，一生致力于对日本美的探索、守
护和塑造，写下了大量艳丽伤愁的小说和美文，他凭借《古
都》、《雪国》、《千只鹤》在1968年10月获得了诺贝尔文
学奖，为日本文学赢得了世界的声誉。而川端文学的精髓正
是表现在《雪国》等代表作中。从文章的角度看也一样，
《雪国》是这样一种作品，它挖掘到了川端这个作家可以将
自己优秀的资质作为不朽的作品留给后世的矿脉。

四、初读课文，理清文章的脉络。

引子：“发现花未眠，我大吃一惊。”因为这虽然是众所周
知的事实，但我是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而且这在夜中绽放的
额诶眠之花显得格外美。

慨叹：“自然的美是无限的，人感受到的美是有限的。”

美的获得：“美是邂逅所得，美是亲近所得。”任何意见细
小的东西都可能引发人的美感。

慨叹：‘我们仔细观赏画中化，却不怎么留心欣赏真的



化。“

3、从自己观察到的晚霞联想到长次郎的名茶碗和坂本二郎的
画，说明与自然相契合的作品是可以提高人队自然美的感受
能力的，自然之美与艺术之美是可以彼此融合的，可以相得
益彰。

自身经验：“自然是美的。不过，有时候，这种美只是有些
人看到罢了。”

结语：照应开头，突出美是无限的是邂逅所的，是亲近所的。

五、、研读课文

（一）朗读课文，在文中找到作者由花未眠而得到思考的句
子。

讨论明确：

1、自然的美是无限的，人感受到的美却是有限的。

2、美是邂逅所得，是亲近所得。这需要反复陶冶。

3、艺术美与自然美是相通的。

（前两点学生不难从文中找出，第三点学生往往会在作者所
列举的例子中徘徊，可以提示他们从作者列举的例子中找共
通点，作者举这些例子的目的是什么，从而概括出答案。）

（二）这三个观点是不是孤立的？如果不是，那有何联系？

明确：不是。

这三个观点其实告诉我们要发现存在的美，感受发现的美，
创造有所发现的美。这也是课文的主旨所在。



（三）把握课文主旨以后，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几个句子的含
义。

1、它盛放，含有一种哀伤的美。

明确：

（1）它的哀伤来自无人欣赏，凌晨四点的海棠美丽芬芳，却
少人喝采。

（2）海棠本是无情物，作者移情寄哀伤。作者深悟到，人类
感受美的能力是极有限的，而自然美是无限的。“哀伤”是
作者彻悟后的心绪流露。按理说，大自然总是有美可寻的，
只要人活着，就该毫无阻碍地享受它，可遗憾的是生命发现
美的机会并不常在。

2、如果说一朵花很美，那么我有时就会不由自主地自语道：
要活下去！

明确：

（1）一个微小的生命都要努力展现自己的美，作为人更要勇
敢活下去。

（2）人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在有意或无意间
错过的'过程。我们可能错过了美的景色，美的音乐，错过了
山上那从没有看过一眼的野花和小草，错过了从我们身边流
淌过的清澈的小溪，但只要坚韧地活着，只有活下去，才能
不断发现美。

（3）我们要用毕生的不懈追求使感受美的能力的有限接近自
然美的无限。

（三）坂本二郎的画，长次郎的茶碗和真正黄昏的天空，三



者在我心中相互呼应，显得更美了。

明确：文学艺术家应该发扬写实精神，认真观察自然，准确
表现自然，使欣赏者从艺术美中领略到真正的自然之美，这
才是文学艺术的极致。所以我们应该睁大明亮的眼睛，不断
地发现美，亲近美，感受美，也只有这样才会创造出具有艺
术感染力的作品。美存在于自然中，美也存在于艺术作品之
中。

（这三个讨论题答案是丰富多彩的，只要学生言之成理就行，
鼓励学生有自己的看法。）

（四）第四段引述雷诺阿・米开朗基罗的例子，其意图是什
么？

明确：以这两个优秀的艺术家为代表，说明人对美的感受能
力是有限的。

（五）自然美、艺术美可以彼此融合，相得益彰，研究6-11
段

艺术作品反映了现实生活，我们便可以从艺术作品中领略到
现实生活艺术美与自然美的完美结合能够给人更多的美感，
而真正反映自然美的艺术作品更能引起欣赏者美的共鸣。
（六）文章第一句话大家留意了吗？一起来读一读。

