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年级语文海燕教案设计(汇总5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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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年级语文海燕教案设计篇一

教学线索：“变色”，作为本课教学活动贯穿始终的线索。

教学流程设计：除去开篇的导入、结尾的小结，以及写作背
景的介绍，主要教学流程有四个，包括“几次变色”“变色
原因”“身边的变色龙”和“艺术手法(变色技巧)”。

导入语：变色龙，蜥蜴的一种，生活中有的人就像变色龙一
样，善于变化，善于伪装。俄国作家契诃夫的短篇讽刺小说
《变色龙》就为我们塑造了这类人的典型。

写作背景：本文作于1884年，作品发表前，正是俄国民意党
人刺杀亚历山大二世(1881)之后，亚历山大一上台，在竭力
强化警察统治的同时，也搞了一些掩人耳目的法令，给残暴
的专制主义蒙上一层面纱。

1880年成立的治安最高委员会头目洛雷斯·麦里可夫后来当
上了内务大臣，这是一个典型的两面派，人民称他为“狼嘴
狐尾”。

这时的警察再也不是果戈里时代随意用拳头揍人的警棍了，
而是打着遵守法令的官腔，干着谄媚邀功的勾当。契诃夫刻
画的警官奥楚蔑洛夫正是沙皇专制警察统治的化身。

教学流程一：几次变色。



根据狗主人的不同，警官奥楚蔑洛夫先后经历了六次“变
色”。据此，请把文章划分为六部分。

每一次变色，他对小狗的态度和称呼都有变化，对待“受害
者”赫留金以及狗主人的态度和称呼也在发生着变化。用圈
点勾画的方法，划下这些词语，细致体会一下这位“变色
龙”的高超本领。同时，领会作者生动、幽默、精辟的语言
风格。

教学流程二：变色原因。

警官奥楚蔑洛夫在同一件小事上的态度变来变去，是什么原
因呢?师生互动交流。

教师归纳小结：这只变色龙之所以变来变去，不为公平正义，
不为法律法规，没有起码的道德标准和底线。有的只是谄媚
邀功，有的只是趋炎附势，有的只是见风使舵，有的只是欺
软怕硬。他是彻彻底底的变色龙，是如假包换的两面派。

教学流程三：身边的变色龙。

奥楚蔑洛夫是沙皇时期警察统治的化身。我们生活在社会主
义制度下，生活在和平幸福的年代里，这样的变色龙可以说
已经绝迹了。

师生互动交流。

教师小结：对待那些言行不一致、表里不一致、前后不一致，
当面是一套，背后又是一套的人，我们应该善于辨别，及时
远离。

我们自己，应该做一个内心有底线、做事说话有原则的人。
即使见风使舵、变来变去可以得到一时之利益，也必然会败
坏长久之名声。切不可做那样短视的人。



教学流程四：艺术手法(“变色技巧”)。

变色龙的角色之所以这样深入人心，得益于作者高超的写作
技巧。

体会夸张之妙。夸张手法，因为鲜明，所以生动、深刻。

体会用对话推动情节发展的手法。在精巧的构思下，三个人，
一只狗，和一群旁观者，就足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了。因
为简洁，所以更加生动;因为精练，所以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突
出。

结束语：一篇《变色龙》，让我们识得并记住了“变色龙”。
不长的文章，我们品味了幽默精辟的语言，梳理了一波三折
的情节，感受了入木三分的批判力量。同时，也得到了思想
上、写作上的引导和启迪。我们不做“变色龙”，但我们要向
《变色龙》致敬。

九年级语文海燕教案设计篇二

教学目标：

1.梳理故事情节，把握故事内容。

2.分析剧中的人物形象，理解其中反映的社会现实。

3.分析本文运用的象征手法，培养学生对戏剧的品评鉴赏能
力。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童年往事，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们记忆的长河里。



有人说，它像一幅画，充满种.种绚丽的色彩;有人说，它像
一首歌，闪烁着串串快乐的音符;它天真烂漫，时时给我们带
来美好的遐想。然而，《枣儿》中的小男孩却有自己独特的
童年经历。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孙鸿的戏剧——《枣儿》。

