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与地坛说课稿十分钟(通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我与地坛说课稿十分钟篇一

1、课文地位

《我与地坛》是全日制普通高中第一册第二单元的一篇自读
课文。高中第一册的重点是在初中学习的基础上，通过学习
我国现当代文章、外国文章、中外文学作品和我国古代散文，
着重培养学生理解文章的能力、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和阅读
浅易文言文的能力。第一单元里已经学习了诗歌的鉴赏方法，
第二单元的学习重点是鉴赏散文。《我与地坛》之前的两篇
课文《荷塘月色》《我的空中楼阁》都是写景抒情散文的名
篇，学生在学习时也初步懂得了散文鉴赏的基本方法：通过
解读语言文字来感受作品中呈现的物象，进而感受作者的思
想感情；并且尽可能了解作者自身的方方面面，了解创作的
时代背景更深层次地把握作者蕴涵在文章中的情感。除此之
外，要注意学生的个性感受，鼓励学生真正走进作者的境界
中，与作者同欢喜，共忧患，理解作者，感受作者的情怀。

《我与地坛》是一篇写景与叙事相结合的散，作者将自己的
独特感受融进对古园的景物描写之中，这种描写很有作者的
个性、人格的印记，在景物描写中抒写人生感怀和人生思考，
；作者的语言无论是叙事写人还是绘景状物，无论是描摹心
态还是抒发感悟，其表现力都是很强的，语言的运用在平缓
沉毅中见机智。因而学习本课，除了进一步落实并掌握鉴赏
散文的方法外，还要引导学生走进作者的内心，去思考、去
探讨作者在文中触景生情，对生死问题的深沉思考与明智选



择和对母爱的感怀、对亲情感受。此外，本文也有他思想教
育价值：可以引导学生如何正确对待生与死的问题，如何对
待自己的生身父母，如何提高心理素质，着意培养坚忍不拔
的一意志品质，克服脆弱，增强心理承受能力，避免过激举
动，预防发生意外等等。

2、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

（1）整体把握课文内容的基础上，理解“我”“地坛”“母
亲”三者的关系，进而理解作者对生死和亲情的感悟。

（2）将古园的景物描写作者的特殊的生活挫折结合，把握作
者蕴涵在文章中的情感。

（3）品味评价沉静、抒情的语言特色。

（4）引导学生关注生命、关爱亲人、冷静对待挫折、增强心
理承受能力等。

教学难点：

（1）理解“我”、“地坛”、“母亲”三者的关系，。

（2）品味评价沉静、抒情的语言特色。

根据本文的特点和大纲对自读课的要求，准备采用自学、讨
论、探究等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主动性，激发学生争做学
习的主人。具体措施如下：

1、完成“整体把握课文内容时”，采用自读课文、讨论交流
的方法，由题目“我与地坛”，文章第一部分写我的不幸遭
遇及我对“死”及“活”的思考，第二部分写了“母亲”，
对全文进行整体的思考：文章是怎样将“我、地坛、母亲”



三者联系在一起的？这三者之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指导学
生养成抓住关键的人或物，获取相关信息来整体把握文章内
容的习惯，并在和同学的讨论交流中培养自己阅读获取信息
的能力。

2、完成“理解作者对生死和亲情的感悟”时，采
用“读”“议”结合的方式，让学生在反复朗读相关语句的
基础上，结合作者的处境，进行换位的思考，通过与同学交
流碰撞，理解作者对生死和亲情的感悟。

3、完成“把握作者蕴涵在文章中的情感”和“品味评价沉静、
抒情的语言特色。”时采用探究式，让学生找出自己最为欣
赏的一两出语言，读一读，并说一说它美点，并模仿着写出
一两个句来。寓思维训练于听、说、读、写之中，提高阅读
分析鉴赏能力，把个人钻研与小组讨论结合起来，互相补充，
群策群力，使知识转化为能力。

