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山鬼大学语文教案(优秀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
么写？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
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山鬼大学语文教案篇一

二。放映一组关于虫鱼鸟兽的化石图片，激发学生的兴趣和
求知欲望。

三。研读课文

1、教师范读，请学生思考诗中提出的问题

（情境设计：假设你现在就站在生物博物馆的门口，老师马
上就要带你进去，你准备好了吗？看到这些奇异的生物化石，
你会想到什么？）

2、由学生自由提问，老师归纳出几个有价值的问题，全班讨
论

如：1，沉睡亿年的石头怎样说话？

2，科学家通过研究，得出什么观点？

3，皱纹和化石有什么关系？作者为什么要写皱纹？

3、教师总结

（情境设计：当你参观完生物博物馆，面对复原的恐龙、猛
犸，你有什么感想？）



四。反复朗读，体会诗的音乐美

五。作业

自己收集一些关于生物化石的图片、资料，全班办一个图片
展。

山鬼大学语文教案篇二

大学语文是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除了中文专业之外，其
它专业的一门公共必修课。这门课是为了培养和检验自学应
考者的语文文学水平和写作能力而设置的一门文化基础课。
设置本课程的目的是为了在高中语文程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
高自学应考者的人文素质、阅读能力和写作水平，并为学好
各类高等教育专业和实施通才教育打下良好的文化基础。

学习这门课要求考生达到：第一，要学习掌握一定的语文知
识和文学知识，提高考生的文化素养，培养现代人文精神。
第二，阅读分析精选的古今中外作品名篇，努力提高自己的
阅读理解能力和文学鉴赏水平。第三，借助精选名篇的潜移
默化和示范的。效应，提高记叙、描写、议论、抒情的写作
能力。

新版大学语文的特点：

难易程度略低于原本科教材而与原专科教材接近；内容方面
是原来两本教材中已有的占一半，新增选的占一半；总共52
篇诗文，其中议论文十篇、记叙文十七篇、诗词十八首、小
说七篇。其中注意的方面是：在这本教材中，70%的文章可能
在高中时都已经学过，但是在大学还得再学习一遍，因为在
大学学习有大学的难点、尺度。比如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
送别》，在我们小学时都已经学过了，可是在大学中还得再
学习一遍。在小学学习时，是学习它歌颂野草顽强的生命力
和拼搏精神的，而在大学学习时它是一首送别的诗。



大学语文的通过率并不高，一般在三分之一左右，所以同学
们一定要扎扎实实的、认真的、刻苦的学习这门课，掌握相
应的基础知识。

学习大学语文，归纳成三部曲，第一部曲是要认真研读课文，
把教材中52篇课文非常熟练的研读，研读是一边钻研一边读。
第二部曲是考试大纲，考试大纲是学习中非常重要的依据，
考试大纲的每一个知识点，我们都要熟练的掌握，要吃透、
吃深、吃准；第三部曲是适当练习，在理解课文，而且把考
试大纲中规定要掌握的知识点一一都熟练掌握的情况下，在
这个基础上做题巩固知识点。

（1）议论文的基础知识；

（2）提高阅读分析议论文的能力；

（3）了解有关作者和专书的知识。

（1）认真阅读课文，课文的内容要熟练掌握；尤其是文言文
要能读懂，读通、读透；

（4）记忆有关作者和专书的知识；

具体课文的难点与重点见“课文辅导”部分

论点：要求学生能从一篇文章或一段文章中找出该文章分析
与论述的基本观点。对学生来说，找出论点相对是比较容易
的。

论据：论据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事实论据；一类是理论论据。

山鬼大学语文教案篇三

——学习大学语文有感



们的生活之母，同时也是我们用来积累和开拓精神财富的一
门学问。本学期我通过对大学语文的学习，让我对于人文和
科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完
整，更全面的了解和感悟。上大学语文课，我体悟最深得就
是学习语文一定要多读书，不要把自己的思维禁锢在任何一
本书里。古时的颜真卿就曾经说过“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发
方悔读书迟”，所以，我们一定要多读书，还要趁早读书。
我们要多读书，多读好书，以增加自己的见识，扩展自己的
思维。

我对语文的兴趣也来自她的那份美感。深味人间真情，在语
文的乐章上谱写爱与美的赞歌;体悟人生真谛，在语文的妙笔
下闪耀理性的熠光;历经社会百态，在语文的书卷上嬉笑怒
骂;徜徉自然之乐，在语文的天堂里展现钟灵毓秀的奇绝。一
篇散文，在缠绵绯恻中体会肝肠寸断的凄苦;一出戏剧，在曲
折迂回中迭出动人心魄的震撼;一首诗歌，在含蓄凝练中读出
超脱凡世的清远;一部小说，在潮起潮落中成就惊世骇俗的向
往。

