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一语文必修四教案电子版(精选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该
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
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高一语文必修四教案电子版篇一

1、提高对感受与思考生活的认识，增强感受与思考生活的自
觉意识，高一册第一单元作文同步训练设计。

2、掌握感受与思考生活的方法。

3、表达（写作）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感受与思考。

题目：回忆自己生活中感受最深的一件事、一个人物、一个
场面或一个镜头，讲给同学听。

要求：按照口语表达的要求，运用口语表达的一般技巧。

活动：按小组，组员轮流讲演；每小组推荐一至二名表达较
好的，进行全班讲演。

指导：作文是精神产品，反映着作者的思想和感情。因此，
任何一篇佳作，都具有独创性。这独创性，可以反映在题材
的发掘和思想认识的深刻上，也可以反映在构思、手法和语
言的新颖上，但基础则是作者在生活中有自己的独特感受和
发现。有了独特的感受和发现，才可能有深刻的思想、新颖
的构思、鲜活的形象。所以，有自己的感受和发现，是作文
的开始。可以说，没有对生活的真实的感受，就不可能写出
个性化的作文。因此，我们要提高对感受与思考生活的认识，
增强感受与思考生活的意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写出个性
鲜明的作文。



训练感受能力，首先要解决的是感受什么的问题。许多学生
都会觉得生活是那样平淡无奇，没有什么值得可感受可写作
的素材。其实，生活中什么都可以成为感受的对象。一个自
然的景象，一件实物（如建筑物、实用东西等），一件细微
的小事，一个小小的微笑，一丝淡淡的思绪，生活中人们的
一句话（哪怕是只言片语），一个细节，一幅图画（包括新
旧照片等），一篇文章或文中的一段话、一个句子、一个词
语，一个历史人物，一个历史事件，这些都能引起无限遐想，
引发某种感受，成为感受对象，甚至成为写作的契机和切入
点。并不一定非要什么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精彩场面、奇
妙情景才能引发感受，成为感受的关注点，高中三年级语文
教案《高一册第一单元作文同步训练设计》。无数写作实践
表明，能给人深刻感受的事物往往很平凡，甚至微不足道。
关键是要做生活的有心人，随时留意周围的人和事及其带来
的种种感受和发现。一位腿部受伤的同学，只能用一只脚走
路，教室、寝室都在七楼，就这样每天来来往往，可很少有
人去留意，似乎司空见惯，与己无关。但有一位同学注意到
了，感受到了这位同学身上表现出来的毅力和精神，在周记
中讴歌了这位同学，说出了自己的感受和受到的启发、教育。
这就是感受。

当然，生活中的感受对象不同，感受的重点和方法也就不同。
一般来说，感受对象大致可分为这几类：自然景观、实物、
人事、图画、内心世界等。例如对自然景观的感受，重要的
是要以审美的态度、审美的目光去感知，在情感的催化下引
起审美联想和想象，从而达到对感受对象美的感受和领悟。
对实物的感受，则要以科学的态度、现实的目光去感知对象，
它需要运用分析、综合、比较、分类等方法去把握对象的特
征，并探究对象的因果联系，从而认识这一事物是什么而不
是什么，其原因又是什么，由此引发对现实生活的感悟。

这里还要强调一点的是，观察与感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观察着眼于外界的客观存在，以获取外界信息为主要目的；
而感受是由外界事物的影响而产生的一种心理活动，它以观



察为前提，是对观察所得深化为内心情感上的体验，是一种
内心细腻、微妙的情绪和感情的波动。但两者都要以人的感
官作为必要的生理条件。

1、生活是一本书，一本丰富多彩、酸甜苦辣样样俱全的大书。
那里藏有挖之不尽、取之不竭的宝藏。请你仔细回忆你生活
中感受最深的一幕，把它记录下来。题目自拟，文体、字数
不限。

2、许多同学觉得生活很平淡，“三点一线”，没有什么可感
受可写作的素材。其实，在我们的校园生活中，同学的一句
话、一个眼神，老师的衣着变化，天气的阴晴冷暖变化，课
文中的一个精彩词句或插图，等等，都可能引发你的无限感
受。关键是你要做生活的有心人，养成细致了解和认识生活
的习惯，培养感受和思考生活的意识。请你就课文中的某一
幅插图作仔细的观察，用说明的方法写一段文字，客观地把
它介绍给读者；然后，仔细回忆一下你在观察中获得了哪些
认识和情感体验，感悟到了一点什么，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