4、完成“引导学生关注生命、关爱亲人、冷静对待挫折、增
强心理承受能力等”这一情意目标时，联系中外名人：贝多
芬、孙滨、司马迁、张海迪等人的事迹来思考生命和人生及
冷静对待挫折增强心理承受能力；联系书写母亲的诗孟郊的
《游子吟》等，以及当今的一些通俗流行歌《真的爱你》
《懂你》等来感受母爱的伟大，亲情的可贵。

高一年级的学生在初中阶段的基础上，对整体把握文章、欣
赏文章已有所理解，但阅读获取信息的能力以及结合作者的
实际生活、深入作者心灵真正理解文本、比较深入的说出文
章语言的美等方面还是有所欠缺。有相当一部分的学生的自
学能力较弱，自学方法是简单的雏鸟吞食的方法，对老师的
依赖性强，没有掌握自学的方法，容易厌倦，思考问题缺乏
一定的深度，满足与肤浅的认识，为此，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学法的指导：

1、用设疑促思的方法，引导学生由题目入手，带着“内容如



何体现题目”的问题去阅读文章，深入理解课文内容，养成
边读书边思考问题的好习惯。

2、通过抓关键语段，分析“我”与地坛、母亲的关系，体会
作者“对生命、对生活、对母爱”的感悟，养成抓中心段、
中心句来体会文章所传达的作者的思想情感的阅读方法。

3、读书养成摘抄的优美语句的习惯，并通过反复朗读，从抑
扬顿挫、修辞、句式、表达的感情、所寄托的寓意、遣词造
句的准确形象生动等用所掌握的赏析语言的方法去品味的语
言。在此基础上进行模仿（即仿写句子），养成“学以致
用”的好习惯。

3、通过联系生活阅历来思考生活、思考人生，注意联系生活
来学语文，养成“在语文中学生活，在生活中用语文”的学
习习惯。

（一）导入：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命
运叵测，人生道路上，不幸有时会从天而降。面对不幸，有
人一死了之，有人奋发图强，但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一段内心
的挣扎。今天，我们就来感受我国当代著名作家史铁生在
他21岁时响应号召赴陕西务农，因积劳到残而下肢瘫痪后的
一段心路历程。

（二）整体把握课文

学生自读课文，要求：读文章后，就文章内容提出一个问题，
用一个问题将题目及两部分内容联系起来。

（三）探讨“我、地坛、母亲”三者的关系，理解作者对生
死和亲情的感悟。

1、 1、学生研读第一部分，探讨“我”与地坛的关系。（注
意结合具体语句进行探讨，即注意文本的解读）



讨论后明确：（1）、“我”残废之初，悲痛欲绝，感到前途
的暗淡渺茫，以至于一次次在死亡的边缘徘徊，偶然地来到
这个荒芜冷落的古园，古园映照着“我”的生活，感受
出“我”内心的苦痛，理解“我”迷茫的心情，可以说地坛的
“荒芜冷落得如一片野地”的景物特点与“我”的苦痛、迷
茫的心境相似。因而在“我”可以在地坛躲避残酷的现实生
活，可以在地坛那里疗伤。

（2）、地坛的“荒芜但不衰败”，的特点，使“我”从中受
到生命的启示：园中的小昆虫蜂儿、蚂蚁、瓢虫、蝉，他们
虽身处逆境，但并不颓废、消极，他们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
那份生命的喜悦；还有那“祭坛石门的落日，寂静的光辉被
映照得灿烂” 、“雨燕的高歌”、“冬天雪地上小孩子的脚
印”等生机勃勃的景象为世界增添了一份活力和亮色，正是这
“荒芜但不衰败”，的园子，引发了作者对生命的思考，并
从中获得启示：人生就是一种不可捉摸的命运的造就，包括
生命中最不堪的残酷与伤痛也都是不能选择的必然，人对于
超越个体生命的外在力量所设定的事实显然没有任何改变的
余地。但生命的真谛在于把握自我，因而“我”选择用积极
的人生观战胜了消极颓废的思想，并走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坚定地迈上了新的人生道路。

