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我的空中楼阁 我的空中楼阁教学反思
(实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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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空中楼阁篇一

学无定法，教亦无定法。教学方法既要根据所授课型选定，
同时也要正确判断学生学习情况，而后对选定的教学方法加
以修正，使其真正为学生服务。

朗读是散文学习的重要方法，在朗读中，引导学生走进散文，
走进作者的情感世界，从而达到散文教学的目的。这是朗读
的作用。因此，在我的课堂教学中，我着重于让学生“读”，
以帮助学生更加清晰的了解文章。

首先，是课前导读环节。学生因为是高一新生，内心有强烈
的被认同的渴望。为此，给学生设置课前预习问题，查阅作
者的相关资料、预习生字词既可以最大程度调动学生的学习
兴趣，也可以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在学生课前预习的
基础上，给学生提出‘“空中楼阁”在本文中有何含义’的
问题，旨在实现“课堂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的现代教
育理念，同时引导学生理清文章思路，明确作者心志，把握
文章感情基调。在此环节中，教师对学生的有效评价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环节，教师的正确评价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
热情，有效调节课堂学习气氛。因此，我主张教师的教学评
价中要中肯，找到学生的闪光点，而不要盲目表扬或批评。

其次是诵读质疑环节。此环节的设置在于使学生在课前预习
的基础上细读文章，学生或教师(根据学生的基础和学习能力



判定问题的提出者)提出问题，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讨论回
答，确定正确答案，从而理清文章的整体脉络。在《我的空
中楼阁》教学中，根据本次授课班级的学生学习情况，我提
出以下问题，引导学生理清文章思路。“我的小屋实际上是
什么样的?”“对于这样的小屋，作者是怀着怎样的感情
呢?”“为了写出小屋的美，作者选取了小屋周围的哪些景
物?”“小屋与景物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作者在描绘这
些景物时，观察的角度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层层深入的问
题引导学生进入“小屋”，同时随着作者的观察角度的变换，
感受景物与意境的变化。作者并不是简单的描摹景物，而是
着重于神韵的把握，用大量的笔墨写山、树、花园、天空、
以及“幸福的阶梯”，着意于烘托渲染气氛，把自身乐观旷
达的襟怀与优美的景致和谐交融，使文章读来令人轻松愉快，
这是本环节学生对作者感情的把握，轻松豁达。

在此环节中，教师的作用是引导与指正，帮助学生学会学习。

最后是品读讨论鉴赏环节。散文可以说是语言的艺术。虽然
没有诗歌语言那样的精粹凝练，但散文语言是那样的纯净优
美、清新自然。散文语言就如秋天的晴空，一碧万里又如雨
后的春山，清新淳朴。因此散文教学不能放过语言的品味。
只有沿着语言的小路，我们才会走进作者的心灵深处，才会
获得丰富的美的感受。语言是思想的载体。不管语文教学多么
“人文”，语言始终是最重要的“抓手”。忽视语言的语文
教学，不是地道的语文。因而，讨论鉴赏可以说是本堂课的
关键环节。

在理清文章的思路后，学生精读课文，细细品味字里行间所
透漏出的独特的韵味。“山如眉黛，小屋恰似眉梢的痣一点。
”这是全文的开头，亦是那样的吸引我，这样一句话，似乎
将我带进了无尽的想像，什么样的山能有那样温婉的`气质?
小屋又会是如何的美?通篇读来，似乎有山风吹过，清新、自
然、爽洁。在教师的谆谆引导下，学生积极思考，充分发挥
自己的想象，把李乐薇轻灵跃动的文字含在唇齿之间，绘制



成自己的一副动人画卷。这样可以使学生发散思维，学会思
考，把单纯的课堂教学扩展为散文教学，学会欣赏散文。

在本次课堂教学中，学生充分的表现了其活跃的思维以及敏
锐的文化触觉，能够充分与教师配合，成功完成了本次授课。

课堂上，学生与教师的默契得到了较好的体现，一年的摩擦，
师生对彼此的教学方式较为熟稔，学生能够流畅的跟住教师
的教学脚步，而教师也能够及时的把学生过于发散的思维带
回课堂。同时学生的敏锐也给教师以启发，使教师在课堂上
及时修改教学方式，从而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分析本次课堂教学，我认为我的教学方法选取的较好，基本
符合学生的学情以及教学要求，完成了预定的教学目标和重
难点。我的散文教学模式基本抓住了学生的思考模式，帮助
学生学会学习，且情景教学法得到了学生的喜爱，打开了学
生的兴趣大门。