二、教学新课

目标导学一：了解作者，了解写作背景

作者简介：孙鸿，当代剧作家。他所写的话剧小品《枣儿》，
发表于《剧本》1999年第1期，曾荣获“1999年中国曹禺戏剧
奖”小品小戏奖一等奖。

作品背景：在剧烈深刻的社会变革中，人们的思想观念、生
活方式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日益强劲的现代化浪潮却无可阻
挡地席卷着一切与之不相适应的思想和观念，迫使许多人不
得不放弃他们熟悉的生活。《枣儿》等靖江戏剧小品以呐喊
的方式对现代化带来的人性变异和感情淡漠提出了善意的批
评。

目标导学二：通读文章，把握故事内容

通读话剧，概括剧情。

明确：在乡间一棵挂满红枣的老树下，一位老人遇到了一个
捡枣儿的男孩，这一老一少交谈起来，十分亲热。在谈话中，
老人回忆有关“枣儿”的往事，流露出自己对儿子的思念;男
孩要把“枣儿”留给父亲吃，流露出自己对父亲的盼望。他
们满怀亲情，呼唤各自的亲人回归故乡，回到自己身边，来
吃这家乡的“枣儿”。

目标导学三：分析人物形象，理解社会现实

1.怎样认识本文中的老人和男孩的人物形象?



明确：剧中的老人是一个农民形象：他满怀亲情，富有爱心。
他念旧而又传统，面对生活的变化不失爱心、不失希望而又
有所失落。

剧中的男孩是年幼的新生一代的形象：他思念父亲，喜爱心
疼自己的老人，天真而又懂事，在他身上处处表现了儿童纯
真可爱的天性，他的这种天性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2.你对剧中未出场的两个人物怎么看?这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现
实?

明确：老人的儿子，不再像老一辈那样，终身不离乡土，而
是远离故乡和亲人，闯荡于外面的世界;男孩的父亲，离开乡
村而定居于城里，抛弃了旧家而另成新家。这两个人物从不
同的侧面反映了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失落、精神家
园的失落。

目标导学四：把握文中象征手法的运用

1.揣摩语言，分析下列台词的象征意味。

(1)老人老子个儿大……就叫枣儿。

(2)老人(捏捏男孩的脸)爷爷小时候……不中看，谁要啊。

(3)老人听好，我讲完一个故事，你才能吃一颗枣儿。噢，慢
慢吃才能吃出个甜味。

(4)男孩枣儿叔叔……爷爷，你怎么了?

(5)男孩爹回来会带……你的枣儿甜!

(6)男孩我娘说，出远门的人有时候不认识回家的路了，只要
家里人天天喊，他早晚会回来的。



明确：(1)并非指个子，隐含了永不褪色的亲情，永远割舍不
了的乡情。

(2)老人内心呼喊儿子，因儿子没有回应而伤心;老人年老，
被儿子遗忘，透出一种深深的失落感。

(3)不仅是对吃枣而言，也是对一般生活哲理的泛指，其中隐
含的是对既往岁月、对传统生活、对精神家园的感情。

(4)“迷路”是喻指情感的迷失、人生的迷失，表现了现代化
进程中传统的失落、精神家园的失落。

(5)“巧克力”具有与“枣儿”相对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内涵，
它是现代生活的象征。走出去的人们，往往迷恋于外在世界，
忘记了回家的路，但他们最终会回来的，喧嚣之后是平静，
躁动之后是安宁。

(6)道德、伦理、亲情是每个人必须有的，但日益强劲的现代
化浪潮却不可阻挡地席卷着一切，迫使许多人不得不放弃他
们熟悉的生活。

2.剧本采用了象征手法，“枣儿”象征着什么?