（3）、“我”深爱着地坛，因为地坛与我的缘分，还因为地
坛的荒芜与我的心境相似，更因为“我”在地坛时，地坛的
富有生机的景物引发了“我” 对生命、生活的思考， 并中
从中感悟到生命的真谛。

2、 研究第二部分，理解母亲给予了“我”什么？

1、 （ 1）、母亲给予了“我”生命，但她除了千千万万的
母亲那样关爱自己的子女之外，面对残疾的儿子，她还要坚
强的意志和惊人的毅力去承受巨大的压力，以行动感染熏陶
残疾的儿子 ：“她知道我心里的苦闷，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
走走，知道我要是老呆在家了结果会更遭，但她有担心我一



个人在那荒僻的园子里整天都想些什么。”“母亲知道有些
事不宜问，便犹犹豫豫地想问而终于不敢问”“她情愿截瘫
的是自己而不是儿子，可这事无法代替；她想，只要儿子能
活下去，哪怕自己去死呢也行，可她又确信一个人不能仅仅
是活者，儿子得有一条走向自己的幸福；而这条路呢，没有
谁能保证她的儿子终于能找到。——这样一个母亲，注定是
活得最苦的母亲。” “她思来想去最后准是对自己说：反正
我不能不让他出去，未来的日子是他自己的，如果他真的要
在那园子里出了什么事，这哭难也只好由我来承担。”

（2）、母亲给我的是无私奉献和毫不张扬的爱 ：“曾经有
过好多回，我在这园子里呆得太久了，母亲就来找我。她来
找我又不想让我发觉，只要见我还好好地在这园子里，她就
悄悄转身回去。”有一回我坐在矮树丛中，树丛很密，我看
见她没有找到我；她一个人在园子里走过我的身旁，走过我
经常呆的一些地方，步履茫然有急迫”

（3）、母亲使“我”获得了人生启示：母亲苦难的命运、坚
韧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为儿子承受一切苦难，为儿子献
出一切，坚定地活下去。也就是说，母亲的活法、母亲对待
苦难的态度，母亲给予儿子的爱，让“我”明白了面对苦难
应该怎样活下去，让“我”体会到亲情的可贵，使我在母亲
去世后“设想母亲的心理、写小说回报母亲、整日怀念母亲 、
痛恨自己的倔强羞涩”。所以“母亲”是我亦即作者史铁生
生命的航标。

3、“地坛”与“母亲”有什么联系?地坛和母亲给予“我”
的有什么异同?

讨论后明确：“现在我才想到,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
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
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
也有过母亲的脚印”——处处的脚印,也就是处处的关爱与牵
挂.暗示出“我”的成长处处都离不开母亲的启发,就如同地



坛给予“我”的生命的启示一样,在我的心中,母亲已经和地
坛融为了一体,和作者的坚韧果毅的生命融为一体。

相同点：都在我面对人生不幸、在最最困难、最最低落时给
予我慰藉,给予我帮助，并启迪着我勇敢地面对生活。

不同之处是：地坛的一草一木及其他的景物描写触发我的感
觉,让我感悟生命;给予我生命的启迪,而母亲同给我的更多的
关注,承受别人所不能承受的苦痛,却又坚定地活下去,她的苦
难的命运、坚韧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为儿子承受一切苦
难，为儿子献出一切，她的对待苦难的态度，她的活法,给予
我生活和生命的启迪.从这个意义上讲,母亲用她的生命来启
迪我,这是与地坛所不同的。所以作者说：我爱地坛,更深爱
我的母亲。

（四）品味语言。

要求学生找出自己喜欢的语句，并通过反复朗读，从抑扬顿
挫、修辞、句式、表达的感情、所寄托的寓意、遣词造句的
准确形象生动等角度去品味语言，并模仿着自己创作一句来。
（小组合作完成）

