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紫藤萝瀑布备课教案(实用10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写教案
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我
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
家能够有所帮助。

紫藤萝瀑布备课教案篇一

自然景物是丰富多彩、婀娜多姿的。它会令人心旷神怡，会
令人浮想联篇，感悟到人生的真谛。读完《紫藤萝瀑布》我
们一定会更加热爱大自然，热爱我们的生命。本堂课我们主
要解决如何读懂一篇借物抒情的散文及如何赏析散文语言的
问题。以下是小编为您搜集整理提供到的紫藤萝瀑布优秀教
案内容，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欢迎阅读参考学习！

1.把握文章脉络，理解文章主旨

2.理解本文借物抒情的特点，学习写景状物的写法。

3.自我反思，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待人生。

l.重点:把握文章脉络，理解文章主旨

2难点:理解本文借物抒情的特点，学习写景状物的写法。

1.查字典，读准下面加点词的音。

迸溅出beng)忍俊不禁(jin)

仙露琼浆(qiong)盘虬卧龙(qiu)

2.查工具书，解释下面的生词。



(l)迸溅:向外溅出或喷射。

(2)繁密:多而密。

(3)稀落:稀稀疏疏，出现得少。

(4)伶仃:孤独，没有依靠。

(5)酒酿;江米酒。

(6)挑逗:逗引，招惹。

(7)忍俊不禁:忍不住笑。忍俊:含笑。

(8)仙露琼浆:形容鲜美的酒。

(9)盘虬卧龙:回旋地绕像卧着的龙。

3.阅读全文，思考预习提示及课后练习。

自然景物是丰富多彩、婀娜多姿的。它会令人心旷神怡，会
令人浮想联篇，感悟到人生的真谛。读完《紫藤萝瀑布》我
们一定会更加热爱大自然，热爱我们的生命。本堂课我们主
要解决如何读懂一篇借物抒情的散文及如何赏析散文语言的
问题。

1.朗读课文。(老师配乐范读，学生听读思考)

2.问题设计:

a.理清文章的写作思路，概括文章内容。

b.作者的思想感情是怎样的?有什么变化?

c.作者由紫藤萝瀑布对生命产生了怎么样的感悟?



3.学生讨论、交流，老师引导、归纳、明确:

读懂一篇借物抒情的散文，首先要理清文章的写作思路，概
括文章的内容，看看写了什么物，从哪些方面写的，突出了
物的什么特点等。如本文写的是紫藤萝，从形、色、态、味
几个方面写的，突出了紫藤萝生长的旺盛，生机勃发的特点。
文章又插叙了紫藤萝在“十年的浩劫”中被摧残的不幸命运，
结合下文的议论，我们可以理解作者是要表达“花会遭遇各
种各样的不幸，但一旦环境改变，它又会勃发出旺盛的生命
力”的主题，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其旺盛生命力的赞美。

其次，我们要有写物是为了写人的意识，要注意作者的感情
变化，那往往是文章的行文线索。另外，我们在读文章时要
多问个为什么。如我们读到作者由“焦虑和悲痛”变得“宁
静和喜悦”时，就应该问问:作者为什么“焦虑和悲痛”?又
为什么变得“宁静和喜悦”?因为作者写的比较含蓄，要理解
她为什么“焦虑和悲痛”，有必要补充写作背景。(课件展
示:宗璞一家，在“浩劫”中深受迫害，“焦虑和悲痛”“一
直压在”作者的心头。这篇文章写于1982年5月。当时作者的
小弟身患绝症，作者非常悲痛(1982年10月小弟病逝)，徘徊
于庭院中，见一树盛开的紫藤萝花，睹物释怀，由花儿自衰
到盛，感悟到生的美好和生命的永恒，于是写成此文。)这样
我们就不难理解文中为什么要插叙在“十年的浩劫”中紫藤
萝的不幸遭遇了。原来花的命运正是人的`命运的象征。花能
够从不幸中走出来，以饱满的生命力投身到生命的长河中去，
人难道不能吗?作者正是从花的身上幡然悟出了人生的真谛，
所以释怀，变得“宁静和喜悦”了。

再次，我们要注意作者对物和人发表的议论，那往往是文章
的主旨和中心。如文中写道:“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
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这是画龙点睛之笔，是
文章形神的结合点。我们可以结合文意理解，它的意思是:不
幸是生命的必然，我们不要囿于不幸，被不幸压倒，而要珍
惜生活，珍爱生命，像紫藤萝一样，以饱满的生命力投身到



生命的长河中去，让生命更加绚丽多彩。因此文章结尾
说:“我不觉加快了脚步。”

本文以“紫藤萝瀑布”为题，但文章的主要内容显然不仅仅
是描写紫藤萝。作者面对盛开的紫藤萝花，深受启示，抚今
追昔，感悟出深刻的人生哲理。这种写法称之为“借物抒
情”。借物抒情，首先要根据表达的需要写好物，请同学们
认真研读课文，看看作者是怎样描写紫藤萝的。

1.提问:作者是从哪几个方面描写紫藤萝的?写作顺序是什么?