齐读：“我常常不可思议地思考一些微不足道的问题。”

文中这“微不足道的问题”指什么？这个“问题”在文中起
了什么作用？

明确：“微不足道的问题”指海棠花未眠这件事。在文中是
作者情感的一个触发点，作者由此思考了关于生活，关于审
美的许多哲理。这种手法就是以小见大的手法。



六、小结。

今天这堂课我们从川端康成的作品中学到了许多哲理。美是
无处不在的，用作者的话说就是要“发现存在的美，感受已
经发现的美，创造有所感受的美。”

人有人言，花有花语，二者交流，也是一种缘分，它来自于
心灵上的豁达与冲淡。川端康成对此深有感触，看到海棠花
未眠，于是写下了一篇素雅恬静、韵味深长的小品文――
《花未眠》。他向我们轻声诉说出一种哀伤之美，并一路领
着我们寻找这哀伤的源头，终于发现到人类感慨的是生命发
现美的机会并不常在，两相邂逅，电光石光之间，才产生一
番动人的情怀。而在这片情的背后，也隐隐透出了沉沦在日
常生活中的人的苦涩。

同学们，你们在生活中曾邂逅了哪些美呢？大家可以畅所欲
言。

（这一个环节主要学生可能一下子想不起来，教师可以就校
园里某些存在的美先谈一谈，学生就会有所启发的）

罗丹说得好啊，“生活中并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
眼睛。”从今天起，让我们尽情拥抱生活，用心感受生活吧！

七、作业

完成《考之韵》有关练习

《花未眠》教学设计3由本站会员分享，,转载请注明出处!

《花未眠》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花未眠教学设计案例分析篇二

教学目标 ：  

一、 理解本文主旨：关于美与审美以及作者崇尚自然美的
表述。  

二、 体味作者以自身感受起笔，以小见大，深入浅出的写
法。  

三、 让学生建立感受生活美的意识。 

教学重点：  

一、 引导学生理解本文的主旨  

二、 善于通过语言，把握文章主旨  

教学课时  

一课时 



教学过程 ： 

一、 导入   

二、 作者介绍  

三、 研读课文 

1、朗读课文，在文中找到作者由花未眠而得到思考的句
子。 

讨论明确：

a、 自然的美是无限的，人感受到的美却是有限的。 

b、美是邂逅所得，是亲近所得。这需要反复陶冶。 

c、艺术美与自然美是相通的。 

2、这三个观点是不是孤立的？如果不是，那有何联系？ 

这也是课文的主旨所在。 

3、把握课文主旨以后，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几个句子的含
义。 

a、 它盛放，含有一种哀伤的美。 

明确：

a它的哀伤来自无人欣赏，凌晨四点的海棠美丽芬芳，却少人
喝采。 

b、 如果说一朵花很美，那么我有时就会不由自主地自语道：



要活下去！ 

明确：

a 一个微小的生命都要努力展现自己的美，作为人更要勇敢
活下去。 

c我们要用毕生的不懈追求使感受美的能力的有限接近自然美
的无限。 

4、文章第一句话大家留意了吗？一起来读一读。 

齐读：“我常常不可思议地思考一些微不足道的问题。” 

文中这“微不足道的问题”指什么？这个“问题”在文中起
了什么作用？ 

同学们，你们在生活中曾邂逅了哪些美呢？大家可以畅所欲
言。 

罗丹说得好啊，“生活中并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
眼睛。”从今天起，让我们尽情拥抱生活，用心感受生活吧！

花未眠教学设计案例分析篇三

因为一个会议，竟然没有备课就匆忙上阵，但课堂气氛竟出
奇的好。有时，我想，我们与学生一同起步，在同一起点学
习课文，从学生的角度上课，或许会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们平时的上课都是在反复研究课文的基础上，这样，或许
上课是上给自己听的！

由于没有备课，我就夸夸其谈，算是导语了：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总是‘想不开”――――