（五）引导学生关注生命、关爱亲人、冷静对待挫折、增强
心理承受能力等。

1、联系贝多芬、海伦凯勒、司马迁、张海迪等人的例子来谈
谈关注生命，冷静对待挫折、增强心理承受能力等问题。

2、联系书写母亲的诗如孟郊的《游子吟》等以及当今的一些
通俗流行歌：《真的爱你》《懂你》等来感受母爱的伟大，
亲情的可贵。

（六）播放歌曲《真的爱你》及钢琴曲《命运交响曲》结束
本节课，在美妙动人、振奋人心的音乐声中，激发学生再次



感受亲情的可贵，并树立“扼住命运的喉咙”、与命运抗挣
的生活态度，奏响命运的乐章。

板书设计主要体现教学的重难点：理解“我”与地坛、母亲
的关系：

我 与 地 坛

史铁生

深爱地坛 深爱母亲

我

感悟生命 感受亲情

说课方案的自我评价：

本课的设计主要抓住了题目所涉及的内容要
素：“我”、“地坛”、“母亲”三者的关系作为深入文本、
探究文本的突破口，深入理解作者的心灵世界，体味他与地
坛和母亲的情感，理解他从地坛的景物描写中、从母亲的平
凡和琐屑的实践中感悟生命、感悟亲情，完成此环节之后，
下面的语言品味及情知教育则水到渠成，可以说起到了“牵
一而发动全身”的作用。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因素，本说课
稿诸多方面不尽人意：如对课堂中学生会出现的问题没有预
先设想；板书的设计欠艺术性和高度概括性等。恳请指正。

我与地坛说课稿十分钟篇二

深爱地坛深爱母亲

我



感悟生命感受亲情

说课方案的自我评价：

本课的设计主要抓住了题目所涉及的内容要
素：“我”、“地坛”、“母亲”三者的关系作为深入文本、
探究文本的突破口，深入理解作者的心灵世界，体味他与地
坛和母亲的情感，理解他从地坛的景物描写中、从母亲的平
凡和琐屑的实践中感悟生命、感悟亲情，完成此环节之后，
下面的语言品味及情知教育则水到渠成，可以说起到了“牵
一而发动全身”的作用。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因素，本说课
稿诸多方面不尽人意：如对课堂中学生会出现的问题没有预
先设想；板书的设计欠艺术性和高度概括性等。恳请指正。

我与地坛说课稿十分钟篇三

一、文本概括

课文节选的是《我与地坛》中的第一第二两个部分。所选部
分涉及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作者在突遭不幸双腿瘫痪后对
于生死的深沉思考，一个问题是作者悔恨在母亲过早去世后
才理解了母爱的无私与伟大，文章有一定的哲理意味。

二、教学要求

1、理解文中景物描写与作者对生命的思考之间的关系。

2、找出文中富有诗意和哲理的语句并加以品味。

3、找出文中具体的语句，说明史铁生母亲在地坛公园寻找儿
子的心理。

三、评课要点



今天林薇薇老师在高一（10）班进行了《我与地坛》的公开
课，教学重点是学习文本第一部分，引导学生读懂全文并抓
住课文中心，即“我与地坛的宿命缘分关系”，然后由这个
重点挈领全文，让学生去感受地坛的“荒芜并不衰败”，感
受地坛的遭际与古园的生机勃勃、生生不息，从而感受地坛
的沧桑坚忍与自然中微小生命个体的怡然自得，以及我在其
中所悟。教学内容的选择是准确的，整个过程也关注对文本
语句的诵读和赏析。

一篇散文的教学如何设计？课堂教学过程中如何做到起承转
合自然？形散神聚的散文如何选择有效的点作为切入口？听
完薇薇老师的课后我思考良久，下面谈谈个人粗浅的想法：

散文，既没有小说那样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也没有诗歌那
样动人的韵调节律；它所写的，常常是作者平日生活中的琐
碎见闻，点滴感思，构思不拘一格，行文又信笔而书。对于
教材提供的文情并茂的散文佳作，怎么教才能充分展示文本
之美，激发、满足学生的认知需要、情感需要、审美需要，
培养和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提升文化品位和审美趣味。

