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雨巷教案课后反思(精选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教案
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雨巷教案课后反思篇一

雨巷是职教中心高一年级语文课本的一篇现代诗，诗歌是高
中生不大感兴趣的一种类型，以前问是否喜欢，他们都说晦
涩难懂，不想读。所以课堂设计很重要，我首先利用今天天
气下雨天进行导入;问学生雨天大家心情怎么样，大致得出湿
漉漉的不大开心，我再而说我们大家对于雨天的微妙情绪难
以确切表达，但是有一位诗人把这种难以名状的感情描写的
十分贴切，这就是我们的“雨巷诗人”戴望舒，从而介绍作
者及诗歌背景，进入诗歌。第二步放诗歌朗诵，然后让学生
用自己的话说说诗歌的故事，从而大概知晓诗歌故事与情感
基调，以及把重点字词进行标示，完成语文课标要求。接下
来就是鉴赏意象了，利用上节课讲过的现代诗《我爱这土地》
做引导，让学生说出讲过的艾青常用的两个意象是“太
阳”“土地”，再利用小组加分制调动学生积极性让学生举
手发言，让学生们说《雨巷》的意象。说完后鉴赏意象，首
先鉴赏意象之背景道具:雨巷、篱墙、丁香、油纸伞，再而鉴
赏意象之人物形象:丁香姑娘、我。这个模块是教学重难点，
既巩固上节课讲过的诗歌意象知识并通过对意象的解读体会
诗歌情感，让学生明确意象与诗歌的关系。先说雨巷，丁香
花等背景道具，构建情境，再而到人物形象意象的剖析，层
层递进，讲完后让学生读一遍，体会情感。读罢，问学生问
题:作者为何这么忧伤？让学生联系背景举手发言，再而点出
作者忧伤的两个理由（失恋的痛苦与当时社会白色恐怖背
景），对爱情诗、政治诗两种读法进行讲解，最后总结本诗
的主题。上面大家对诗歌已经有了了解，对艺术特色进入剖



析，利用叶圣陶说的“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进
行引导，让学生发言，明确象征手法与音乐美。最后布置两
个相关作业，一找出别的`诗歌中类似“丁香”这样的意象并
对诗中意象作简单赏析，二把雨巷改编成一篇散文或者是小
说并且试着比较一下散文、小说、诗歌的语言它们的异同。

我的课堂设计主要是按照上面的流程一点一点的开展的，现
代诗是中学语文的一部分，虽然在高考中极少考察，但是对
于提高大家的文学素养方面是重要的。通过上课我发现大家
对于一些通识性知识，比如意象，押韵等，存在很大的问题，
所以在教课的时候需要注意对于这类问题的提前解答与让学
生消化，打好学习诗歌的基础，而对于现代诗歌情感的体会
就需要通过读来达到了，读诗是读懂诗的前提，读诗的时候
学生们带着自己的各种感官去参与了，所以通过课堂设计，
一步一步的，讲一些读一次，让大家的情感随着讲课深化，
然后有自己的理解与想法，进而理解诗歌。

雨巷教案课后反思篇二

本课的授课对象是高一学生，在初中时，他们对古典诗词背
诵比较多，但是在对现代诗歌赏析这一块，还出于混沌状态。
所以，在本节课上，我注重引导他们欣赏诗歌的情境美，另
外，“授之以渔”，把本首诗作为一个范例，希望在引导他
们欣赏诗歌情境美的同时，渗透诗歌赏析的基本方法—从理
解意象到把握意境再到领会情感。这点，我觉得应该是这堂
课做得比较成功的地方。

另外，罗生布拉特曾说：“阅读材料、阅读情境与阅读者的
心境呈现某种一致性时，那么阅读的效果就好。”创设阅读
与鉴赏情境的最大目的是激发学生阅读兴趣。没有兴趣，就
没有阅读的积极情感，学生对文本的阅读就无内化可言。所
以我希望通过图画情境帮助学生理解感悟诗意，使此时较为
成熟的感受与自己原始的感受构成比较，从而更深入地理解
诗歌，提高学生的阅读欣赏水平。这点，亦是我在本堂课做