“歌星张国荣、报告文学家徐迟、诗人昌耀跳楼，王国维、
戈麦跳湖、海子卧轨自杀”，川端康成煤气自杀。

他们绝对不是因为贫穷而自杀，凭他们的文学天才，像这位
诺贝尔文学奖亚洲第2位得主川端康成，（学生嘀咕，第一位
是谁？泰戈尔---印度诗人----访华时徐志摩陪伴）完全可以
过上比普通人略优裕的生活。

你说他们“想不开”么，其实他们比我们都“想得开”。

我们喝酒，最多是说好酒好喝一醉方休，但诗人就酒醉可
歌“把酒问青天”，我们爬山，最多是说山好高怎么这么高，
但诗人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我们登上亭台楼阁，不
过是喝杯茶聊聊天，但诗人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可见文人们比我们想的
多，“想得开”。

一朵花谢了，林黛玉《葬花吟》“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
侬知是谁”，一朵花开了，川端康成却无事找事写下《花未
眠》。

学生回答：

1、自然的美是无限的，人感受的美却是有限的。

我问：怎么理解？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自然的美是无限
的”

自然美

社会美

艺术美

随机，我简单介绍了美学上关于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的几点



内容。

2、要活下去

“如果说……要活下去”，这个逻辑成立么？（学生比较容
易回答）

这句话背后有什么隐蒇义？（学生难回答这个问题）

于是，我问：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那么“今天”的
诗人幸福么？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的背后隐蒇着今天“不幸福，
痛苦”的味道。

于是，学生立即说：“要活下去“的背后隐蒇着作者“不活
下去”的意思。

我说，对，“要活下去“的背后隐蒇着作者浓厚的“死亡”
意识。

“如果说，一朵花很美，那么我有时就会不由地自语道：要
活下去！”

孤儿的遭遇使川端康成的童年忧郁悲凉，以致孤独忧郁伴他
一生，且常有轻生意识。但他忽然发现盛开的海棠花竭力展
示着自己生命的美，颓丧的灵魂受到深深的.感染；花尚如此，
人何以弃；所以他情不自禁地喊出“要活下去！”

(我个人觉得：

a、“死亡意识”

“只要有点进步，那就是进一步接近死亡”



“事物毫不容易如愿表现出来的时候，也就是死亡”

“----的确是日本黄昏的天空，他渗透到我的心中”

海子的诗歌中也有大量的黄昏意象。折射出生命的黄昏，生
命的尽头！！

b、“我思故我在”。

课文第一句“我常常不可思议地思考一些微不足道的问题”

课文最后一句”我之所以-------我独自住在-----凌晨四时
就醒来------”

可以说孤独感时刻笼罩在作者的内心，康的孤寂使他对生命
有更深的体悟。)

3、想到画家雷阿诺的话：“只要有点进步，那就是进一步接
近死亡”。

我说，这么说不是明摆着要我们退步么？这是什么怪论？能
理解？

-------（学生回答，当然，学生是乱说的，哈）

我指着回答问题的学生说：

你读小学的时候，想过死么？（没有）

读初中的时候，想过死么？（没有，只是觉得读书有点没意
思，有点累）

读高中了，你想过死么？（有，很烦，有时候真想死---）

-------可千万别想不开，今年你可以从一楼跳下去，但读高



二似的时候千万别从3楼跳下去。

那么，能不能这么说，知识越多，人越成熟了，人”进步了，
思考的问题也就越来越复杂深刻了呢？学生找到感觉了，学
生应该说明白了为什么诗人学者在达到某个领域的高峰选择
了自杀。