（一）创设情境

“入境动情”的开讲能一下子抓住学生，营造良好的课堂气
氛，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欲望。奠定感情基调，让学生迅速进
入角色，使学生的情感与作品的情感积极交融，产生强烈而
深厚的情感反应。

（二）抓关键句

本文第一部分写我与地坛的故事，由此可以引出这样的问题：

（三）深度挖掘

散文教学应该本着三个层次：文字——文学——文化。本文3、



5、7段的景物描写是教学的重点，应该运用多种手段赏析文
段，利用微课告知学生景物描写的技巧及作用，反复诵读品
析，咀嚼语言，推敲语言，品味语言，感知地坛形象，把握
史铁生的情感变化或心路历程，形成共识，地坛已成了史铁
生的精神家园，是地坛的力量让他体悟到生命的不息与冲动，
领悟到生命的意义！

散文教学是语文学科教学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构成，中学语
文新教材所选入的中外散文作品，大多情意浓厚，文辞优美，
构思缜密，语言富有情感和哲理，在一个广阔的空间中再现
了人类丰富多样的情感世界，凸现了异彩纷呈的艺术表现形
式。只有引导学生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探索作品的丰富意
蕴，解读和鉴赏这些文学作品，培养和提升学生的审美趣味，
才能真正体现出语文学科对人文的归属。

我与地坛说课稿十分钟篇四

各位评委、同仁们：

下午好。今天我说课的题目是《感悟生命，品味生存》，把
我对史铁生《我与地坛》这篇散文的教学设计理念及其教学
设计给大家谈谈，稚嫩与不足之处恳请各位批评指正。

教学设计理念

《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语文是人类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于漪老师也说：“没有人文，就没有语言这个工具；舍弃人
文，就无法掌握语言这个工具。”高考话题作文的内容已经
开始涉及到心理学、哲学的内容，这就必然要求我们教师培
养的学生要有较高的语文素养，尤其要具有一定的思想内涵
和文化修养。基于这样的教学理念，我设计让学生“感悟生
命，品味生存”这一思想主题的同时，也落实把握文本“借
景抒情，融情于景”的写作手法与语言的涵咏。



解读《我与地坛》

《我与地坛》是高中语文第一册第二单元中国现当代散文、
外国散文中的一篇，是一篇自读课文。高中语文分别在第一
册和第三册共安排了了三个单元的散文教学，其中第一册的
散文教学要求要使学生在初中散文学习的基础上对散文的欣
赏能力有所提高。这个单元的散文教学重点是在整体把握思
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基础上，品味散文的语言，赏析散文的
表现手法。在二单元的前两篇散文中我已经教给了学生学习
鉴赏散文的基本方法，针对《我与地坛》这篇自读课文，我
将着重培养训练学生快速阅读文体的能力。抓住核心内容，
了解文本特点。

《我与地坛》（节选）这篇散文第一部分写地坛，写自己在
地坛对生命的思考和感悟；第二部分写母亲，写自己感受母
爱后对生存有了更深层的领悟。这篇课文最突出的艺术形式
是借景抒情。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决定了这篇课文解读的核
心内容是感悟生命，品味生存；学习并借鉴借景抒情的写作
手法。

解读学生：

初中阶段学生已经接触到有关生命话题材的文章，如张晓风的
《敬畏生命》、蒙田的《热爱生命》。现实生活中也了解一
些像张海迪、海伦·凯特等勇敢挑战生命的人物，所以对于
史铁生的人生经历叙述有一定的认知基础。结合高中学生对
生命的意义与生存的价值开始进行深入思考这一现实，及其
学生平时学习生活中的态度与表现，我想通过史铁生的人生
经历让学生明白：苦难增加了生命的厚度，赋予生命凝重悲
壮的色彩，人，就应当在这冰冷而又燃烧着的有限世界中带
有伤痛地生活。痛苦，有时是证明我们活着的惟一方式。痛，
并快乐地活着。……总之，给学生一点关于痛苦的哲学观点，
给他们自以为痛苦的高中生活铺垫一点理论基础。