完成后，请认真比较两文，看看有何异同。请你用理性的文
字把这些看法和认识记下来。不必面面俱到，只谈你自己独
到的看法。

高一语文必修四教案电子版篇二

《雨巷》教案(人教版高一必修教案设计)

一、教学目标：

1、体会诗歌创造的朦胧迷离、低回动人的意境。

2、体会“丁香姑娘”的象征义。

二、教学设计：



（一）教学难点、重点

1、把握中心意象：丁香姑娘。

2、体会丁香姑娘象征意义。

3、体会诗歌创造的意境。

（二）教学方式：感悟式、诵读法、启发式。

（三）课时安排：一课时。

（四）预习要求：熟读课文。

教学过程

一、导入

在我们的人生中，总有一些最难以忘怀的往事，那幽静的小
巷，如烟的丝雨，含着忧愁的少女，不是都能打动我们内心
深处最柔软的记忆么？那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戴望舒的雨巷，
去体会那不可言说的美。

二、诗人简介

戴望舒，著名的诗人和文学翻译家，是30年代“现代派”的
代表诗人，和徐志摩、闻一多、穆旦、卞之琳等著名诗人是
同时代的人。《雨巷》是他的代表作，创作于1927年，初一
面世，即以它章节的优美而为人称道。叶圣陶盛赞这首
诗“替新诗的章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下面由老师给大
家朗诵这首诗歌，老师读的时候，请同学们注意老师的语调、
语速和停顿，并思考这首诗歌描绘了一个怎样的场景？这个
场景的主体是什么？）

三、诗歌赏析



生1、描绘的画面：在细雨迷蒙中，我走在一条幽深的小巷中，
逢着了一个美丽的丁香一样的姑娘，她走近我，却又从我身
边飘过，消失在我的视野里。

生2、画面主体是“丁香一样的姑娘”。

2、丁香一样的姑娘是什么样的姑娘？这就要弄清楚“丁香”
是什么了。

（展示丁香图片）

这就是丁香，它多为白色或紫色（白色象征纯洁，紫色象征
高贵），颜色素雅，一点都不轻佻，常常赢得洁身自好的诗
人的`青睐。丁香花开在4、5月的暮春时节，有淡雅细沉的香
气，虽花形姣好，却极易凋谢，容易引起多愁善感的诗人们
的伤春之情。在我国古典诗词中，丁香是一个常见的意象。

（展示丁香诗）（生齐读）在这些诗词中，与“丁香”连在
一起的词语是什么？

（愁、恨）可见在古典文学中，丁香象征着美丽、高洁和愁
怨。丁香一样的姑娘就应当是像丁香一样的吧。

3、（生读2、3节）看一看诗中的姑娘又是怎样的一个形象。
（分析第2节）。这个姑娘，她像丁香一样美丽，品行高洁，
却又像丁香一样忧愁，她“哀怨又彷徨”，“哀怨”是从什
么角度来描写姑娘的？（神情）此二节诗中类似的词又有哪
些？（冷漠、凄清、惆怅）。“彷徨”是从哪个方面来描写
姑娘的，（动作）此二节诗中类似的词又有哪些？（彷徨、
行、撑着油纸伞）。从神态和动作这两个方面来表现这个姑
娘，可见作者关注的不是姑娘的外在，而是她的内在。

油纸伞象征着怀旧、神秘、迷蒙，给全诗凭添了一份冷漠、
凄清的氛围，烘托了姑娘的形象，让人可以想见这个丁香一



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撑一伞风雨中独自彷徨黯然神伤的形象。

5、诗歌之中的油纸伞，可不只出现了一次。大家找一找，总
共出现了几次？（3次）都在哪几节中（1、3、7节）（生读
此三节），是握在不同的三个人的手中吗？（不是，只有姑
娘和“我”）。

“我”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生再读第一节）从第一节
来看，我是一个孤独的彷徨者。“彷徨”是从哪个角度来
写“我“的？（动作），此三节中类似的词有哪些？（彳亍，
撑伞），这些动作，几乎和姑娘的一样。那么他的神情也是
和姑娘一样的吗？找出表现“我”神情的词语。

从这里可以看到，“我”和姑娘的“一样”，是心灵的契合，
所以我们才有相同的动作和神情。对于这样一位同“我”一
样，有相同动作和神情的姑娘，我怀有一种怎样的情感？
（生回答：期盼向往），找出体现这一情感的句子（在首尾
两节）。