得比较好的地方。

然而，本堂课还有些地方值得我不断探索。

首先，我认为，课堂情境是引发师生互动的先决条件，对师
生互动产生现实的牵引作用。这对于《雨巷》这首有着朦胧
凄迷的优美意境的诗歌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所以，在赏析《雨巷》时，我搜集了戴望舒以及江南雨巷的
有关资料，特意选用了撑着油纸伞，身着紫色旗袍的女郎走
在弯弯曲曲的江南小巷作为背景，并配之以歌曲《雨巷》及
《神秘园》的音乐烘托气氛。进入诗歌赏析前，先用有关江
南的诗句和景物导入《雨巷》，目的是能引发学生的相关联
想，创设江南小巷的情景，这对学生学习《雨巷》有了一个
知识与情感上的准备。并且在朗读课文时，通过播放雨
巷flash课件与创设氛围让学生进入诗歌境界，发挥想象描述
自己心中的“雨巷”，但未能达到预想中的效果。

其次，我在讲《雨巷》时一直希望追求一种诗意化的语言，
总认为没有很好的语言，就难以把这篇朦胧诗讲到极致，但
无形中却掉入了另一个误区：语言容易脱离学生，使学生无
法很好的和课堂融会在一起，好像我在自言自语，学生只是
一个旁观者。这也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于学生的
情感关注不够，虽然我在教学设计时充分考虑到了发挥学生
的能动性，但是，因为没有考虑到学情，造成学生在课堂上
显得木然。

诗歌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但是，对于现在的很多学生来说，
这种文体显得曲高和寡。所以，要让学生真正把自己融入诗
歌，而不仅仅只是听教师赏析，还需要教师在调动学生学习
诗歌积极性方面下功夫。

创造一个师生互动的生动课堂，这是我的目标，我会一直努
力迈进！



雨巷教案课后反思篇三

在本课教学中，我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体作用，引导学生思
考，生成各种思维能力。

为了能准确的表达思想，我在教学中采用避免空洞的理论知
识的讲解，以自由对话的形式引导的形式进行课堂教学。

鉴赏文学作品是一种积极的审美活动，主体精神的投入、情
感的活跃是最基本的要求，因此，诗歌教学不能只有理性的
分析而没有审美的体验。

诗歌教学容易流于空泛和形式化，对于像《雨巷》这样朦胧
意境的现代诗更需要反复斟酌。理想的诗歌教学应以引导学
生审美体验的.达成为宏旨，拿捏好虚实之间的尺度，在营造
整体美感的氛围中将教学指向明确化，让学生在个体体验中
进入诗歌的内部世界，体味作者的情感。本篇教学设计在对
《雨巷》所传达的情感倾向的引导上注重多方位映射和多指
向性，让学生在对诗人生平资料的大面积占有之上和对主要
意象的立体式解读之中达到对《雨巷》的情感共鸣。

课后有三首丁香的诗歌，我没有对这三首诗词进行分析，而
是一带而过，使这三首古诗词没有真正的发挥好在这篇课文
中的作用，也是我讲课的一个失误。

创造一个师生互动的生动课堂，我会一直努力迈进。

雨巷教案课后反思篇四

一、教学目标：

（2）品味诗歌语言，理解重叠和反复手法的运用；

（3）熟读成诵



2、能力目标：培养学生品味诗歌形象、感受意境、理解情感
的能力，掌握比较阅读的基本方法。

3、情感目标：陶冶学生情操，激发阅读诗歌的热情。

二、教学重难点：

1、重点：理解诗歌形象，品味与赏析诗歌朦胧优美的意境，
探究诗歌情感意蕴；

2、难点：“雨巷”象征意义

三、教学方法：

1、情境设置法：充分利用多媒体及背景音乐创设情境，使学
生能融入到诗的意境中去，产生思想上的共鸣，引导学生积
极思维。

2、朗读法：通过反复朗读的品味诗意。

3、研讨法：在研讨练习中，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合作探究，
分享合作的乐趣，感受成功的喜悦。

四、教学过程：

（一）多媒体创设情境：背景音乐《在水一方》

（二）导入：《诗经》是人类文明的春天，是初生天地的源
头清水，开阔、丰盈、简单、洁净。《蒹葭》中有个袅袅娜
娜的女子从诗经中走来，款款盈盈于水一方。痴情的少年千
回百转，却找不到她的堤岸。

（出示《蒹葭》课件）

（三）配乐朗诵：



（听乔榛朗读，要求初步体会诗歌形象和意境；学生朗读，
要求读出节奏，读出情感。）

（学生交流活动，教师点拨总结）

1、比较“丁香姑娘”与“伊人”的形象

（1）相同点：

从追寻的对象看，“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与“丁香一样结
着愁怨的姑娘”显然都具有飘渺莫寻、面目模糊的共性，都
带有某种忧郁的气质，都是美好的化身；这两个意象既可是
实在人，也可以是某种美好的理想。