初中阶段，学生已经通过为数众多的散文学习，熟练地把握了
“借景抒情，融情于景”的写作手法，在这篇课文的学习中，
“借景抒情，融情于景”的写作手法本身也不会构成学习的
难度。而关键在于“景为什么能成为情的依凭所在？”这个
问题。学生在解读《我与地坛》时，可能会对地坛为什么能
给予作者生命的启示这里形成阅读障碍，一方面是因为地坛
包蕴的历史内涵与人文精神本身的丰富性；一方面是因为学
生的人生体验与经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由此造就了学习中
的难点，教学过程要视情况给予一定的关注。让每一个学生
都能通过课堂得到不同程度的感悟与启发。

教学课时与教学目标的设计

基于对教材与学生的分析，我安排了两课时完成这篇自读课
文。并设计了如下教学目标：

1、说出作者对生命和生存的理解。

2、找出融情于景、借景抒情的句子若干，品味其中包蕴的情
感。

3、学习此文后，能产生勇敢面对生活的信心，有亲近关心母
亲的冲动。

教法与学法的设计：

教法：启，拔，导

学法：自读感悟、交流讨论，练笔强化。

下面，我重点给大家谈一谈我在第一课时的教学策略及实施
过程。

教学过程的设计：



第一课时：感受生命，品味生存

教学设想：完成教学目标1、3。分四个环节展开。重点放在
第三个教学环节。

第一个教学环节：导语引悬念，激发出兴趣。学生在大目标
的.指引下展开与文本的第一次对话。（约11分钟）

教学步骤如下：

1、教师导语：“有一位青年在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
了双腿，于是，退家静思，努力读书，苦练写作，终于从一
个只有初中文化底子的工人成就了一名颇具哲学家气质的作
家。你们想知道他是如何从痛苦中解脱，完成由工人到作家
的蜕变过程吗？”（教师板书课题：我与地坛）（1分钟）

[设计意图]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指出“……所有智力方面的
工作都要依赖于兴趣。”兴趣对学生学习有促进作用。因此，
我设计导语时尽可能引起学生的阅读文本的兴趣。

2、教师要求学生在5到8分钟内快速阅读全文，并且用几个词
归纳出这篇散文的核心内容。（约10分钟）

[设计意图]《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能“根据不同的
阅读目的，针对不同的阅读材料，灵活运用精读、略读、浏
览、速读等阅读方法，提高阅读效率。”“发展独立阅读的
能力。从整体上把握文本内容，理清思路，概括要点，理解
文本所表达的思想、观点和感情。”因此，我限定阅读时间，
并要求阅读后归纳概括。通过课堂上反复训练，提高学生的
阅读能力。

第二个教学环节：在学生初步感知文本的基础上，出示具体
学习目标后，引导学生展开与文本的第二次对话。（约7分钟）



教学步骤如下：

3、教师出示具体学习目标：（约1分钟）

（1）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作者对生命的理解是什么？

（2）在文章的第二部分，作者在母亲的人生经历中得到的生
存启发是什么？

4、学生第二次深入文本阅读。（约6分钟）

[设计意图]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倡导问题教学法，认为这种
方法可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有利于学生迁移能力的形成，
有利于学生创造性的培养。因此，我向学生出示了具体学习
目标，引导学生独立地深入地探究文本。

第三个教学环节：在学生深入理解探索文本的基础上，展开
生生对话、师生对话。（约20分钟）

教学步骤如下：

4、逐一落实具体学习目标。

（1）落实具体目标1，并给定学习方法：找，读、议。
（约10分钟）

教师在第一个问题的基础上，深入引导学生谈一谈“你对生
命的理解

与史铁生有无相同之处？你对生命的理解是什么？”

[设计意图]由于学生个人经历与人生体验不同，决定了各自
对文本的解读，对生命的理解也不会相同。让学生充分发表
看法，尊重每一个学生的个人体验，重在让每一个学生有所
领悟与体会。贯彻素质教育课堂要面向全体的要求。