姑娘对我也有同样的情感吗？（生读4、5、6），找出表现动
作的词语。（走近dd飘过dd走尽dd消散）。

这个淡雅秀丽、气质忧郁的丁香一样的姑娘，她像梦一般地
走近了我，却又像一声飘渺的的叹息，从我身边飘过，渐渐
走出了我的视野，消失在茫茫的无边丝雨之中，虽然只是惊
鸿一瞥，却在我的心中荡起了层层漪沦。她是如此深深地打
动了我的心，可她又是不易把握的，飘忽的。

6、像丁香姑娘一样，美丽动人却又不在我们身边长久停留而
是很快就消逝的事物，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没有？请举例来说
明。

生回答，师归纳总结：丁香姑娘可能是诗人渴望而终未能得
的爱情，可能是青年时未酬的壮志，可能是年少时青涩的一



个愿望，也可能只是对曾经偶遇的少女倩影的空自怀恋。所
以，丁香姑娘是一切转瞬即逝的美好事物的象征，美好回忆
的寄托。

让我们再一次体会丁香姑娘带给我们的美好感受（生读2、3、
4、5、6节）。

7、我和姑娘相逢在江南丁香花开的暮春时节，相逢在一条飘
着如烟似雾的无边丝雨的小巷。

在小巷之中，除了人之外，还描写了什么景物？（颓圮的篱
墙）。它对营造雨巷这个大环境起到了什么作用？（给人哀
怨、凄凉之感）。

雨巷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生读1、7节），找出体现雨巷
特点的词。

如果这是一个没有下雨的小巷，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凄清、
朦胧）。

雨巷的意境是幽深、寂静而又朦胧的，正是由于诗歌给我们
营造了这样一个意境，才使得那丁香一样的姑娘，孤独的彷
徨者，那把古旧神秘的油纸伞，还有荒芜破败的蓠墙都蒙上
了一层如梦似幻、如烟似雾的轻纱，带给了读者难以言传的
朦胧美。

8、让我们再次欣赏《雨巷》的配乐朗诵，一起体会这如丁香
般美丽忧愁，却又难以言说的意蕴。

四、结束语

戴望舒的这首诗，就像那美丽的蝴蝶，如真似幻的翩跹在我
们的思想里，永无止境地展现着创造的美丽，让我们获得了
很多美的遐想和美的感悟。



板书设计

雨巷幽深、寂静、朦胧的意境

篱墙（哀怨、凄凉）

姑娘

丁香油纸伞

（美丽、纯洁、愁怨）期走近（怀旧、神秘、迷蒙）

盼飘过

向走尽

往消散

“我”（孤独的彷徨者）

张祖涛

高一语文必修四教案电子版篇三

读懂文章，了解文章大意，解决生僻词语。

二、预习内容

(1)概括每一部分的主要内容。

(3)对于“两代人的矛盾”，杨子提出了那些观点?你的看法
是什么?

课内探究学案



一、学习目标

1.正确认识对亲情、两代人的矛盾、读书、青春等问题的基
本看法，并能结合自我体验，对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2.能用自己的语言阐述一些富有哲理的句子的含义;通过活动
体验，学会用对话的方式与父母、师长及同辈人进行心灵沟
通。

3.懂得珍惜青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教学重点难点

1、认识理解两代人的矛盾。

2、总结概括能力的培养、体会父母对儿女的理解。

二、学习过程

探究一

1、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父亲有哪些人生难忘的体验?

2、回忆交流父母在养育自己的过程中的一些感人的片段。

探究二

作者在文中提及的两代人之间产生矛盾的原因是什么?

探究三

看了文章以后，结合自己的生活体会，你对文章当中的那些
句子感兴趣?