示例：(1)“枣儿”象征着亲情。老人思念儿子，男孩想念父
亲，“枣儿”凝聚着老人与男孩的情感困惑。(2)“枣儿”象
征着故乡。老人喜欢怀旧，表现了老人对故土的挚爱;儿子久
出未归，离开故土追寻心中的梦。(3)“枣儿”是传统生活的
象征、精神家园的象征。枣儿代表亲情、故乡，更代表一种
文化传统、一种生活方式，它所牵涉的老人与儿子、男孩与
父亲等人物之间的关系，是当今社会的缩影，喻示的是社会
转型期人们普遍面对的现实：在剧烈深刻的社会变革中，人
们的情感、心态、思想观念、生存方式、精神归宿都面临着
严峻的考验。



总结：在剧中，“枣儿”是亲情的象征，是故乡的象征，也
是传统生活的象征和精神家园的象征。剧本巧妙地运用象征
手法，赋予了“枣儿”以丰富而深刻的社会内涵，使全剧具
有了深厚的思想内蕴。

3.如何理解作品的主题?请同学们结合全文各抒己见。

明确：(1)剧本表现了感人至深的亲情，也表现了老一辈的深
厚乡情。(2)剧本反映了当今社会家庭关系的变化，呼唤人们
的温暖亲情和心灵沟通。(3)剧本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青壮
年离开乡土、老人孩子留守家园的农村状况。(4)剧本表现了
社会变革时期传统的失落、精神家园的失落以及人们对传统、
对精神家园的追寻。(5)剧本表现了社会的深刻变迁，企盼和
呼唤人们认识和适应时代发展带来的变化，走出家园、走出
封闭、走出传统而迈进现代社会的新生活。

九年级语文海燕教案设计篇三

1、 简单了解作者卞之琳

2、 理解诗歌的朦胧性，赏析诗歌

a、 体会诗歌中的意象

b、 各种对诗歌的理解

3、 培养学生的合作探究能力

二、教学难点

用准确生动的语言分析诗歌主旨，理解诗歌的主旨

三、教学过程



1、 导入

2、 简单介绍作家卞之琳

卞之琳(1910—20__)，祖籍江苏溧水，生于江苏海门。诗人、
学者。卞之琳被公认为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诗歌流派“新月
派”的代表诗人。曾担任了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中国社会
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
家协会理事等职务，是莎士比亚和英诗翻译名家。主要作品
有：《汉园集》《雕虫纪历》《十年诗草》《人与诗：忆旧
说新山山水水》《小说片断》《莎士比亚悲剧四种》《英国
诗选》等。他的诗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诗精巧玲珑，
联想丰富，跳跃性强，尤其注意理智化、戏剧化和哲理化，
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的内容并进一步挖掘出常人意料不
到的深刻内涵，诗意偏于晦涩深曲，冷僻奇兀，耐人寻味。

3、意象分析

四个意象 ： 人、明月、窗子、梦 表达了世间万物相互关联、
平衡相对、彼此依存的哲理。

那个“站在桥上看风景”的“你”，面对着眼前的美景，显
然是一副心醉神迷之态，这从他竟没有注意到“看风景人在
楼上看你”的侧面烘托上就可看出。耐人寻味的是，那个显
然也是为“看风景”而来的楼上人，登临高楼，眼里所看的
竟不是风景，而是那个正“站在桥上看风景”的“你”。这
楼上人为何不看风景专看“你”，是什么深深迷住了那双眼，
是什么深深打动了那颗心?这耐思耐品的一“看”，真可谓是
风流蕴藉，它使那原本恬然怡然的画面顿时春情荡漾、摇曳
生姿，幻化出几多饶有情趣的戏剧性场面来：那忘情于景
的“你”定是个俊逸潇洒、云游天下的少年郎，那钟情于人
的楼上人定是个寂寞思春、知音难觅的多情女，一个耽于风
光，憨态可掬，孰不知一举一动搅乱了几多情丝;一个含情脉
脉、痴态可怜，可心中情眼中意羞言谁知?真是“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而在人生旅途上又有多少这样的萍水相逢、一
见钟情、转瞬即逝而又经久难忘的一厢恋情啊!而诗人正是以
这短短的两行诗给那电石火花般的难言之情、难绘之景留下
了永恒的小照，引人回忆，激人遐想。