大学语文与我们以往初中和高中学习的有所不同，它更多的
是强调能从欣赏语文的角度上出发，语文没有像以往学习时
枯燥乏味的练习，它不再要求我们为了考试而循规蹈矩地学
习。相反，它是让我们在愉悦的氛围中通过对它的接触和了
解逐渐去感受语文的独特文化魅力。在学习当中，我们分别
学习了中国的诗歌、散文、戏曲和小说。一方面，对语文的
学习使我的国学文化积累有了一定的帮助，另一方面，它通
过文化的手法像我们展示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璀璨文明。

本学期我们主要学习了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以及
外国文学。首先，我认识到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是《诗
经》，在唐代，中国诗歌出现了四句的绝句和八句的律诗，
而诗歌的发展也达到了顶峰，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

概分为四类﹐即讲史小说﹑神魔小说﹑世情小说和公案小说



等。元末明初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最典型的历史演义小
说，也是中国的第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代表了历史演义小说
的辉煌成就。在它的影响下，历史演义大量出现，内容差不
多从远古传说时代到汉晋唐宋都有所作。清代小说代表主要有
《红楼梦》。这些白话小说不仅对中国后世的文学﹑戏剧﹑
电影有巨大影响﹐也对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文学创作产
生过巨大影响﹐其中的优秀作品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为世
界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心人，达到对个人和社会的终极关怀。我个人觉得，在弘扬
文化的今天，我觉得大学语文让我们体验了中国传统文化和
人文语文的魅力和智慧，实现了科学和人文的回归，让我们
不断的完善自我。

其次，在现在和当代文学的学习中，我们认识到，这个时期
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社会上不断涌现出文人雅士。他们也
为我们创造了许多文学作品，让我们通过对这些文学作品的
不断学习，了解和认识到了各个时代显著特点，并让我们不
断的反思当下，进而促进我们历史的不断前进。

最后，我们也对外国文学进行了一定的学习。老师为我们选
读了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的代表作之一。它主要讲述的是复仇
的故事中交织着爱恨情愁，通过对文章的学习也让我们感受
到了外国文学的特点，以及它与中国文学的不同之处，让我
们更好的学习文学知识。语文，覆盖面最为广泛，上至天文
时空，下至地理人文，俯瞰芸芸众生，包罗世间万象。它承
载着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
的结晶，是蕴含着中华民族独特性格的精灵，是开启中华民
族瑰丽文化大门的金钥匙。在本学期学习大学语文的学习中，
我感受到了学习语文不只是课堂内老师的讲解，更是出于自
己对语文或者说对文学的一种热爱，一种欣赏。除了书本，
电影、杂志、报纸都可以让你体会到语文所带来的一种美感，



有时还可以是一点小小的感动。

当然，语文也让我体会到了不同朝代，不同年代的文化元素、
文化品位、历史事件，了解了某些诗人的气节与处世之态。
譬如：李煜的诗：“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故国
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从中，
我感受到了他的亡国之痛，却并无读出他的亡国之恨和作为
一代君主本应有的霸气。他的词向我们诉说了他其实无心政
治，所经历的这一切也许只是受到命运的摆布而已。着实，
一些诗歌美得动人。例如周邦彦的“水面清圆，一一风荷
举”，婷婷的荷花在清风中摇曳的曼妙身姿我已不敢想象有
多美，荷之韵更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了。

走进语文，感受名著文化的熏陶魅力，有语文温馨的人文关
怀等

着;走进语文，触摸每位作者的欢乐与哀伤，有语文独特的视
角期待着;走进语文，有丝丝书卷气与深切关怀心撞击你的思
想与胸臆，有语文浓缩千年文化积淀陶醉着。

语文就像是一幅美丽的锦绣山河图画，它有优美的线条和斑
斓的色彩，既道出了语文的复杂性，也说明了语文的重要性。
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语文天生重要。学习大学语文使我
更加向往文学的世界，想用最简洁的文字表达复杂的情感，
想用最平淡的语言创造一个不平凡的意境，想用粗糙的文笔
记录被挥霍的幸福。它让我深深地感到文学的魅力，让我想
不断的探索，不断的求知，进而不断的完善自我，让自己的
人生更加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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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鬼大学语文教案篇四

白居易写的《长恨歌》，取材于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当
时长安妓以“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而自夸，并因此身
价倍增。