我概括：作者凝视海棠花想到了-----这么多

作者凝视“插花”又想到了哪些？

这部分内容，我做了简单处理。我个人认为文章前5段是重点，
可以看出川端康成的思想。也就够了。

一节课就这样过去了，我觉得也没讲什么，但比平时那些有
准备的课有效。

花未眠教学设计案例分析篇四

教学目标 ： 

一、 理解本文主旨：关于美与审美以及作者崇尚自然美的
表述。 

二、 体味作者以自身感受起笔，以小见大，深入浅出的写
法。 

三、 让学生建立感受生活美的意识。

教学重点： 

一、 引导学生理解本文的主旨 

二、 善于通过语言，把握文章主旨 



教学课时 

一课时

教学过程 ：

一、 导入  

二、 作者介绍 

三、 研读课文

1、朗读课文，在文中找到作者由花未眠而得到思考的句子。

讨论明确：a、自然的美是无限的，人感受到的美却是有限的。

b、美是邂逅所得，是亲近所得。这需要反复陶冶。

c、艺术美与自然美是相通的。

2、这三个观点是不是孤立的？如果不是，那有何联系？

明确：不是。

这三个观点其实告诉我们要发现存在的美，感受发现的美，
创造有所发现的美。

这也是课文的主旨所在。

3、把握课文主旨以后，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几个句子的含义。

a、 它盛放，含有一种哀伤的美。

明确：a它的哀伤来自无人欣赏，凌晨四点的海棠美丽芬芳，



却少人喝采。

b、 如果说一朵花很美，那么我有时就会不由自主地自语道：
要活下去！

明确：a 一个微小的生命都要努力展现自己的美，作为人更要
勇敢活下去。

c我们要用毕生的不懈追求使感受美的能力的有限接近自然美
的无限。

4、文章第一句话大家留意了吗？一起来读一读。

齐读：“我常常不可思议地思考一些微不足道的问题。”

文中这“微不足道的问题”指什么？这个“问题”在文中起
了什么作用？

同学们，你们在生活中曾邂逅了哪些美呢？大家可以畅所欲
言。

花未眠教学设计案例分析篇五

1、理解文章表达的有关审美的主旨

2、理解隽永含蓄的语句。

理解文中重要语句的含义

一教时

一、导入  新课

一座平常普通的小屋，在李乐薇那里，竟然成为她生活中的



第一件艺术作品。可见，生活中，美无处不在；生活中并不
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川端康
成的《花未眠》，去领悟他所创作的美的世界。

二、作者及相关背景介绍（见幻灯）

三、朗读课文

四、简要分析

（一）主旨

明确：《花未眠》表现的是美学问题，主要是关于人们感受
美--自然美的能力。

2、提问：人们感受自然美的能力怎样？请用书中的话来说。

明确：原话说“人感受到美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说人感受
到的美是有限的，自然的美是无限的”。

3、提问：那么，怎样提高感受美的能力呢？仍然用原文回答。

明确：“光凭头脑想象是困难的。美是邂逅所得，是亲近所
得。这是需要反复陶冶的。”

4、提问： “邂逅所得”是什么意思？用一个成语来说就是-
-

明确：不期而遇。

明确：邂逅取决于灵感，灵感取决于准备。正如巴比德说过：
机遇往往降临到头脑有所准备的人身上。所以作者又补充了
一句，即“这是需要反复陶冶的”。对自然的美的“亲近”与
“反复陶冶”，主要在于留心观察，仔细观察；不能熟视无
睹，无动于衷。



6、提问：文中第四段和第七到九段有许多著名艺术家的事例，
分别有什么作用？

明确：前者主要说明人感受美非常艰难。诸如罗丹的《女人
的手》、玛伊约尔的《勒达像》、宗达的狗、长次郎的茶碗
与繁二郎的画，都强调提高感受美的能力主要在于认真观察
自然。

（二）语句

请说说以下四句该怎么样去理解：

1、它的盛开，含有一种哀伤的美。

2、只要有点进步，那就是进一步接近死亡。

3、一朵花也是好的。

4、繁二郎的画、长次郎的茶碗和真正黄昏的天空，三者在我
心中相互呼应，显得更美了。

学生讨论后明确：

第一句：1、海棠本与哀伤无关，作者说它含有一种哀伤的美，
与他孤独、忧郁、颓丧的心理不无关系。（穿插作者的简
介）。2、盛开预示着衰败凋谢的来临。3、作者以为海棠夜
里开花无人欣赏，今天发现她非常美丽，顿生怜悯之情，进
而觉得海棠含有一种哀伤的美。