诗的上节以写实的笔法曲曲传出了那隐抑未露的桥上人对风
景的一片深情，以及楼上人对桥上人的无限厚意，构成了一幕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戏剧性场景。但多情总被无情恼，
那无情的风景，那忘情于景的桥上人能否会以同样的深情厚
意，来回报那钟情于己的多情之人呢?面对着生活中这司空见
惯的、往往是以无可奈何的遗憾惋惜和不尽的怅惘回忆而告
终的一幕，诗人在下节诗里以别开生面的浪漫之笔给我们作
了一个充溢奇幻色彩、荡漾温馨情调的美妙回答。

时间移到了月光如洗的夜晚。桥上人和楼上人都带着各自的
满足与缺憾回到了自己的休憩之所。可谁又能想到，在这一
片静谧之中，白日里人们所作的感情上的投资竟在不知不觉
中得到了回报。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这不就是自然之景对桥上人白日里
忘情于景的知遇之恩的热情回报吗?从“你”的那扇被“明月
装饰了”的窗口上，我们可以想见到，此刻展现于桥上人眼
际的会是一幅多么美丽迷人的月夜风光图啊!那桥、那水、那
楼、那船、那柳……那窗外的一切一切都溶在这一片淡雅、
轻柔、迷朦、缥缈的如织月色之中，与白日艳阳照耀下的一
切相比，显得是那么神秘，那么奇妙，那么甜蜜，那么惬意。
面对这月光下的美景，怎能让人相信自然之景是冷漠无情、
不解人意的呢?怎能不唤起人们对大自然的强烈钟爱呢?你爱
自然，自然也会同样地爱你--这就是诗的理趣所在吧!

自然之景以其特有的方式回报了桥上人的多情，而桥上人又
该以怎样的方式来回报楼上人的一片美意呢?诗以“你装饰了
别人的梦”这一想象天外的神来之笔对此作了饶有情致的回
答，从而使楼上人那在现实生活中本是毫无希望的单恋之情



得到了惬意的宣泄。

如果仅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构图来表现单恋之情的
奇妙迷人，那就显得太平庸一般，流于俗套了。诗的精妙新
奇之处就在于，这个梦的主人不仅仅是梦的主角，而且还从
这场爱情角逐的主动者位置上退居下来，而那个桥上人也已
不再是毫无知觉的爱的承爱者，他是以主人的姿态在梦里扮
演了一个爱的施予者的角色，他在尽其所能地“装饰”着这
梦，而且，他也是在按着楼上人的心愿来“装饰”着这个梦
的。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去详尽地描绘出这个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的奇妙梦境，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被“装饰”
了的梦一定是无比甜蜜、无比美满、无比浪漫、无比美丽的。
总之，楼上人那一片落花之意，终于得到了桥上人那流水之
情的热烈的、远远超过希望值的丰盛回报。在这里，“落花
有意，流水无情”这句千百年来伴随人生长河，永远给人以
惋惜、懊丧的格言也失去了它真理的意义。

但梦毕竟是梦，它代替不了现实;装饰也只是装饰，它总会露
出虚幻的面目。当第二天红日高照，酣梦醒来，那楼上
人“梳洗罢，独倚望江楼”时，又该是怎样的一种心情了呢?
但相信，那已经尽情地领略了“落花若有意，流水亦含情”
的甜蜜梦境的楼上人，定会从常人所有的那淡淡愁绪之中解
脱出来，定会以更美好的憧憬，更深沉的爱心，投入到新的
生活中去的。

4、 问题探究

有人说《断章》是一首抒情诗，也有人说《断章》是一首哲
理诗，你怎么看?