文字之美，不仅仅在于语言的精致，更在于其情感的滋
味。“文学即人学”，语文教学也应该关注人的情感，散文
教学尤其应该如此。没有理解作者的情感，就放弃了语文课
本里最重要的感情资源，这样的语文教学是残缺的，学生的
精神发展人格也就势必残缺。只有顺着情感这条线索，我们
才能走进作者的情感深处，破译作者的心灵密码。而只有含
着真情的文字才能打动读者的心，在《我的空中楼阁》教学
中，我主张以情动人，李乐薇先生的寄情山水能够让大部分
学生感受其中的恬淡与幸福，但更深层次的感情，就需要教
师进行点拨了，一份恬淡的心境是因为豁达的胸怀，教师结
合德育只是对学生稍加引导，就会得到很好的教学效果。为
了能够更好的展示小屋的灵动与字里行间透露的幸福，我运
用情境创设法，以图片、音乐为学生营造出“空中楼阁”的
意境，使学生如临其境，在感受山水自然的恬静之美的同时，
放开心怀，用心灵欣赏美，创造美，从而达到“培养学生豁
达的心境”的教学目标。



当然在此次教学中，我依然又很多不足，例如，对学困生的
能力估计不足，在分组讨论时应将不同层次的学生分在同一
个小组，以使学困生得到其他同学的帮助。另外我对学生的
思维方式预估不够准确，但所幸能够及时的在课堂上纠正。
同时，在教学后我认识到学生的思维虽然活跃，可以跟随教
师的脚步学习，但文学素养不够，作为语文教师，我应该有
针对性的帮助学生提高文学水平。

我的空中楼阁篇二

在教学《我的空中楼阁》一文时，我特别注意了加强贯彻新
课程理念的自觉性，力图在教学关系的突破上跨出更大胆的
一步。事有凑巧，市教研室老师刚好来我校调研、指导工作，
我有幸得到了他们的指导。事实证明，这一尝试是有价值的，
也得到了教研室老师和同事的好评。

《我的空中楼阁》是作家李乐薇的一篇著名散文。文章的题
目一语双关，既指“我”家居的“小屋”建于山上，在烟雾
迷朦中，好像耸入天际的楼阁；又指幻境中的“空中楼阁”，
理想中的“独立”“安静”的生活环境。文章采用托物言志
的手法，由实到虚，虚实结合，表现了作者的人格志趣和人
生追求，体现了一种境界超然的空灵美和遗世独立的超越感。
因此，导入时我注意在审美感受和情景体验上引导学生，提
出了这样一问：“假如现在你有一间小屋，你最想把它建在
哪里？”学生纷纷热烈响应，众口纷纭，一开始课堂气氛就
非常活跃。几个学生回答之后，我不失时机地总结到：“每
个人心中都会有自己向往已久的房子，我们暂且称它为小屋。
它可能在徐志摩的康桥边，可能在郑愁予马蹄经过的江南小
镇，也可能在舒婷浪漫而平等的橡树林里，或是像海子那样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意栖居，或是陶渊明的世外桃源。
这小屋就是我们的心灵港湾，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今天，我
们一起走进李乐薇的空中楼阁，体味他小屋的美妙。”当我
说到“舒婷……”时，学生已聪明地猜测到我的下文是什么，
顿时学生和我的声音整齐地响起在课堂上，课堂上充满了轻



松和积极的氛围。

本文意境优美、深邃，诗一般的语言将作者特有的生活情趣
和小屋及其周围的景物完美地融为一体。品味文章清新淡雅
的语言，感受其中的旋律，学习语言的表达技巧是我设计的
第一个学习目标。因此我首先引导学生整体感知文章，把握
文脉，从诵读入手，在反复诵读的基础上欣赏文章的美之所
在。在学生自由诵读体验的过程中，我放了一首《蓝色多瑙
河》，烘托气氛，创设轻松、欢快的课堂氛围。并由学生讨
论得出本文的朗诵基调：明快的、乐观的、跳跃的。对文中
倾注了作者感情的句子，要加重语气，要读出语言的神韵，
读出作者的陶醉感。解决了这个问题，学生们在欣赏文章语
言时，大多能够做出准确、到位的评析，且有令人意想不到
的见解，博得了听课老师和其他学生的阵阵掌声。比如一位
学生在赏析“小屋后面有一棵高过屋顶的大树，细而密的枝
叶伸展在小屋上面，美而浓的树阴把小屋笼罩起来。这棵树
使小屋给予人另一种印象，使小屋显得含蓄而有风度”时说，
“假如我是导演，一定为这幅画面来个镜头特写。