第二句：说明人感受美非常艰难。发展感受自然美的能力是
无止境的，也许到死都无法完全把自己感受自然美的能力提
高到所谓最高。因为，川端康成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他这样
说是把美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他认为，感受美固然很
难，但人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感受美的能力，“感受美



的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是比较容易的”。

第三句：即使是一朵花，也可以成为“美的启迪”，成
为“美的开光”，能够引发人发现自然美，能够发展人感受
自然美的能力，那么这朵花也是“好”的。（抓住“所以”，
找原因）

第四句：强调只有仔细观察自然美，把自然美和艺术美完美
结合起来，才能感染观众，引起观众的共鸣。

五、齐读课文

六、布置作业 

学习本文你有和感悟，你如何评价本文？动笔写一篇文章。

花未眠教学设计案例分析篇六

一、理解本文主旨：关于美与审美以及作者崇尚自然美的表
述。

二、体味作者以自身感受起笔，以小见大，深入浅出的写法。

三、让学生建立感受生活美的意识。

一、引导学生理解本文的主旨

二、善于通过语言，把握文章主旨

一课时

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这是北宋著名词人苏轼夜
半醒来，面对寂然盛开的海棠，留下的千古佳句。无独有偶，
千年以后，一位日本作家发现了凌晨四点海棠的美，心灵有



所启迪，写下了随笔散文《花未眠》，这位作家就是1968年
诺贝尔文学家获得者川端康成。

川端康成是日本著名作家，一生致力于对日本美的探索、守
护和塑造，写下了大量艳丽伤愁的小说和美文，他凭借《古
都》、《雪国》、《千只鹤》在1968年10月获得了诺贝尔文
学奖，为日本文学赢得了世界的声誉。而川端文学的精髓正
是表现在《雪国》等代表作中。从文章的角度看也一样，
《雪国》是这样一种作品，它挖掘到了川端这个作家可以将
自己优秀的资质作为不朽的作品留给后世的矿脉。

1、朗读课文，在文中找到作者由花未眠而得到思考的句子。

讨论明确：a、自然的美是无限的，人感受到的美却是有限的。

b、美是邂逅所得，是亲近所得。这需要反复陶冶。

c、艺术美与自然美是相通的。

（前两点学生不难从文中找出，第三点学生往往会在作者所
列举的例子中徘徊，可以提示他们从作者列举的例子中找共
通点，作者举这些例子的目的是什么，从而概括出答案。）

2、这三个观点是不是孤立的？如果不是，那有何联系？

明确：不是。

这三个观点其实告诉我们要发现存在的美，感受发现的美，
创造有所发现的美。

这也是课文的主旨所在。

3、把握课文主旨以后，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几个句子的含义。



a、它盛放，含有一种哀伤的美。

明确：a它的哀伤来自无人欣赏，凌晨四点的海棠美丽芬芳，
却少人喝采。

b海棠本是无情物，作者移情寄哀伤。作者深悟到，人类感受
美的能力是极有限的，而自然美是无限的。哀伤是作者彻悟
后的心绪流露。按理说，大自然总是有美可寻的，只要人活
着，就该毫无阻碍地享受它，可遗憾的是生命发现美的机会
并不常在。

b、如果说一朵花很美，那么我有时就会不由自主地自语道：
要活下去！

明确：a一个微小的生命都要努力展现自己的美，作为人更要
勇敢活下去。

b人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在有意或无意间错过
的过程。我们可能错过了美的景色，美的音乐，错过了山上
那从没有看过一眼的野花和小草，错过了从我们身边流淌过
的清澈的小溪，但只要坚韧地活着，只有活下去，才能不断
发现美。

c我们要用毕生的不懈追求使感受美的能力的有限接近自然美
的'无限。

c、繁二郎的画，长次郎的茶碗和真正黄昏的天空，三者在我
心中相互呼应，显得更美了。

明确：文学艺术家应该发扬写实精神，认真观察自然，准确
表现自然，使欣赏者从艺术美中领略到真正的自然之美，这
才是文学艺术的极致。

所以我们应该睁大明亮的眼睛，不断地发现美，亲近美，感



受美，也只有这样才会创造出具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美存
在于自然中，美也存在于艺术作品之中。