（2）不同点：

对《蒹葭》中那河畔的追寻者而言，他坚信伊人是一个真实
的存在，她“在水一方”、“在水之湄”、“在水之汜”，
一切似乎是那么的明朗，伊人的存在几乎就是他的一个信仰。
所以“他”始终是在向心中那个明确的目标迈进，即便追寻
没有结果，伊人的存在本身已然是他前行的希望。

与《蒹葭》里追寻者心中十分明确的存在不同，《雨巷》的
追寻目标，那雨中的丁香姑娘，则显得苍白而遥远。“她”
的出现与消失都是“像梦一般地”，是以一个影像的意义而
存在。

“她”与其说是“我”追求的对象与希望，不如说是我苦闷
情愫的一个代言者，我内心情绪的外在投射。“我”“冷漠，
凄清，又惆怅”，而丁香姑娘是“像我一样的”“哀怨又彷
徨”，“我”需要的是冷漠中一个同病相怜者心有灵犀的慰
藉与共鸣，是二者精神气质的相通相和。

与其说是“诗人理想中的偶像，不如说是现实中陷入自怜自



恋中他自己的镜像或自画像”

（3）小结：一明确，一虚幻，不同质地的追寻目标同样决定
了诗歌内在情感或豁朗或阴郁的旨归。

2、比较两首诗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1）相同点：

两首诗中的抒情主人公都是情感细腻、怀着同病相怜的“单
恋”的苦苦追寻者的形象，路途之艰，追寻之难，惆怅之深，
执著之甚，因所追求对象的可望而不可即，求而不得，故苦
闷感伤忧郁。

（2）不同点：

《蒹葭》中的抒情主人公在深秋清晨徘徊蒹葭河畔，翘首以
望那位在水一方的伊人，并不辞艰辛“溯洄从之”、“溯游
从之”；一位独自彷徨在悠长又寂寥的雨巷，目的只为“逢
着一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

《雨巷》中的“我”满怀孤独与惶惑踟躇在阴雨落寞的小巷
里，“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这里，
戴望舒没有使用“找到”、“寻着”或其他类似的表示主动
积极的词语，而是强调了一个“逢着”，这个“逢着”暗含
一种无所作为的期待意味。而当一切梦一般出现又梦一般幻
灭之后，我几乎连“逢着”的希冀也不再存，变成了“我希
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逢着”
和“飘过”，一则表现出寄希望于一种人生的偶遇、邂逅、
一种不期然的惊喜；一则表现为邂逅的希望破灭后，徘徊者
失去了继续寻觅的信念，只能向虚无缥缈中寻求寄托。

3、比较两首诗的意境



（1）相同点：

两首诗都笼罩了一层凄清落寞的情调，营造了中国古典诗词
的意境美。意境强调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强调言外之意、
韵外之致，强调耐人品味的和谐整体的艺术空间。

（2）不同点：

《蒹葭》中清秋之际，拂晓之时，芦花泛白，清露为霜，瑟
瑟秋风，苇丛起伏，茫茫秋水，清澈澄明，水上烟波万状，
空中雾霭迷蒙，弯曲的河道，水中的小洲，宛然在目。此时，
以为痴情的恋者，踯躅水畔，他（她）热烈而急切地追寻着
心上的恋人。那恋人好像在水的一方，但一水盈盈，河道阻
隔，“伊人”可望而不可及，于是他（她）徘徊往复，心醉
神迷，内心痛苦，不可言状。伊人宛在，觅之无踪，但其身
影又在眼前不时闪现晃动，时远时近，时隐时现，时有时无，
闪烁不定。此情此景又使这位追求者欲找无方，欲罢不能。
读来只觉情调凄婉，境界幽邃，意蕴无穷。

《雨巷》由细雨、小巷、丁香、油纸伞、篱墙构成的“雨中
即景”，是江南小城的写照，具有传统文化古典美的韵味。
诗中运用了众多的描写感情之词，如彷徨、寂寥、愁怨、忧
愁、哀怨、冷漠、凄清、惆怅、太息、凄婉、迷茫等等，渲
染了一种孤独愁苦的情感氛围。