杨子说：“十八岁使我想起初长彩羽，引吭试啼的小公鸡，



使我想起翅膀甫健、开始翱翔于天空的幼鹰，整个世界填满
不了十八岁男孩子的雄心和梦。”根据你对“青春”的理解，
仿照上面的句子写一段话。

高一语文必修四教案电子版篇四

一、学习目标

1、阅读文本，理解作者对小狗包弟的感情变化及其原因。

2、品味文本，感悟作者敢讲真话、敢于自责的精神。

二、学习方法

自主学习(课外搜集关于“_”的资料，课上自主思考、主动
探究、解决问题。)

合作研讨(同学之间、小组之间交流讨论，共同研读文本。)

三、学时安排

1课时

四、学习过程

(一)交流导入

采用交流感染的方法导入新课学习。先让学生结合课前资料
的搜集，介绍自己所知道的“_”，在此基础上，教师再带有
感情地补充介绍，帮助学生进入情境：

这场运动堪称“十年浩劫”，多少无辜的人惨遭杀害，多少
千年古迹毁于一旦。那是一个非人的疯狂的年代，亲友疏远，
人情殆尽。作家秦牧曾这样记述“_”期间在广州街头的所见：



“人们咬着匕首，抬着尸体_。”“一天早上，当我走回报社
的时候，一路看到在树上吊尸的景象。那些尸体，大多是被
打破头颅、鲜血迸流的。在一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一段路程
中，我竟见到八具这样的尸体。”可见，这是一个多么_的年
代，人的生命贱如草芥、一钱不值，人性被扭曲变形，就连
无辜的对人忠诚亲近的小狗也难逃一劫。让我们一起走进
《小狗包弟》，共同感受那段历史，感受作者巴金对往事的
反思与追忆。

(出示“学习目标”)

(二)整体感知

1、自由地放声朗读课文，整体感知课文内容，理清作者思想
感情变化的线索。

2、小组合作讨论。

(1)小狗包弟有过哪些经历?

(2)随着包弟经历的发展，“我”的思想感情有什么变化?

讨论交流后，请小组代表发言，教师总结明确：

包弟的经历“我”的感情

被转送给“我”高兴

||

与“我们”亲密相处快乐

||



被追杀忧虑

||

被解剖歉疚

(三)主体研读

1、教师导学。

对于一篇文章，在整体感知后，重要的是对其精彩部分进行
研读，这样才能对文章所表达的深刻内涵有更深入的体会。

请学生找出自己在阅读中感触最深的一两处文字做圈点批注，
给大家谈谈自己的感受，有感情地朗读。

2、自主研读。

3、探讨交流。

示例：

(1)以前看见包弟作揖，我就想笑，这些天我在机关学习后回
家，包弟向我作揖讨东西吃，我却暗暗流泪。

(一“笑”一“流泪”，前后形成鲜明对比，更加体现了作者
内心的痛苦。朗读时，要体现出无助、痛苦的情感。)

(2)即使在“说谎成风”的时期，人对自己也不会讲假话，何
况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
它表示歉意。

(作者于质朴简洁的语言中，道出了自己的真情，毫无保留，
毫无掩饰。这体现了他勇于解剖自己、敢于讲出真话的精神。
朗读时，“不怕”一词要重读，要表现出坚决、无畏的态



度;“表示歉意”要读出深深自责的情感。)

……

(四)引导探究

提出问题，组织研讨，感悟作者敢于讲真话抒真情的精神，
理解文章主旨。

以小组为单位合作探究，教师参与讨论。

1、你认为巴金是怎样的一个人?

2、作者为什么要以一条小狗来反映“_”的现实?

各小组选派代表发言，教师总结：

“_”中，巴金也是受害者之一，“_”结束后，他勇于反省，
对包弟表示深深的歉意和忏悔。他严于解剖自己，敢于讲真
话，为人真诚正直，是一个值得人们敬佩的人。

以一条小狗来反映社会现实，这样写一来是提醒我们，小狗
虽小，却也是一条生命，善良的生命应该获得生存权。第二，
写一条小狗的遭遇，反映连一条狗都不能逃过劫难，更能体现
“_”时代任何生命都不能免受侵害的现实。这也体现出
了“以小见大”的写作特点。另外，包弟的遭遇和作者的那
一段历史是分不开的，写包弟也是为了表现自己的心灵历程。

(五)随机拓展

1、学生提出值得探讨的问题，全班讨论。

【让学生自主质疑，再提出来全班讨论，培养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能力。】



2、布置课外阅读巴金《随想录》。

【扩大阅读量，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巴金的思想。】

(六)及时反思

1、请同学们谈谈学了这节课后自己有什么收获。

【通过反思，使学生巩固对本节课的认识，也能培养学生积
极反思总结的良好学习习惯。】

高一语文必修四教案电子版篇五

雨巷(人教版高一必修教案设计)