（2）落实具体目标2，并给定学习方法：说，议。（约10分
钟）

教师设计了两个小问题，启发引导学生。其问题依次是：读
了文章的

第二部分，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你从母亲的人生经历中得
到的生存启发是什么？重点放在第二个问题，根据学生发言
情况，我适时补充三个素材引导学生感受、品味生存。第一
个是“夸父追日”的故事，第二个是“西西弗的神话”，第
三个是老子的名言“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设计意图]让学生品味到生存的凝重悲壮，明白生命只有在
负重的时候，才能展示出其不凡与可贵，以此消融平时学习
与生活中感受到的挫折与痛苦。通过师生对话，展开心灵的
交流，提升学生的精神与情感。同时也让学生感受到“树欲
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悲哀，产生爱戴母亲的情
愫。实现情感熏陶和思想教育的目的。

我与地坛说课稿十分钟篇五

教学设计理念

《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语文是人类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于漪老师也说：“没有人文，就没有语言这个工具;舍弃人文，
就无法掌握语言这个工具。”高考话题作文的内容已经开始
涉及到心理学、哲学的内容，这就必然要求我们教师培养的
学生要有较高的语文素养，尤其要具有一定的思想内涵和文
化修养。基于这样的教学理念，我设计让学生“感悟生命，
品味生存”这一思想主题的同时，也落实把握文本“借景抒
情，融情于景”的写作手法与语言的涵咏。

解读《我与地坛》



《我与地坛》是高中语文第一册第二单元中国现当代散文、
外国散文中的一篇，是一篇自读课文。高中语文分别在第一
册和第三册共安排了了三个单元的散文教学，其中第一册的
散文教学要求要使学生在初中散文学习的基础上对散文的欣
赏能力有所提高。这个单元的散文教学重点是在整体把握思
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基础上，品味散文的语言，赏析散文的
表现手法。在二单元的前两篇散文中我已经教给了学生学习
鉴赏散文的基本方法，针对《我与地坛》这篇自读课文，我
将着重培养训练学生快速阅读文体的能力。抓住核心内容，
了解文本特点。

《我与地坛》(节选)这篇散文第一部分写地坛，写自己在地
坛对生命的思考和感悟;第二部分写母亲，写自己感受母爱后
对生存有了更深层的领悟。这篇课文最突出的艺术形式是借
景抒情。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决定了这篇课文解读的核心内
容是感悟生命，品味生存;学习并借鉴借景抒情的写作手法。

解读学生：

初中阶段学生已经接触到有关生命话题材的文章，如张晓风的
《敬畏生命》、蒙田的《热爱生命》。现实生活中也了解一
些像张海迪、海伦·凯特等勇敢挑战生命的人物，所以对于
史铁生的人生经历叙述有一定的认知基础。结合高中学生对
生命的意义与生存的价值开始进行深入思考这一现实，及其
学生平时学习生活中的态度与表现，我想通过史铁生的人生
经历让学生明白：苦难增加了生命的厚度，赋予生命凝重悲
壮的色彩，人，就应当在这冰冷而又燃烧着的有限世界中带
有伤痛地生活。痛苦，有时是证明我们活着的惟一方式。痛，
并快乐地活着。……总之，给学生一点关于痛苦的哲学观点，
给他们自以为痛苦的高中生活铺垫一点理论基础。

初中阶段，学生已经通过为数众多的散文学习，熟练地把握了
“借景抒情，融情于景”的写作手法，在这篇课文的学习中，
“借景抒情，融情于景”的写作手法本身也不会构成学习的



难度。而关键在于“景为什么能成为情的依凭所在?”这个问
题。学生在解读《我与地坛》时，可能会对地坛为什么能给
予作者生命的启示这里形成阅读障碍，一方面是因为地坛包
蕴的历史内涵与人文精神本身的丰富性;一方面是因为学生的
人生体验与经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由此造就了学习中的难
点，教学过程要视情况给予一定的关注。让每一个学生都能
通过课堂得到不同程度的感悟与启发。