4、比较结构形式和音乐效果

（1）《蒹葭》采用《诗经》中常用的重章叠唱的结构方式从
时间上的推移，表现追寻时间之长；从地点上的转换，表现
伊人的飘渺难寻；从道路的变化，表现追寻的艰难。

作用：最容易传唱，最便于记忆；深化意境，泻染气氛，强
化感情，突出主题；增强诗歌的节奏感，形成回环往复之美，
委婉而深长。



（2）《雨巷》结构上的回环往复和音乐性是这首诗的友谊成
就。如第一节押二、三、六句，第二节押三、六句，随意性
中突出情感优先与情感错综变化的节奏。常用排比句的方式
造成首语重叠，如“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
香一样的忧愁”，又多用重复的词汇与句子，如“悠长，悠
长”、“像我一样，像我一样地”、“走近，走近”、“像
梦一般地，像梦一般地凄婉迷茫”，造成节奏低缓、深沉、
反复回响的艺术效果。

诗人还运用“抛词法”，即把下句的某个首词抛入上句的句
尾，使语意似断实连、一词两用，更调整节奏使之繁复多变。
如“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
第一、二句不用标点，让句子跨行，既造就独特的节奏，又使
“独自”、“悠长”承担起本句词意与下句开头的双重任务，
并因位置的突出而使词意得到强化。此外，诗的首节与末节
基本重复，只有“逢着”与“飘过”一词之差，形成了周而
复始、循环往返的节律感。

五、再朗读重点句，加深体会；朗读成诵。

六、难点突破“雨巷”意象内涵：

（1）借助搜集的资料

（2）质疑讨论

（3）老师归纳

七、作业安排：

（1）诗歌的改写可以再现诗歌意境，教师引导，再让学生分
组思考、写作、合作学习，评点和赏析，自主探究，，注意
课外知识延伸，从而达到教学目标。



（2）比较阅读李白《菩萨蛮》和汉古诗《江南可采莲》的形
象和写法。

雨巷教案课后反思篇五

《雨巷》是普通高中课程第一单元现代诗的第一首，如何上
好这首诗，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认识到高中阶段与与初中
阶段的学习方法、思考方式的不同。即由被动接受到主动思
考、自由想象;由静止孤立的思考方式转为动态、联系的思考
方式。在意境的感悟过程中从抽象的意境到具体现实生活个
案体会，走近作品与主人翁。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及对高
中语文学习的热爱。

教学过程中我反复听名家对《雨巷》的朗诵，观看影像图片
资料，先让自己走近作品，进入意境。

这首诗写的是梅雨季节江南小巷中的一个场景，即细雨朦胧
中，‘我’怀着一种落寞、惆怅的情绪和一丝微茫的希望。
撑着油纸伞在悠长寂寞的小巷中彳亍独行。(影像图片资料至
此)。

板书：诗人“我”在悠长寂寞的小巷中彳亍，他有哪些作
为·····(学生可能有很多种答案···果然一男生不假
思索地说：诗人在想“媳妇”···无论这名男生出于何种
目的(引起课堂大笑···稍刻···(学生神情严肃的看我，
像是找寻什么···)课堂静的能听见一根针掉下的声音。肯
定了这名男子(···这名男子叫什么名字···再把课堂气
氛推向高潮，使学生如临大敌···说：···同学想象(联
想)正确，诗人的确是在想“丁香一样的姑娘”。(我希望逢
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根据学生的生理特点：
高中生对异性追求的神秘感，我又提出一问让学生探究
即“丁香一样的，结着仇怨的姑娘”谁来描绘一下，定位姑
娘的形象···(你认为什么形象的姑娘是最美丽的?)



诗人选取“丁香”为意境提出自己的审美标准即“丁香一样
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仇怨”(“颜色”指紫
色相态、“芬芳”指在气质、“忧愁”个性柔弱不失刚毅。
即外美、内秀、有个性的形象。并用图画情景帮助学生理解
感悟诗意，从而更深入的理解诗歌，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水
平，解除学生对普通高中语文学习望而生畏的惧怕心理障碍。

不尽如意的教学时间有限，没有对课后的三首诗词进行分析，
没有发挥这三首诗词在这首诗中的作用，也算是我的一次教
学失误吧。但我会继续探究语文教学方法，学习使用教学资
源，让学生热爱学习高中语文，自觉走近作品，陶冶情操。
并为创造一个师生互动、互信、生动、和谐的课堂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