教学目的：

1、让学生学会正确理解《长恨歌》的主题。

2、让学生获得一种学术眼光，对众说纷纭的观点做出自己的
判断。

内容概要：

1、《长恨歌》主题何以成为一种千余年来的学术争论。

2、关于其主题，主要有哪些学说。

3、今天我们应用何种方法来判定《长恨歌》的主题。

4、出现双重主题——讽喻与同情的深层原因。

教学重点与难点：

本课不在于给学生介绍千余年来的学术争论，重在让学生掌
握一种尺度，如何用正确的方法去评判这些争论。

教学手段：



讨论与讲授相结合。

教学步骤：

一、导入新课。

上节课，我们《长恨歌》这一长诗进行了串讲与品读，我们
简单回顾一下它的内容。课后，我给大家布置了作业，你认
为这一课的主题是什么?现在请几个同学发言。(学生答，时
间2分钟)

二、老师介绍专有术语。

“主题”一词源于德国，最初是一个音乐术语，指乐曲中最
具特征并处于优越地位的那一段旋律——主旋律。它表现一
个完整的音乐思想，是乐曲的核心。后来这个术语才被广泛
用于一切文学艺术的创作之中。日本将这个概念译为“主
题”，我国从日本翻译它时就借用了过来。我国古代对主题
的称呼是“意”、“主意”、“立意”、“旨”、“主旨”、
“主脑”等。主题是作者对现实的观察、体验、分析、研究
以及对材料的处理、提炼而得出的思想结晶。它既包含所反
映的现实生活本身所蕴含的客观意义，又集中体现了作者对
客观事物的主观认识、理解和评价。

三、讲解主题何以成为争论的焦点。

原因之一是白居易的态度是矛盾的。陈鸿的《长恨歌传》
说“此讥明皇之迷于色而不悟也，以女宠几于误国，应知从
前之谬戾矣”。“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
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这一段确以讽喻为中心，
也是“讽喻说”立论的根据。

白居易曾在《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
一诗中写道:“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



声。……莫怪气粗言语大,新排十五卷诗成。”“风情”就是
缠绵悱恻的恋情，这里指帝妃间缱绻浪漫的痴情、真情。

原因之二是当时及后世的作者坚信他们的判断。于是产生了
不同的说法。

综而言之，有以下诸说：

“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也”。

“不过述明皇追怆贵妃始末,无他激扬”。

“风情说”,“以咏李隆基杨玉环爱情为主,充满伤感情调
的‘风情’诗”;

“双重主题说”,认为该诗的主题具有双重性,既有讽刺,又有
同情。

自伤身世说，论者从白居易的个人情感经历和创作心理的角
度,认为该诗与白居易早年和少女湘灵的爱情悲剧有关。

四、如何正确地把握主题：

关键是方法的采用，这关系着你得出的结论是否经得起推敲，
能否站得住脚。我们经常说，正确的方法才能达成正确的认
识就是这个道理。

对于主题的'理解，我提出了三个尺度：一个尺度是不要全看
作者怎么说，而应主要看作品怎么写和写了什么。作者说的
只能作为参考，而不能作为全部。道理在两方面：一是言不
尽意，这是庄子这一派人说的。二是语言有一种隐蔽功能。
所以说，我们探析作品主题，不是回到作者，而是探析作品
所呈现出的意义和内涵。西方的哲学阐释说就有两种路径，
一种是探析作者原意，一是读者从作品中读出了什么。事实



上，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第一种路子实际上是行不通
的。

明确了这一点，我们不妨看一看作品。以贵妃之死为界，它
很明显地可以分两个部分。

前以讽喻为主：如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

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后部分作者的感情又明显发生了变化：

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

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

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

幽幽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第二个尺度就要看相对历史，文学作品作了哪些处理，这样
的处理也是作者匠心所在，最能见作者立意。

历史：玄宗“诏高力士潜搜外宫,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

白居易：“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历史：玄宗被囚



《长恨歌》：派临邛道士“上天入地求之遍”

第三个尺度就是将同类作品进行比较，看看它们的同中之异。

白朴：《梧桐雨》批判了李隆基的荒淫误国

洪升：《长生殿》“占了情场，废了朝纲”，又加入人仙情
未了情节，最后二人同登仙界。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我们认为最合理的解释应为双重
主题：此诗一方面对李、杨两人的生活荒淫、招致祸乱作了
明显的讽刺，另一方面对杨贵妃的死和两人诚笃的相思赋予
很大的同情。

五、出现双重主题的深层原因：

二是作者自身的体验。文学创作是一种表现出强烈主观性、
独创性的客体主体化过程。这也就是说,作家从选取题材开始,
就以自己的体验、经验/为过滤器,筛选着与内心情感合拍的
最能打动他自己的情事。白居易创作《长恨歌》前的情感世
界、心理定势怎样呢?倘若能读懂他的内心世界,我们也就能
窥测《长恨歌》的主题走向。