a、从爱情的角度看

b、从体验感受意象审美意境的角度



c、从哲理的角度看

5、背诵并写一篇鉴赏性的文章。

板书

断章

卞之琳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1、 了解认识卞之琳

2、 意象 人 明月 窗子 梦

3、 抒情诗or哲理诗 a、爱情

b、哲理

九年级语文海燕教案设计篇四

1.阅读文章，把握作者行文思路。

2.学习举例论证的方法。

3.认识艺术中的无言之美，培养良好的审美素养。

教学重难点



1.学习举例论证的方法。

2.认识艺术中的无言之美，培养良好的审美素养。

课时安排 一课时

教学过程设计

一、导入新课

a：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b：大荒漠中一缕炊烟升起，因为没有风，所以它显得特别直;
远方横着一条大河，落日好像自河面上升起，看起来格外的
圆。

比较a与b两个句子，你觉得哪个句子更美，更能打动你?

学生明确：a句，虽然b句描写得十分详细，还包括了a句中的
景物，但是，它却没法像a句一样呈现出悲凉雄浑的意境。

教师再问：明明b句描写得更加详细，为何反而还达不到a句
的效果呢?难道是因为说得太多反而不够好?也许，今天的课
文内容，能解答这个疑问。

【教学提示】

教师亦可以选择其他意境深远的诗句作为教学导入，引导学
生关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在言外之句，引导学生关注文学
作品中的“无言”现象，以便于深入把握课文。

二、教学新课

目标导学一：认识作者



朱光潜(1897—1986)，现代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笔名孟实。
安徽桐城人。朱光潜是我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
也是第一个在中国广泛介绍西方美学的人。他以自己深湛的
研究沟通了西方美学和中国传统美学，沟通了旧的唯心主义
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沟通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美学
和当代美学。他是中国美学史上一座横跨古今、沟通中外
的“桥梁”，是我国现当代最负盛名并赢得崇高国际声誉的
美学大师。

目标导学二：把握行文思路，理解课文内容

明确：作者首先从孔子与子贡的对话引出“无言”的话题;作
者认为要探究“无言”的意蕴，应该从美术的观点去研究。

2.请阅读表现言意关系的语段，用一句话概括言和意之间的
关系。

言所以达意，然而意决不是完全可以言达的。因为言是固定
的，有迹象的;意是瞬息万变，是缥缈无踪的。言是散碎的，
意是混整的;言是有限的，意是无限的。以言达意，好像用断
续的虚线画实物，只能得其近似。

明确：用一句话概括言与意的关系，即“言不尽意”。

3.作者对文学的定义是怎样的?

明确：所谓文学，就是以言达意的一种美术。

明确：“文字语言固然不能完全传达情绪意旨”，因此难以
满足“尽善尽美”的条件。但文学依然有“美”的境界，因
为作者认为对于表达全部意旨，不仅是文学，“一切美术作
品也都是这样，尽量表现，非唯不能，而且不必”，意思是
意志不能也无必要全部清楚地用言语表现出来，就算言语不
能表现所有意志也能达到美。



明确：作者一共从四种艺术入手，运用了举例论证，论证
了“无言”也能产生美。(1)以“言尽一切”的相片与“言及
部分”的图画相比，图画之美证明了无言之美;(2)以文学作
品的含蓄之美凸显无言之美;(3)从音乐中的“无声胜有声”
论证无言之美;(4)从雕刻艺术的含蓄不流露来论述无言之美。

【教学提示】

本文读来有一定深度，基础较差的学生难以理清论证思路，
教师宜将上述问题先行展示，让学生在阅读预习的过程中寻
找答案，从而把握文本写作思路。

6.你能简要说说文本的论证思路吗?说说作者是如何论述“无
言”之美的。

明确：作者首先从孔子与学生的对话中引出无言的话题，并
点明要从艺术的角度关注无言之美。接着论证言意关系，并
以言达意的文学为例，说明文学乃至一切艺术都是尽量以言
表意，而不能全然用言表意，也无须全然用言表意，即说明
有无言之美。为了论述自己的观点，作者分别从绘画的选择
之美、文学的意蕴之美、音乐的无声之美、雕刻的含蓄不露
之美来论证。

目标导学三：深入理解，体会“无言之美”