（这三个讨论题答案是丰富多彩的，只要学生言之成理就行，
应多鼓励学生有自己的看法。上述答案仅供参考）

4、文章第一句话大家留意了吗？一起来读一读。

齐读：我常常不可思议地思考一些微不足道的问题。

文中这微不足道的问题指什么？这个问题在文中起了什么作
用？

明确：微不足道的问题指海棠花未眠这件事。在文中是作者
情感的一个触发点，作者由此思考了关于生活，关于审美的
许多哲理。这种手法就是以小见大的手法。

小结：今天这堂课我们从川端康成的作品中学到了许多哲理。
美是无处不在的，用作者的话说就是要发现存在的美，感受
已经发现的美，创造有所感受的美。

同学们，你们在生活中曾邂逅了哪些美呢？大家可以畅所欲
言。

（这一个环节主要学生可能一下子想不起来，教师可以就校
园里某些存在的美先谈一谈，学生就会有所启发的）

罗丹说得好啊，生活中并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
睛。从今天起，让我们尽情拥抱生活，用心感受生活吧！

花未眠教学设计案例分析篇七

理解隽永含蓄的语句。



教学时数：1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一座平常普通的小屋，在李乐薇那里，竟然成为她生活中的
第一件艺术作品。可见，生活中，美无处不在；生活中并不
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

二、朗读课文

三、简要分析

（一）主旨

明确：《花未眠》表现的是美学问题，主要是关于人们感受
美――自然美的能力。

提问：人们感受自然美的能力怎样？请用书中的话来说。

明确：原话说“人感受到美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说人感受
到的美是有限的，自然的美是无限的”。

提问：那么，怎样提高感受美的能力呢？仍然用原文回答。

明确：“光凭头脑想象是困难的。美是邂逅所得，是亲近所
得。这是需要反复陶冶的。”

提问：“邂逅所得”是什么意思？用一个成语来说就是――

明确：不期而遇。

明确：邂逅取决于灵感，灵感取决于准备。正如巴比德说过：
机遇往往降临到头脑有所准备的人身上。所以作者又补充了



一句，即“这是需要反复陶冶的”。对自然的美的“亲近”与
“反复陶冶”，主要在于留心观察，仔细观察；不能熟视无
睹，无动于衷。

提问：文中第四段和第七到九段有许多著名艺术家的事例，
分别有什么作用？

明确：前者主要说明人感受美非常艰难。诸如罗丹的《女人
的手》、玛伊约尔的《勒达像》、宗达的狗、长次郎的'茶碗
与繁二郎的画，都强调提高感受美的能力主要在于认真观察
自然。

（二）语句

请说说以下四句该怎么样去理解：

它的盛开，含有一种哀伤的美。

只要有点进步，那就是进一步接近死亡。

一朵花也是好的。

繁二郎的画、长次郎的茶碗和真正黄昏的天空，三者在我心
中相互呼应，显得更美了。

学生讨论后明确

第一句：1、海棠本与哀伤无关，作者说它含有一种哀伤的美，
与他孤独、忧郁、颓丧的心理不无关系。（穿插作者的简
介）。2、盛开预示着衰败凋谢的来临。3、作者以为海棠夜
里开花无人欣赏，今天发现她非常美丽，顿生怜悯之情，进
而觉得海棠含有一种哀伤的美。

第二句：说明人感受美非常艰难。发展感受自然美的能力是
无止境的，也许到死都无法完全把自己感受自然美的能力提



高到所谓最高。因为，川端康成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他这样
说是把美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他认为，感受美固然很
难，但人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感受美的能力，“感受美
的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是比较容易的”。

第三句：即使是一朵花，也可以成为“美的启迪”，成
为“美的开光”，能够引发人发现自然美，能够发展人感受
自然美的能力，那么这朵花也是“好”的。（抓住“所以”，
找原因）

第四句：强调只有仔细观察自然美，把自然美和艺术美完美
结合起来，才能感染观众，引起观众的共鸣。

四、齐读课文

五、布置作业

花未眠教学设计案例分析篇八

因为一个会议，竟然没有备课就匆忙上阵，但课堂气氛竟出
奇的好。有时，我想，我们与学生一同起步，在同一起点学
习课文，从学生的角度上课，或许会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们平时的上课都是在反复研究课文的基础上，这样，或许
上课是上给自己听的！