因为小屋在绿树的怀抱中显得别致小巧，大树仿佛是一位护
花使者，一位美髯大汉，在护卫自己矜持而秀丽的心上人，
很有人间烟火味道。”“感谢你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温情脉脉
的人文画面，很有想象力。”我及时给了他肯定。下面的学
生似乎得到了灵感，纷纷举手发言，一时又掀起了课堂上另
一高潮，精彩纷呈，推陈出新，洋溢着思考的热情，文采飞
扬。有的学生竟能对照学过的'《河塘月色》，进行比较鉴赏。
还有学生能够准确补充出和课文意境、句式相似的古诗词，
很是让人吃惊和欣慰。我不禁为他们折服了，深深认识到，
只要引导学生积极投入、认真思考，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是远远超过我们估计之外的。主体的作用一旦得到真正地引
导和发挥，他们的才情和能力所透射出来的魅力是无限的！
由此，我意识到贯彻诵读教学，将琅琅书声还给语文课堂的
重要性。意识到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们做老师的再也不能越俎
代庖。学生自主探索知识的过程，是学生学飞的过程，避免



不了磕碰，这是我今后应注意的，应力求避免“扶上马、送
一程”的保姆式教学方式，正确处理“鱼、渔”的关系，使
他们搏击知识长空的翅膀早日得到锻炼。

在品味和欣赏了文章语言之后，作者所传达的思想感情也就
容易把握了。我们师生共读了文章的部分语段，在读的过程
中，真正实现了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心灵沟通和情感共鸣，体
味到了作者对独立的、安静的生活的向往及她积极而坚实，
乐观而执着人生的追求。为每一位在座的同学找到了一个靠
近可爱清新大自然、走进一个适于“心灵的空中楼阁”的机
会，也使每一位同学的个性得到了应有的张扬！第二个教学
目标也顺利的完成了。

反思本节课的整个教学过程，我力图避免“讲授”传统的束
缚，为学生观念的交流、思维的碰撞营造开放和谐的课堂氛
围。这节课，也使我从学生那儿学习到了新的东西，收获了
新的思想，再一次感受了“教学相长”古训的深邃。但是，
我深感教学艺术也是一门“遗憾”的艺术。

反思这一教学过程，我感到教学环节的安排、教学信息的取
舍，教师“参与”和“帮助”的“时机”等等问题都是值得
深入研究的课题。有了这次尝试的小小成功，我也有了更
多“奋然前行”的勇气和信心，我相信自己会更加努力的！

我的空中楼阁篇三

6我的空中楼阁从容说课《我的空中楼阁》是中国台湾作家李
乐薇的一篇著名散文。文章运用多项叠景，以及幻觉错觉、
虚实相应等多种技法，致力于潜意识和自我情绪表现，从而
体现了一种境界超然的空灵美和遗世独立的超越感。

文章的题目一语双关，既指“我”家居的“小屋”建于山上，
在烟雾迷朦中，犹如耸入天际的楼阁；又指幻景中的“空中
楼阁”，理想中“独立”“安静”的生活环境。文章采用托



物言志的表现手法，由实到虚，虚实结合，表现了作者的人
格志趣和人生追求。

教学本文，首先应引导学生整体感知文意，把握文脉，选好
鉴赏点；其次组织学生鉴赏文章的美。本文的语言句式整齐
匀称，整散交错，回环复沓，具有音韵美；多用比喻，具有
一种修辞美；化用古诗句，具有浓郁的诗意。引导学生细读、
细品，背诵积累，仿写迁移，增强语言感悟力，提高语言表
达能力。鉴赏本文的画面美，激发学生想象，再现优美的意
境。体味文章的情趣美，引导学生描述作家形象，把握文章
的情志。最后，美读课文，重视意境，建构学生心中的“小
屋”的意境美。