1.请你结合作者的任意一则论据，说说你对“无言之美”的
感受。

明确：正如作者探讨文学作品时的数个例子，诗歌本是极其
简短的几句话，但是其包含的意境却是极其宽广的。如“大
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言语只有短短的十个字，但是读
来却似看见大漠的宽阔宏伟之景，悲凉之意，予人以悲凉雄
壮的美感。然而，作者要描写出这宽阔宏伟之景，悲凉之意，
恐怕书万言都难以说尽，这不是意味着作者将它们寓于无言



之中了吗?这就是古典文学中深蕴的无言之美。

2.拓展延伸：品味下面一段话，说说你品味到“无言之美”
的例子。

拿美术来表现思想和情感，与其尽量流露，不如稍有含蓄;与
其吐肚子把一切都说出来，不如留一大部分让欣赏者自己去
领会。因为在欣赏者的头脑里所产生的印象和美感，有含蓄
比较尽量流露的还要更加深刻。

明确：以课文《孤独之旅》为例，文章以鸭子下蛋结尾，这
就给读者留下了足够大的想象空间，鸭下蛋了杜小康可能就
要回去了;杜小康也许要抒发自己长大的感慨了。作者不出一
言，促使着我们在脑中构造图景，这就是一种“无言之美”。

三、板书设计

九年级语文海燕教案设计篇五

《山水画的意境》节选自当代著名画家李可染先生的《漫谈
山水画》一文。文章探讨了山水画的历史、山水画创作中的
意境和意匠问题，课文节选的是作者集中探讨意境的部分。
本文处于统编教材9年级下册第四单元，所选课文是一篇较为
标准的文艺论文，从语文素养的培育上看，这篇文章有四个
方面的学习价值：其一，把握“意境”的内涵。学以致用。
其二，学习、借鉴作者的论述思路。其三，构建文艺论文的
阅读策略。其四，拓展阅读，质疑反思，形成自己的见解。
因此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既要引导学生圈点勾画出关键词句，
引导帮助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和合作探究结合的方式，用图表
形式梳理出文章的论述思路，还要引导学生分析体会作者论
述观点所用的材料与观点之间的契合性，以及更深入地理解
课文并从中借鉴学习作者分析实例的方式。另外还要引导学
生适当拓展阅读，提升对意境的认识，形成自己具有批判性
的看法。



二、学情分析

初中生首次接触文艺论文，文章内容涉及一定的专业知识，
学生阅读时有较大难度，尤其对于基础较差及艺术审美能力
不足的学生会觉得晦涩难懂，甚至难以产生兴趣进行深入阅
读。因此教学应该把理解性阅读放在首位，教师要将之作为
主要的教学目标，在此基础上，鼓励学生对自己感兴趣的问
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三、教学目标

1、识记并积累生字、生词，了解作者的相关知识。

2、把握文章的核心概念，了解概念间的关系，理解作者的观
点。

3、梳理文章的论述思路，分析作者所举实例，体会实例与作
者观点的关系。

4、借鉴文中的理论方法，学习鉴赏文学作品和山水画作。

5、拓展阅读，质疑反思，形成自己的认识和看法。

四、教学重点

1、把握文章的核心概念，了解概念间的关系，理解作者的观
点。

2、梳理文章的论述思路，分析作者所举实例，体会实例与作
者观点的关系。

3、借鉴文中的理论方法，学习鉴赏文学作品和山水画作。

4、拓展阅读，质疑反思，形成自己的认识和看法。



五、教学难点

1、借鉴文中的理论方法，学习鉴赏文学作品和山水画作。

2、拓展阅读，质疑反思，形成自己的认识和看法。

六、教学准备

1、布置学生搜集一些山水画名作，认真观摩欣赏，同学间交
流，分享对山水画审美追求、技法特点等的初步认识。

2、教师印发资料：袁行霈《论意境》、颜景龙的《中国山水
画的意境美》和李可染《谈学山水画》。

七、教学时数

2课时

八、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图片导入，激发兴趣

(多媒体投影的《江山如此多娇》)

师：这幅画是关山月、傅抱石他们共同合作专门为装饰人民
大会堂而绘制的大型山水画。

问：看画面你能想到哪首古诗词?