讨论并归纳:从四个方面写。

紫藤萝瀑布备课教案篇二

情感态度价值观：体会作者对人生的独特感受，提升自己对
人生的理解与感悟

教学重点：

1、紫藤萝花的象征意义及文章主旨的显现

2、生动而细致的景物描写

教学难点：体会作者对人生的独特感受，表达自己对人生的
理解与感悟

德育渗透：培养学生感觉大自然，热爱大自然热情

教具准备：多媒体课件

课时：第二课时

（师巡视指点）



（幻灯展示：我感受到的藤萝花的.美的句子是在课文的第
自然段，它们是： 这是美在藤萝花的 ）

1、“只见一片辉煌的淡紫色，像一条瀑布，从空中垂下，不
见其发端，也不见其终极”（美在形状）

2、“深深浅浅的紫，仿佛在流动，在欢笑，在不停地生长”
（美在颜色）

3、“紫色的大条幅上，泛着点点银光，就像迸溅的水花，仔
细看时，才知道那是每朵紫花中的最浅淡的部分，在和阳光
互相挑逗”（美在情趣）

4、“花朵儿一串挨着一串，一朵接着一朵，彼此推着挤着，
好不活泼热闹！”（美在生机）

5、“我在开花，它们在笑”“我在开花，它们嚷嚷”（美在
生机）

6、“每一朵盛开的花就像是一个小小的张满了的帆，帆下带
着尖底的舱，船舱鼓鼓的；又像一个忍爱不禁的笑容，就要
绽开似的”（美在生机）

仿写：例：每一朵盛开的花就像一只漂亮的蝴蝶，在那里翩
翩起舞（天使、少女）

每一朵盛开的花像 ，在那里

7、“香气似乎也是浅紫色的，梦幻般轻轻地笼罩着我”

师：大家在这个句子有没有发现什么？香气是看不见的，作
者却把它变成看得见的颜色“浅紫色”给人什么感觉？（朦
胧、淡雅、轻柔）所以我们可以想像紫藤萝的香气就是那种
淡雅、朦胧， 所以下面说“梦幻般了”



（生背诵）

紫藤萝瀑布备课教案篇三

1.品味文章优美的语言。

2.领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3.培养热爱生活的态度。

这是一节“新课程理念下的中小学语文衔接”的课题研究公
开课，也是学生进入中学以后的第一节课，而众多老师的观
摩，很容易加剧他们的紧张心情。因此刚开始的心理调节非
常重要，这是学生能否在本节课中轻松学习的关键所在。正
是鉴于这样的考虑，在开始上课时，先给学生欣赏一组美丽
的花卉图片，使学生在美的感受中心情自然地平静，开启思
维，从而进入课堂的学习交流。

新课程标准要求，“努力改进课堂教学，整体考虑知识与能
力、情感与态度、过程与方法的综合”，从这三个维度来考
虑中小学课程的衔接，并对本课教学做如下设想：

知识与能力的衔接：巧妙调动学生小学的知识积累，如：小
学学过的描写花的诗词，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的
能力，比喻、拟人修辞手法的运用等。在小学已有的知识能
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语文的学习，达到中学要求的标准，
实现本课“品味文章优美语言”的目标。

情感与态度的衔接：本单元要求学生能够思考一些人生问题。
这篇课文蕴涵非常深刻，文中提到的文革，对于刚从小学升
入初中的学生来说，理解是有相当难度的。对于这一难点，
设计采用老师形象描述的方法进行交代，给学生的理解搭一
个桥梁，从而使他们的思维向纵深发展，从对紫藤萝美好形
象的感受和文章优美语言的品味，提升到对作者思想感情的



领会，进而感悟生命的真谛，思考人生的问题。

过程与方法的衔接：由已知到未知，由浅入深，由形象的感
知到理性的思考。

当然，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这三维目标的实现是融合在一起
的。

一、旧知导入：

（课件）：

梅花 王安石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卜算子咏梅 陆游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卜算子咏梅 毛泽东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二、学习词语：