第一课时［教学要点］在反复朗读课文的基础上，整体感知
文意；品味文章的语言美和画面美。［教学过程］一、导语
设计“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
室，唯吾德馨。”这是唐代刘禹锡《陋室铭》中的语句，
（请同学背诵原文）虽是一栋陋室，但在诗人眼里却充满了
清幽雅静的情趣。今天，我们再一起去参观一间山间小屋，
去欣赏李乐薇笔下“陋室”的意境。二、解题李乐薇（1930~）
江苏省南京市人。早年曾肄业于上海大厦大学，后一直在中
国台湾从事文艺教育工作，是中国台湾当代散文作家。她的
散文作品，文笔清丽脱俗，语言优美动人，风格柔和、温婉、
含蓄，善于借助富有物质感的形象来表现无形的主观意念，
刻意于意象的经营，能够运用有声、有光、有色、有味、有
形的物象幻化暗示出微妙的“自我的情绪”，透露着浓郁的
现代派艺术信息。在《我的空中楼阁》这篇散文中，她引入
现代派诗歌艺术，综合运用多项叠景，以及幻觉错觉、虚实
相应等多种技法，致力于潜意识和自我情绪的表现，从而使
作品给人一种境界超然的空灵美和遗世独立的超越感。三、
整体感知文意，把握文脉，选好鉴赏点1.多媒体播放风光图
片，选钢琴曲《蓝色多瑙河》或长笛名曲《云河》为背景音
乐，烘托气氛，创设轻松、欢快的课堂氛围。2.教师配乐朗
读课文，学生听读，正音。3.指定两名学生分节朗读课文，



学生听读，作初步评价。教师作朗读指导：文章的基调是明
快的、乐观的，要读出明快、跳荡的节奏来。对文中倾注了
作者情感的句子，朗读时要加重语气，要读出语言的神韵，
读出作者的陶醉感。4.学生默读全文并思考：“我的空中楼
阁”是一个偏正词组，重点在交代“空中楼阁”。文章是如
何据此组织文脉的？明确：文章开头说小屋“立于山脊一个
柔和的角度上”，已易使人产生悬空之感；其次，“近看改
为远观”，树遮掩了小屋，只看到建筑的线条、屋檐、瓦、
墙、窗，颇有“凌空而起”之势；再次，它有无限大的“领
空”作“开放性的院子”，而山路被称为“空中走廊”；到
最后才点明，夜间的小屋是“烟雾之中、星点之下、月影之
侧的空中楼阁”。5.学生初步交流阅读的感受。生1：文章的
语言很美，有整句，有散句，读起来有一种节奏感。生2：文
章有一种绘画美，全文如一幅美丽的画卷。生3：文章运用的
比喻，很独特，与《荷塘月色》相比，很别致。生4：文章似
乎是用诗的笔法写散文，全文笼罩着一种浓浓的诗意。生5：
文章很含蓄，耐人寻味。……6.教师归纳总结，选择鉴赏点：
语言美、绘画美、情趣美。四、品味文章生动明快、清新淡
雅的语言1.品味语言的音乐美。“山如眉黛，小屋恰似眉梢
的痣一点。”“虽不养鸟，每天早晨有鸟语盈耳。”“无须
挂画，门外有幅巨画——名叫自然。”出示投影：明确：文
中短句的成功运用，既使文章变得欢快活泼，又增强了文章
明快的节奏感。出示投影：“山上有了小屋，好比一望无际
的水面飘过一片云帆，辽阔无边的天空掠过一只飞雁，是单
纯的底色上一点灵动的色彩，是山川美景中的一点生气，一
点情调。”“花好比人的面庞，树好比人的姿态。树的美在
于姿态的清健或挺拔，苗条或婀娜，在于活力，在于精
神！”“足以举目千里，足以俯仰天地，左顾有山外青山，
右盼有绿野阡陌。”“我出外，小屋是我快乐的起点；我归
来，小屋是我幸福的终点。往返于快乐与幸福之间，哪儿还
有不好走的路呢？我只觉得出外时身轻如飞，山路自动地后
退；……”明确：文中多用整句，使语言形式整齐，声音和
谐，气势贯通；使用散句，又使语言灵活多变、生动感人；
整散句交错运用则既整齐和谐，又富于变化，更能使表意深