生回答。

全班齐诵毛泽东的《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馀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师：结合词，再看画面，你有什么感受?

生回答。

当代山水画大家李可染先生曾做过专业论述，同学们想不想
跟随他去了解一下呢?让我们一起学习课文《山水画的意境》。

(二)整体感知，理清思路

任务一：初读课文，抓核心要素

【出示任务】

默读文章，在阅读中圈点勾画，注意圈画出以下要素：

1、核心概念;



2、主要观点;

3、所用实例;

4、所做结论。

【反馈指导】

本文是一篇文艺论文，同学们第一次接触这种类型的文章，
但其实文艺论文作为议论性文章的一种，阅读的方法和一般
议论文一样，只要抓取了以上几个要素，一篇文艺论文的基
本内容就基本理解了。

任务二：再读课文，把握结构

【出示任务】

1、再读课文，勾画出每段关键句。

学生读课文，完成任务。

2、分小组合作探究，梳理出文章的论述思路，每组以提纲示
意图的形式呈现。

学生分组讨论交流并展示。

【反馈指导】

每段关键句和提纲示例：

教师小结：

从提纲图示中可清晰看出，文章层次分明，遵循“是什
么”——“为什么”——“怎么样”的写作思路进行论述。
这既是议论文的常用思路，也符合人类认识问题的一般思路。



在议论文写作时，也可以借鉴这种思路来组织文章。

任务三：细读文本，研究实例

【出示任务】

1、本文探讨山水画的意境，为阐明观点多处引入实例，请分
别找出来，并说说它们和作者观点的关系。

2、根据第3段的观点，请你再举一个古诗的例子，模仿课文
的写法，写一段文字作为补充的论据。

学生回答、写作。

教师点评。

【反馈指导】

实例分析是论述观点的重要辅助，分析中要紧扣观点关键词，
希望作者分析实例的方式能给同学们的议论文写作予以启发。

(三)课后作业

阅读课前下发的三篇文章：袁行霈《论意境》、颜景龙的
《中国山水画的意境美》和李可染《谈学山水画》。，用提
纲的方式梳理论述层次。

第二课时

(一)导入

上节课同学们完成了对《山水画的意境》论证思路的梳理和
实例的分析，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李可染先生的这篇文艺论
文，更深入地理解意境的内涵，并学以致用。



(二)思考探究

【出示任务】

请在理解文本的基础上，小组合作探究回答以下问题。

一、作者为什么认为“意境是山水画的灵魂”，意匠与意境
是什么关系?

1、对客观对象不熟悉或不太熟悉，就一定画不出好画。

2、一棵树、一座山，观其精神实质，经过画家思想情感的夸
张渲染，意境会更鲜明;，木然地画画，是画不出好画的。

3、一个山水画家，对所描绘的景物，一定要有强烈、真挚、
朴素的感情，说假话不行。

4、有的画家，没有深刻感受，没有表现自己亲身感受的强烈
欲望，总是重复别人的，就谈不到意境的独创性。

(三)积累运用

任务一：赏析山水画，品味意境：

【出示任务】

运用本文中有关的“意境”的论述，从课前准备的山水名画
作品中挑选一副做赏析(如李可染画作《万山红遍》;黄君璧
的画作《飞瀑雷鸣》等)。请小组合作探究完成。

学生完成任务并分组汇报。

任务二：赏析古诗词，品味意境：

【出示任务】



运用课文中有关“意境”的论述，选择一首自己喜欢的古诗
词进行赏析。完成一段文字。

学生写作。

教师点评。

(四)拓展延伸

【出示任务】

勾连同单元课文，横向对比悟“意境”：

(五)课后作业

思考并总结：学完课文，你认为文艺论文的阅读策略是什么?
应该怎么读?有哪些阅读方法?请将感悟整理成一篇文字。

(六)板书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