教学课时与教学目标的设计

基于对教材与学生的'分析，我安排了两课时完成这篇自读课
文。并设计了如下教学目标：

1、说出作者对生命和生存的理解。

2、找出融情于景、借景抒情的句子若干，品味其中包蕴的情
感。

3、学习此文后，能产生勇敢面对生活的信心，有亲近关心母
亲的冲动。

教法与学法的设计：

教法：启，拔，导

学法：自读感悟、交流讨论，练笔强化，

下面，我重点给大家谈一谈我在第一课时的教学策略及实施
过程。

教学过程的设计：

第一课时：感受生命，品味生存

教学设想：完成教学目标1、3。分四个环节展开。重点放在



第三个教学环节。

第一个教学环节：导语引悬念，激发出兴趣。学生在大目标
的指引下展开与文本的第一次对话。(约11分钟)

教学步骤如下：

1、教师导语：“有一位青年在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
了双腿，于是，退家静思，努力读书，苦练写作，终于从一
个只有初中文化底子的工人成就了一名颇具哲学家气质的作
家。你们想知道他是如何从痛苦中解脱，完成由工人到作家
的蜕变过程吗?”(教师板书课题：我与地坛)(1分钟)

[设计意图]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指出“……所有智力方面的
工作都要依赖于兴趣。”兴趣对学生学习有促进作用。因此，
我设计导语时尽可能引起学生的阅读文本的兴趣。

2、教师要求学生在5到8分钟内快速阅读全文，并且用几个词
归纳出这篇散文的核心内容。(约10分钟)

[设计意图]《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能“根据不同的
阅读目的，针对不同的阅读材料，灵活运用精读、略读、浏
览、速读等阅读方法，提高阅读效率。”“发展独立阅读的
能力。从整体上把握文本内容，理清思路，概括要点，理解
文本所表达的思想、观点和感情。”因此，我限定阅读时间，
并要求阅读后归纳概括。通过课堂上反复训练，提高学生的
阅读能力。

第二个教学环节：在学生初步感知文本的基础上，出示具体
学习目标后，引导学生展开与文本的第二次对话。(约7分钟)

教学步骤如下：

3、教师出示具体学习目标：(约1分钟)



(1)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作者对生命的理解是什么?

(2)在文章的第二部分，作者在母亲的人生经历中得到的生存
启发是什么?

4、学生第二次深入文本阅读。(约6分钟)

[设计意图]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倡导问题教学法，认为这种
方法可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有利于学生迁移能力的形成，
有利于学生创造性的培养。因此，我向学生出示了具体学习
目标，引导学生独立地深入地探究文本。

第三个教学环节：在学生深入理解探索文本的基础上，展开
生生对话、师生对话。(约20分钟)

教学步骤如下：

4、逐一落实具体学习目标。

(1)落实具体目标1，并给定学习方法：找，读、议。(约10分
钟)

教师在第一个问题的基础上，深入引导学生谈一谈“你对生
命的理解

与史铁生有无相同之处?你对生命的理解是什么?”

[设计意图]由于学生个人经历与人生体验不同，决定了各自
对文本的解读，对生命的理解也不会相同。让学生充分发表
看法，尊重每一个学生的个人体验，重在让每一个学生有所
领悟与体会。贯彻素质教育课堂要面向全体的要求。

(2)落实具体目标2，并给定学习方法：说，议。(约10分钟)

教师设计了两个小问题，启发引导学生。其问题依次是：读



了文章的

第二部分，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你从母亲的人生经历中得到
的生存启发是什么?重点放在第二个问题，根据学生发言情况，
我适时补充三个素材引导学生感受、品味生存。第一个
是“夸父追日”的故事，第二个是“西西弗的神话”，第三
个是老子的名言“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设计意图]让学生品味到生存的凝重悲壮，明白生命只有在
负重的时候，才能展示出其不凡与可贵，以此消融平时学习
与生活中感受到的挫折与痛苦。通过师生对话，展开心灵的
交流，提升学生的精神与情感。同时也让学生感受到“树欲
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悲哀，产生爱戴母亲的情
愫。实现情感熏陶和思想教育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