刻、语意连贯、气韵流畅。这样就使语言增强了音乐感。2.
品味语言的诗意美。教师提示：文中有不少语句化用了古诗
词，如“山如眉黛”，来自“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
（王观《卜算子》）；“山也虚无”来自“江流天地外，山
色有无中”（王维《汉江临眺》）；“一望无际的水面飘过
一片风帆”与“孤帆一片日边来”（李白《望天门山》）近
似；“辽阔无边的天空掠过一只飞雁”与“雁飞残月天”
（温庭筠《菩萨蛮》）近似。有些句法也是近似于古诗词的。
如“眉梢的痣一点”与“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杜甫
《不见》），都以数量词置后；“十分清新……角度上”
与“满地残红宫锦汙，昨夜南园风雨”（王安国《清平乐》）
都是倒装语序。有些句子是直接引用的，如“雾失楼台”出
自秦观《踏莎行》“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
处”之句，颇有人间仙境之意。3.品味语言的修辞美。（1）
请同学们从文中选出你最喜欢的比喻句来，并说明理由。学
生思考，吟诵，交流。生1：“山如眉黛，小屋恰似眉梢的痣
一点。”这一句写得好。古有“眉似青山，眼若秋水”之语。
把山比喻成女子描画过的眉毛，本无新颖之处，但作者却妙出
“高招”，又把山中的“小屋”比喻成“眉梢的痣”。这种
独特新颖的比喻，不仅点染出了“小屋立于山脊”的玲珑清
新，自然柔和，而且还让人联想到妙龄女子那妩媚动人的美
好面容，给人一种具体、亲切之感。生2：“出入的交通要道，
是一条类似苏花公路的山路，一边傍山。一边面临稻浪起伏
的绿海和那高高的山坡。”这一句连用两个比喻，把碧绿的
稻田比喻成浩瀚无际的“绿海”，给人以整体感，真是恰切
至极；而作者把风吹稻秧所呈现的情态又喻为起伏的“波
浪”，更加深了人对“海”的印象。作者连用两个有内在联
系的喻体，形真态切地表现了稻田如大海一样的壮美景色。
生3：“小屋在山的怀抱中，犹如在花蕊中一般，慢慢地花蕊
绽开了一些，好像层山后退了一些。”这句话运用比喻新奇
独特，优美传神。本体“山”与喻体“花蕊”，原本是极不
相干的东西，但作者却通过丰富的联想和想像，巧妙地把它们
“联”在一起，表现了“山”的“花蕊”之形。而“花
蕊”“慢慢地”“绽”开了的情态，更传神地绘写出了群山



这静态之物在“破晓之时”，因光线的变化而给人的动态感，
产生了一种惊人的艺术效果。生4：“本质上，它是一幢房屋；
形式上，却像鸟一样，蝶一样，憩于枝头，轻灵而自由！”
这一句写得好。作者把山间小屋喻为“鸟”，喻为“蝶”，
确实新颖独特。这样写，从不同角度，不同感觉上，写出了
小屋在树与树之间那轻灵自由、翩然若舞的姿态。生5：“山
上有了小屋，好比一望无际的水面飘过一片风帆，辽阔无边
的天空掠过一只飞雁，是单纯的底色上一点灵动的色彩，是
山川美景中的一点生气，一点情调”这一句写得太好了。
把“山”喻为“一望无际的水面”，喻为“辽阔无边的天
空”，都仅仅增强了所绘之物的形象性，还未能引起动
感，“撩”起人的流动的浮想。而将“小屋”喻为“飘过”的
“一片风帆”，“掠过”的“一只飞雁”，则不仅表现出了
小屋的形态特征，而且使静止的景物有了动感，令读者由此
延伸出无穷的遐思来。……教师总结：作者在运用比喻时，
不仅注意了喻体本身的新颖奇特、形象传神，而且善于化静
为动，赋予景物以灵动，以活力。比喻的形式也讲究变化多
样，既有明喻、暗喻、借喻三种基本形式的运用，又有博喻、
续喻等特殊形式的运用，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艺术感染力。
（2）学生涵泳品味之中的比喻句，选择自己喜欢的语句，背
诵。教师引导学生讨论：本文和《荷塘月色》在比喻的运用
上各有什么特点？学生各抒己见。这是一个开放性的讨论题
目，教师不得强加给学生固定的认识或看法，只要言之有理，
就是对的。如有学生认为“《荷塘月色》中的比喻取材狭窄、
阴柔、浮泛，过于直露，缺少想像力”，教师宜积极肯定，
并做正确引导。鉴赏应鼓励创见，不必循规蹈矩，墨守成说。
五、赏析课文的画面美（绘画美）教师提示：宋代苏轼曾经
称赞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同样，在这里，作者也
用那美妙而自然的笔调，饱含深情的笔黑，为我们描绘了一
幅幅优美的画面。请同学们从文中找出一幅幅画面，以小组
为单位，讨论、交流，然后请交流较好的小组展示本组的活
动成果。教师巡视，参与小组讨论，并作必要的点拨，提示
学生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描绘小屋的英姿，并用自己的话来描
述画面。学生明确：“山如眉黛，小屋恰似眉梢的痣一