1.课文已经预习过了，现在就看看这几个词语该怎样读？请
学生上黑板注音。齐读。

（课件）：给下面红色的字注音。

伫立（ ）忍俊不禁（ ）酒酿（ ）绽开（ ）迸溅（ ）



2.多姿多彩的花卉，装点了我们的生活，陪伴着我们走过了
童年的时光，也让我们领略了生命的感动。下面就看我们一
位同学预习时所写的一段文字。

（课件）：

我久久地伫立窗前，凝望着窗外的栀子花。大雨倾泻而下，
粗重的雨点无情地击打着她，可是她毫无惧色，一朵朵洁白
的花傲立枝头，迎接着风雨的洗礼，在葱绿的枝叶掩映中，
显得格外清丽动人。有的花朵已完全绽放，显得是那样舒展，
仿佛是一个坦坦荡荡的君子；有的含苞欲放，仿佛是一个忍
俊不禁的笑容；有的还是花骨朵，但花苞鼓鼓的，那里好像
装满了生命的酒酿。栀子花没有艳丽的色彩，没有蜂围蝶阵
的荣耀，有的就是这一身的洁白，纤尘不染；袭人的芳香，
阵阵飘散。在这春红已谢，百花凋零的时节，为人们带来生
的喜悦和美的享受。

一生读，评论读得怎样，写得怎样，有无用错的词语，并说
明理由。

——“久久地伫立”用错，因为“伫立”意思是“长时间地
站立”，再说“久久地伫立”就重复了。所以要删去“久久
地”。

三、学习课文：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面对自然的花朵，各人的感
受是不同的。上个世纪80年代，宗璞就曾被一树盛开的紫藤
萝花深深感动。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篇优美的《紫
藤萝瀑布》。

1.请几位同学跟老师合作，朗读课文。

师：1



生1：2

生2：3—6

生3：7

师：8、9

全体女生：10

师：11

（课件）：图片、音乐。

对于刚才朗读的情况，谁给我们做个评价？

——好的，不足的。

2.现在，跟着老师一起回忆一下文章的思路。（启发学生用
两个字的动词概括，板书。）

——一（板书）：发现——凝望——回忆——感悟

3.全文紧紧围绕这树盛开的紫藤萝来写的。那么题目为什么叫
“紫藤萝瀑布”呢？我们能不能将它改为“盛开的紫藤萝”
呢？（生自由发表自己看法。）

（1）外形相似：这一树花开得繁密、茂盛，充满生命的活力，
就像一条流动的瀑布，飞流直下，不可遏阻。

（2）意义相联：这一树不见其发端，也不见其终极的紫藤萝
瀑布，就像一条生命的长河，绵延不绝，永无止境。

（课件）：“紫藤萝瀑布”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既提示
了文章的主要内容，形象生动地写出了紫藤萝盛开的壮观景



象，又暗示了文章的中心，使生命长河无止境之意得到诗意
的表达。

4.题目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我们感受到了它使用的妙处。
文中像这样精妙的'比喻还有很多，另外还有拟人的方法。请
到文中去找一找，动情地读一读，然后在旁边空白处写上它
的精妙之处。

——读，品，评。

如：

（1）从未见过开得这样盛的藤萝，只见一片辉煌的淡紫色，
像一条瀑布，从空中垂下，不见其发端，也不见其终极。

——比喻，形象地表现了紫藤萝花的繁密和茂盛。

（2）紫色的大条幅上，泛着点点银光，就像迸溅的水花。仔
细看时，才知道那是每一朵紫花中的最浅淡的部分，在和阳
光互相挑逗。

——“像迸溅的水花”，比喻，承“瀑布”而来，形象生动
地表现了紫藤萝花生命的活力。“在和阳光互相挑逗”，拟
人，顽皮、活泼、可爱的形象。

（3）这里春红已谢，没有赏花的人群，也没有蜂围蝶阵。有
的就是这一树闪光的、盛开的藤萝。花朵一串挨着一串，一
朵接着一朵，彼此推着挤着，好不活泼热闹！

——拟人，虽无赏花的人群，也没有蜂围蝶阵，但它们并不
寂寞！而是快乐地独自生长，放出自己生命的异彩！

（4）“我在开花！”它们在笑，“我在开花！”它们嚷嚷。

——拟人，生的快乐和欣喜，形象地表现出来。



（5）每一朵盛开的花就像是一个小小的张满了的帆，帆下带
着尖底的舱，船舱鼓鼓的；又像一个忍俊不禁的笑容，就要
绽开似的。

——比喻，不仅让人看到了紫藤萝花生命的活力，而且看到
了她生的喜悦。

交流品读时，强化个别读，再齐读品味，必要时老师参
与。2—5节全体朗读，6节全体男生读。视课堂进程灵活处理。

原来啊，宗璞生活在一个书香门第，她的父亲就是著名哲学
家冯友兰先生，她和弟弟从小就在清华园中长大，本以为扎
根在这片沃土里的种子应该顺利地发芽开花，谁知道生命的
风雨来了，正当他们风华茂盛的时候，却失去了报效祖国的
机会。