教学目标：诗歌的意象、情感；形象思维在诗歌中的运用；
感受“幽怨、凄美”的美学特征。

教学重点：诗歌的意象、情感

教学难点：形象思维在诗歌中的运用

课型：新授课

教法：教师提示，学生动手，动脑

教学过程：

我首先在黑板上写下了“雨”字，问：“当同学们看到这个
字的时候，有什么感受？”教室一片静默。没有一个同学能
回答，还有的同学一脸茫然。只有一个同学回答：“麻
烦！”“是啊，就是麻烦，烦燥。除此之外呢？”教室里又
是一阵沉默。终于没有人发言。“我出道选择题，当你看到
雨这个字的时候，你是高兴还是悲伤还是忧郁？”“忧



郁！”同学们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它。“是的，雨，总是带给
我们一些莫名的忧郁，无可名状的哀伤。”那么“巷”呢？
教室里更加安静，没有一个学生回答。“巷，在北方，被称
做小胡同，南方称做弄。就像南北方人一样，南北方的胡同
也不尽相同。北方胡同像北方人，直来直去，如果是斜街，
就注明。南方的胡同有什么特点呢？我们通过柯灵的《巷》
来回答。”“江南的巷，像一篇飘逸恬静的散文，一幅古雅
冲淡的图画，有如古代的少女，优娴贞静。”“江南的小巷，
又深又长，一个人耐心静静走去，要老半天才走完。它又那
么曲折，你望着前面，好像已经堵塞了，可是走了过去，一
转弯，依然是巷陌深深，而且更加幽静。那里常是寂寂的，
可以清晰地听到自己的足音。”现在请同学回答当你看
到“巷”字时的感受。“寂静。”同学们异口同声。“在如
此忧郁的天气里，在青石板铺就的小巷中，会发生怎样的故
事呢？让我们共同走进戴望舒的《雨巷》。

首先请同学朗诵这首诗。”一个同学起来朗诵。“从这位同
学的朗诵中，你能听出作者的感情吗？”没人回答。只好又
是选择题。“兴奋、愁怅、哀伤”。学生们做了选择。没有
人选择兴奋。那么这种忧郁之情，作者在文中是通过哪些事
物来体现的呢？请同学们找出诗中的事物。

这个过程好像比前几个容易一点，不过也是几经周折，终于
找到了。“油纸伞”“雨巷”“姑娘”“篱墙”。“我们再
看看这些东西各有什么特点”。“油纸伞”：“油纸”
与“有子”谐音，圆形伞面寓意美满、团圆、平安。竹制伞
架寓意节节高升。同学们第一次看到“油纸伞”是在哪部影
视中？“《白蛇传》！”“是啊，自古油纸伞下演绎了多少
经典的爱情故事！油纸伞成了恩爱、浪漫的像征。”“作者
撑着油纸伞在小巷中彳亍着，想要干什么呢？”同学们笑了，
“寻找自己的爱情。”“我们姑且这么认为。”我们再看姑
娘这个意象。这个姑娘像“丁香”一样？那丁香是什么样的？
学生还是不知道。“丁香花纤小文弱，清香优雅。古代诗人
以此立意，写了不少古今传诵的名作，丁香因此也成了古代



诗词中人们熟知的意象之一。”“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
风各自愁。“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丁香被
称做是“愁品”。其实，我觉得紫色本身就是忧郁的.颜色。
女孩子穿紫衣服最漂亮，但很少有女孩子能把紫衣服穿出那
种美感来。所以，这是一个带着愁绪的身穿紫衣的姑娘，她
清幽脱俗，忧愁哀怨。“像我一样。这女孩子也撑一把油纸
伞，是不是也在寻找自己的爱情？”这两个忧伤的人在蒙蒙
的细雨中相遇，同样的哀怨，同样的找寻，却又是同样的擦
肩而过”

从这些意象当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一种怎样的氛围？

凄清、冷漠、愁怅。

这又能体现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呢？哀怨、惆怅、迷茫--失
望、彷徨。

请看，在诗中出现的事物就叫做诗歌的意像。由诗歌意像的
特点或感情营造出来的这种氛围就叫意境。一切景语皆情语。
这些意境又是为了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所以这三点是一一
相扣的。

通过这首诗，我们了解了作者通过各种意象构成意境来表现
作者思想感情的方法，体会了作者失望、迷茫的感情，明白
了诗歌的术语：意象、意境。现在留课下作业：

预习《再别康桥》，做练习册1-5题；画出文中的意象；理解
作者的思想感情。

课后反思

王红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