点。……我的小屋玲珑地立于山脊一个柔和的角度上……是
单纯的底色上一点灵动的色彩。是山川美景中的一点生气，
一点情调。”这幅画面描绘了小屋点缀了寂寞的山，“眉
黛”“痣”“风帆”“飞雁”“色彩”等词令人产生无穷的
遐思，“小屋”使本来静止的大背景充满了“生气”和“情
调”，寂寞的山上增添了如此灵巧、如此灵秀、如此迷人的
点缀，怎能不令人驻足品味？“小屋后面有一棵高过屋顶的
大树，细而密的枝叶伸展在小屋的上面。美而浓的树阴把小
屋笼罩起来。这棵树使小屋给人另一种印象，使小屋显得含
蓄而有风度。”这是一幅近景的特写镜头。作者先把镜头对
准小屋，逐渐挨近，置小屋于“一片纯绿色的无花树”
的“美妙的绿的背景”中，小屋在绿树怀抱中，显得别致小
巧。然后定格在一棵大树与小屋，“细而密”“美而浓”的
大树的浓阴使画面具有了一种神秘的色彩。大树仿佛是一位
护花使者，一位美髯大汉，在护卫着一位矜持而知书达礼的
女子，使画面平添了人文品位。“首先看到的是小屋前面的
树，那些树把小屋遮掩了……我的小屋在树与树之间，凌空
而起，姿态翩然”这是一幅远景特写镜头。小屋如鸟似蝶，
在树与树之间若隐若现，如在自由翱翔一般。“有形的围墙
围住了一些花，有紫藤、月季、喇叭花、圣诞红之类。天地
相连的那一道弧线，是另一重无形围墙，也围住了一些
花……我们叫它云或霞。”这是一幅庭院风光图。有形的院
落花团锦簇，无形的院落晚霞缤纷，天上人间，有一个自由、
舒畅的文人雅士生活在其中。“小屋在山的怀抱中，犹如在
花蕊中一般……山是不动的，那是光线加强了，是早晨来到
了山中。当花瓣微微收拢，那就是夜晚来临了。”这是一幅
多么柔静、宁谧的画面，小屋静卧在大山的怀抱中，沐浴在
晨曦和暮霭中，是多么恬适、惬意，引人遐思迩想。“花
蕊”这一奇特的比喻，使画面具有了一种“惊人”的艺术效
果。“每个夜幕深垂的晚上，山下亮起灿烂的万家灯火，山
上闪出疏落的灯光。山下的灯把黑暗照亮了，山上的灯把黑
暗照淡了，淡如烟，淡如雾，山也虚无，树也缥缈。小屋迷
于雾失楼台的情景中，它不再是清晰的小屋，而是烟雾之中、
星点之下、月影之侧的空中楼阁！”这是一幅迷人的小屋夜