从现存诗歌推断,大约19岁时,白居易与15岁的湘灵姑娘产生
了爱意。贞元十六年(800)以后,白居易与湘灵的恋情陷于苦
痛境地。白居易曾为此写下多首饱含热的诗,倾诉内心的苦闷。
如《生离别》一诗:“食蘖不易食梅难,蘖能苦兮梅能酸。未
如生别之为难,苦在心兮酸在肝。晨鸡再鸣残月没,征马连嘶
行人出。回看骨肉哭一声,梅酸蘖苦甘如蜜。黄河水白黄云秋,
行人河边相对愁。天寒野旷何处宿?棠梨叶战风飕飕。生离别,
生离别,忧从中来无断绝。忧极心劳血气衰,未年三十生白
发!”诗中酸梅苦蘖对爱恋感受的变调性衬托,恰切地展现了
白居易酸甜参半、苦乐交加的痛苦心境。再如贞元二十
年(804)所写的《潜别离》一诗:“不得哭,潜别离;不得语,暗



相思;两心之外无人知。深笼夜锁独栖鸟,利剑春断连理枝。
河水虽浊有清日,乌头虽黑有白时。唯有潜离与暗别,彼此甘
心无后期。”低回的痛楚与无奈的悲哀,直可摧肝折肺。

元和元年，白居易创作《长恨歌》，元和三年(808),时年
已37岁的白居易才与同僚杨虞卿的堂妹结了婚。应该说，这
一长诗有自已的自伤身世有关并非空穴来风。

六：总结。

本诗有显主题与隐主题。

山鬼大学语文教案篇五

《木兰诗》第二课时教学设计

四川省万源市第三中学校 李文芳

教学目标：

1、感受花木兰的女儿情、英雄气，了解她的智慧、胆略和才
能。

2、培养学生独立研究、合作探究的能力。

3、人物赏析，体会木兰代父从军、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
教学重点、难点：

赏析木兰这一古代巾帼英雄形象，并领会课文所表现得思想
感情。教学方法：

1、诵读法：

古诗教学应着重体现朗读，注意语气、语速、节拍等，力求



声情并茂，深入体会诗中蕴含的思想感情，理解主人公的美
好情操。

2、讨论探究法：培养学生利用各种渠道解决问题的能力。

3、竞赛法：针对七年级学生争强好胜的心理，容易激发同学
们的学习兴趣。 课时安排：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上节课我们学习了《木兰诗》，在《乐府诗集》的带领下，
认识了一位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女英雄，大家记得她
是——花木兰。这节课我们要来继续了解她。

二、听读文本，感悟美读:

1、（学生）自由朗读

2、指名读

三、人物赏析，品读探究。

1、图片赏析（探讨图中木兰之美？）：

小结：木兰是个内外兼修的女子，不仅外在美，而且还有内
在美。

2、小组讨论并归纳：

你觉得花木兰是一个怎样的女子，你从课文中的哪些语句可
以看出？ 木兰美在哪里？ 例如：

(1)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

——勤劳孝顺。



1(2)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愿”——勇敢坚毅，忠孝两全

（3）“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勇敢坚强的英雄气概。

（4）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

——不慕名利

（5）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
郎

——机智、谨慎。

小结：——花木兰形象:深明大义、果敢坚强、英勇善战、不
慕名利、谨慎机敏。木兰真的是集合了很多很多优良品质，
不仅比男儿都强，还具有所有女性都有的传统美德，勤劳﹑
孝顺﹑质朴，在作者笔下近乎是一个完美的女子形象。

四、复述表演，走近木兰。（课堂活动）

五、体验反思，互动释疑：（观看花木兰动画片视频）

千百年来，木兰一直是深受中国人们尊敬的女性，因为她勇
敢、质朴、勤劳，她的精神激励了成千上万中华儿女保家卫
国。那么，在外国又如何呢？同样，也有很多故事来讲述木
兰。

1、“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木兰在战争中可能有怎样
的故事呢？



可能受人欺凌，也可能被发现是女儿身······

2、木兰回到家乡后恢复女装，伙伴们吃惊，朝廷知道后又会
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可能重赏，可能重罚······

六、赞美木兰的话（一句话）。

七、总结存储，拓展延伸。（列举大家熟知的女英雄图片）

八、齐背《木兰诗》：用我们的背诵来唱响木兰的赞歌。

木兰精神值得传颂，现在让我们怀着对木兰的敬爱之情，一
起再来背诵《木兰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