由于没有备课，我就夸夸其谈，算是导语了：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总是‘想不开”――――

“歌星张国荣、报告文学家徐迟、诗人昌耀跳楼，王国维、
戈麦跳湖、海子卧轨自杀”，川端康成煤气自杀。

他们绝对不是因为贫穷而自杀，凭他们的文学天才，像这位
诺贝尔文学奖亚洲第2位得主川端康成，（学生嘀咕，第一位



是谁？泰戈尔---印度诗人----访华时徐志摩陪伴）完全可以
过上比普通人略优裕的生活。

你说他们“想不开”么，其实他们比我们都“想得开”。

我们喝酒，最多是说好酒好喝一醉方休，但诗人就酒醉可
歌“把酒问青天”，我们爬山，最多是说山好高怎么这么高，
但诗人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我们登上亭台楼阁，不
过是喝杯茶聊聊天，但诗人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可见文人们比我们想的
多，“想得开”。

一朵花谢了，林黛玉《葬花吟》“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
侬知是谁”，一朵花开了，川端康成却无事找事写下《花未
眠》。

学生回答：

1、自然的美是无限的，人感受的美却是有限的。

我问：怎么理解？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自然的美是无限
的”

自然美

社会美

艺术美

随机，我简单介绍了美学上关于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的几点
内容。

2、要活下去

“如果说……要活下去”，这个逻辑成立么？（学生比较容



易回答）

这句话背后有什么隐蒇义？（学生难回答这个问题）

于是，我问：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那么“今天”的
诗人幸福么？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的背后隐蒇着今天“不幸福，
痛苦”的味道。

于是，学生立即说：“要活下去“的背后隐蒇着作者“不活
下去”的意思。

我说，对，“要活下去“的背后隐蒇着作者浓厚的“死亡”
意识。

“如果说，一朵花很美，那么我有时就会不由地自语道：要
活下去！”

孤儿的遭遇使川端康成的童年忧郁悲凉，以致孤独忧郁伴他
一生，且常有轻生意识。但他忽然发现盛开的海棠花竭力展
示着自己生命的美，颓丧的灵魂受到深深的.感染；花尚如此，
人何以弃；所以他情不自禁地喊出“要活下去！”

(我个人觉得：

a、“死亡意识”

“只要有点进步，那就是进一步接近死亡”

“事物毫不容易如愿表现出来的时候，也就是死亡”

“----的确是日本黄昏的天空，他渗透到我的心中”

海子的诗歌中也有大量的黄昏意象。折射出生命的黄昏，生



命的尽头！！

b、“我思故我在”。

课文第一句“我常常不可思议地思考一些微不足道的问题”

课文最后一句”我之所以-------我独自住在-----凌晨四时
就醒来------”

可以说孤独感时刻笼罩在作者的内心，康的孤寂使他对生命
有更深的体悟。)

3、想到画家雷阿诺的话：“只要有点进步，那就是进一步接
近死亡”。

我说，这么说不是明摆着要我们退步么？这是什么怪论？能
理解？

-------（学生回答，当然，学生是乱说的，哈）

我指着回答问题的学生说：

你读小学的时候，想过死么？（没有）

读初中的时候，想过死么？（没有，只是觉得读书有点没意
思，有点累）

读高中了，你想过死么？（有，很烦，有时候真想死---）

-------可千万别想不开，今年你可以从一楼跳下去，但读高
二似的时候千万别从3楼跳下去。

那么，能不能这么说，知识越多，人越成熟了，人”进步了，
思考的问题也就越来越复杂深刻了呢？学生找到感觉了，学
生应该说明白了为什么诗人学者在达到某个领域的高峰选择



了自杀。

我概括：作者凝视海棠花想到了-----这么多

作者凝视“插花”又想到了哪些？

这部分内容，我做了简单处理。我个人认为文章前5段是重点，
可以看出川端康成的思想。也就够了。

一节课就这样过去了，我觉得也没讲什么，但比平时那些有
准备的课有效。

文档为doc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