景图。山下明亮的万家灯火和山上小屋淡淡的影像，给小屋
创造了一种如烟似雾、朦胧缥缈的背景。青山、绿树隐入夜
幕之中，只有小屋淡淡的灯光衬以迷蒙的月色、点点星光，
真如仙境中一般。小屋成为远离人间的烟雾迷蒙、虚幻缥缈
的空中楼阁，成了“雾失楼台”的仙境。教师总结：作者以
心爱的小屋为焦点，从各个角度描绘小屋，写出了小屋的神
韵。小屋点缀了山，使山光水色平添异彩；树点缀了小屋，
使小屋另添一种风韵，显得“含蓄而有风度”。山与树是自
然景观，屋是人文景观，人与自然不可分离。作者是诗人，
是画家，更有哲学家的内蕴。六、教师播放示范朗读磁带，
学生循声低和，再次感受文章的语言美、画面美学生各自出
声美读课文。七、布置作业1.衔接最恰当的一项
是………………………………………………（）每个夜幕深
垂的晚上，山下亮起灿烂的万家灯火，山上闪出疏落的灯光。
，，。淡如烟，淡如雾，山也虚无，树也缥缈。a.山下的灯把
黑暗照亮了，山上的灯把黑暗照淡了b.山上的灯把黑暗照亮
了，山下的灯把黑暗照淡了c.山上的灯把黑暗照淡了，山下
的灯把黑暗照淡了d.山下的灯把黑暗照淡了，山上的灯把黑
暗照亮了2.下列语句中没有“语序不当”语病的一句
是………………………（）a.你给我评评理，我的车他随便骑，
他的车我一次也不让骑。b.文件对经济领域中的一些问题，从
理论上和政策上作了详细的规定和深刻的说明c.在办公室里
教师昨天同他诚恳地交换了意见。d.他如果不能实事求是，事
业会受到损失。1.根据下面画横线的文字，仿写出句子，
以“妈妈”为话题，喻体仍是“一棵树”。有一首歌叫《好
大一棵树》。我想，教师是一棵树，一棵青于的树，他在我
们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饱满的种子；妈妈。参考答
案：1.a2.d3.（参考）“妈妈是棵树，一棵绿绿的树，她在我们
柔弱的生命中撑起了凉爽的绿阴。”

我的空中楼阁篇四

山如眉黛，小屋恰似眉梢的痣一点。



十分清新，十分自然，我的小屋玲珑地立于山脊一个柔和的
角度上。

世界上有很多已经很美的东西，还需要一些点缀，山也是。
小屋的出现，点破了山的寂寞，增加了风景的内容。山上有
了小屋，好比一望无际的水面飘过一片风帆，辽阔无边的天
空掠过一只飞雁，是单纯的底色上一点灵动的色彩，是山川
美景中的一点生气，一点情调。

小屋点缀了山，什么来点缀小屋呢?那是树！

山上有一片纯绿色的无花树；花是美丽的，树的美丽也不逊
于花。花好比人的面庞，树好比人的姿态。树的美在于姿势
的清健或挺拔，苗条或婀娜，在于活力，在于精神！

有了这许多树，小屋就有了许多特点。树总是轻轻摇动着。
树的动，显出小屋的静；树的高大，显出小屋的小巧；而小
屋的别致出色，乃是由于满山皆树，为小屋布置了一个美妙
的绿的背景。

小屋后面有一棵高过屋顶的大树，细而密的枝叶伸展在小屋
的上面，美而浓的树阴把小屋笼罩起来。这棵树使小屋给予
人另一种印象，使小屋显得含蓄而有风度。

换个角度，近看改为远观，小屋却又变换\\位置，出现在另
一些树的上面。这个角度是远远地站在山下看。首先看到的
是小屋前面的树，那些树把小屋遮掩了，只在树与树之间露
出一些建筑的线条，一角活泼翘起的屋檐，一排整齐的图案
式的屋瓦。一片蓝，那是墙；一片白，那是窗。我的小屋在
树与树之间若隐若现，凌空而起，姿态翩然。本质上，它是
一幢房屋；形式上，却像鸟一样，蝶一样，憩于枝头，轻灵
而自由！

小屋之小，是受了土地的限制。论“领土”，只有有限的一



点。在有限的土地上，房屋比土地小，花园比房屋小，花园
中的路又比花园小，这条小路是我袖珍型的花园的大道。和
领土相对的是“领空”，论“领空”却又是无限的，足以举
目千里，足以俯仰天地，左顾有山外青山，右盼有绿野阡陌。
适于心灵散步；眼睛旅行，也就是古人说的游目骋怀。这个
无限大的“领空”，是我开放性的院子。

有形的围墙围住一些花，有紫藤、月季、喇叭花、圣诞红之
类。天地相连的那一道弧线，是另一重无形的围墙，也围住
一些花，那些花有朵状，有片状，有红，有白，有绚烂，也
有飘落。也许那是上帝玩赏的牡丹或芍药，我们叫它云或霞。

空气在山上特别清新，清新的空气使我觉得呼吸的是香！

光线以明亮为好，小屋的光线是明亮的，因为屋虽小，窗很
多。例外的只有破晓或入暮，那时山上只有一片微光，一片
柔静，一片宁谧。小屋在山的怀抱中，犹如在花蕊中一般，
慢慢地花蕊绽开了一些，好像层山后退了一些。山是不动的，
那是光线加强了，是早晨来到了山中。当花瓣微微收拢，那
就是夜晚来临了。小屋的光线既富于科学的时间性，也富于
浪漫的文学性。

山上的环境是独立的，安静的。身在小屋享受着人间清福，
享受着充足的睡眠，以及一天一个美梦。

出入的交通要道，是一条类似苏花公路的山路，一边傍山，
一边面临稻浪起伏的绿海和那高高的山坡。山路和山坡不便
于行车，然而便于我行走。我出外，小屋是我快乐的起点；
我归来，小屋是我幸福的终点。往返于快乐与幸福之间，哪
儿还有不好走的路呢?我只觉得出外时身轻如飞，山路自动地
后退；归来时带几分雀跃的心情，一跳一跳就跳过了那些山
坡。我替山坡起了个名字，叫幸福的阶梯，山路被我唤做空
中走廊！



我把一切应用的东西当做艺术，我在生活中的第一件艺术
品——就是小屋。白天它是清晰的，夜晚它是朦胧的。每个
夜幕深垂的晚上，山下亮起灿烂的万家灯火，山上闪出疏落
的灯光。山下的灯把黑暗照亮了，山上的灯把黑暗照淡了，
淡如烟，淡如雾，山也虚无，树也缥缈。小屋迷于雾失楼台
的情景中，它不再是清晰的小屋，而是烟雾之中、星点之下、
月影之侧的空中楼阁！

这座空中楼阁占了地利，可以省去许多室内设计和其他的装
饰。

虽不养鸟，每天早晨有鸟语盈耳。

无须挂画，门外有幅巨画——名叫自然。

我的空中楼阁篇五

教学设想：本文是一篇十分优美的文章。语言美和意境美以
及人文美的结合，使得任何的拆解都于心不忍，于是笔者决
定将本文上成鉴赏课。

教学过程：

一、导入

生：1、那儿景色美、风光好。

2、那里不受外界干扰，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

3、更接近大自然，空气新鲜而纯净。

师：我们喜欢大自然，大自然赋予我们美好的想象，尤其在
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需要大自然的抚慰。今天我
们就来学习台湾作家李乐薇的《我的空中楼阁》。



二、作者简介：

李乐薇，江苏南京人，早年肄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后来一直
在台湾从事教育工作。他以散文见长，文笔清新脱俗，语言
优美动人，风格柔和婉丽而富有情感。他有很深的中国古典
文化的积淀，又接受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故而作品善
于借助有质感的想象来表现无形的主观意念，刻意于主观意
象的经营，能够运用有声、有色、有味、有形的物象幻境暗
示出微妙的“自我情结”。

三、课文预习：

师：请同学们大声朗读课文一遍，然后思考问题：

1、本文主要写了哪些景物？什么是描写的重点？

学生阅读课文，然后分小组讨论问题。

各组派代表到黑板上写出答案。

师生共同讨论，然后明确：

主要景物：山、小屋、树、花、花园、光线、山路、灯

重点景物：山、小屋、树

2、研讨标题的含义。

学生分小组讨论。

生：（从课文中找）“烟雾之中、星点之下、月影之侧的空
中楼阁！即指建于山上，在烟雾迷朦中，犹如耸入天际的楼
阁。”

师：同学们回答的很好，但是小屋仅仅指建在山上的小屋吗？



生：不是！

师：那它还指什么呢？我们从“空中”二字可以看出，它一
方面是指小物的地理位置，另一方面也指那种想象的、不切
实际的东西，就是作者所追求的理想，那究竟是什么呢？让
我们分析完课文后再作回答。

四、课文赏析。

师：同学们读完课文后有什么感觉？

生：语言优美、意境优美。

师：确实是这样，这篇文章能带给你优美的享受。那么，我
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语言，请你从文中找出这些语言大
声朗读并体会。

学生朗读课文。

师：这篇文章是按照时间顺序还是空间顺序写的呢？

师生研讨。然后回答：这篇课文又浑然一体，是什么这些东
西联系在一起的呢？

学生分析研讨。教师巡视指导。

师生共同明确：是一种情，是作者的一种喜爱之情。

师：作者为什么会有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