好不容易熬过了生命的苦难，几经雪欺霜冻，终于迎来了生
命的春天。可是有谁想到，弟弟这个才华横溢的科技工作者，
正当要施展抱负，绽放自己生命的花朵的时候，却发现身患
绝症，已经无法医治，死亡之神随时可能夺去他的生命。

带着焦虑和悲痛，姐姐来到紫藤萝瀑布面前，她此刻的心中
会想些什么呢？

——学生思考作答。

师：是的，个人的生命是有止境的，但是人类生命的长河是
无止境的。我们不能沉溺于个人的苦难而感事伤怀，应该放
眼人类生命的长河，努力张满自己的风帆，在这条长河上破
浪前行。

齐读10、11节。

6.师：读了这篇课文后，老师就觉得：



（课件）：图片、音乐、文字。

生命就像紫藤萝瀑布一样，虽无众人欣赏，但仍尽情开放。

生命就像紫藤萝瀑布一样，虽然历尽磨难，但仍顽强而快乐
地生长。

生命还像什么呢？发挥自己的想象，仿照这样的句子写一个
比喻句，作为今天的作业写在笔记本上，下节课我们再来交
流。这里老师还想到：

（课件）：图片、文字。

生命就像小草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生命就像蜡烛一样，燃烧着自己，照亮了别人。

生命就像焰火一样，虽然短暂，但却无比辉煌。

7.结束语：

（课件）：图片、音乐、文字。

生命中会有磨难，但磨难终会过去，愿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
像一朵朵小小的紫藤萝花，努力张满自己的风帆，绽放自己
生命的异彩，为人类生命的长河增添光彩和芳香。

紫藤萝瀑布备课教案篇四

情感态度价值观：体会作者对人生的独特感受，提升自己对
人生的理解与感悟

教学重点：1：紫藤萝花的象征意义及文章主旨的显现；2：
生动而细致的景物描写



教学难点：体会作者对人生的独特感受，表达自己对人生的
理解与感悟

德育渗透：培养学生感觉大自然，热爱大自然热情

教具准备：多媒体课件

课时：第二课时

（师巡视指点）

（幻灯展示：我感受到的藤萝花的美的句子是在课文的第自
然段，它们是：这是美在藤萝花的）

1、“只见一片辉煌的淡紫色，像一条瀑布，从空中垂下，不
见其发端，也不见其终极”（美在形状）

2、“深深浅浅的紫，仿佛在流动，在欢笑，在不停地生长”
（美在颜色）

3、“紫色的大条幅上，泛着点点银光，就像迸溅的水花，仔
细看时，才知道那是每朵紫花中的最浅淡的部分，在和阳光
互相挑逗”（美在情趣）

4、“花朵儿一串挨着一串，一朵接着一朵，彼此推着挤着，
好不活泼热闹！”（美在生机）

5、“我在开花，它们在笑”“我在开花，它们嚷嚷”（美在
生机）

6、“每一朵盛开的花就像是一个小小的张满了的帆，帆下带
着尖底的舱，船舱鼓鼓的；又像一个忍爱不禁的笑容，就要
绽开似的”（美在生机）

仿写：例：每一朵盛开的花就像一只漂亮的蝴蝶，在那里翩



翩起舞（天使、少女）

每一朵盛开的花像，在那里

7、“香气似乎也是浅紫色的，梦幻般轻轻地笼罩着我”

师：大家在这个句子有没有发现什么？香气是看不见的，作
者却把它变成看得见的颜色“浅紫色”给人什么感觉？（朦
胧、淡雅、轻柔）所以我们可以想像紫藤萝的香气就是那种
淡雅、朦胧，所以下面说“梦幻般了”

师：好的东西我们都想拥有，如果将喜欢的语段背下，该多
好！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真正为你所拥有下面给大家三分
钟时间，背一背，比一比，看谁拥有的美点多（生背诵）

紫藤萝瀑布备课教案篇五

学会有感情的朗读课文，了解作者含蓄而深沉的思想感情体
会文章语言的生动与优美

采用探究的方法多元化解读文体，学习写状物的方法，提高
观察力和想像力

体会作者对人生的独特感受，提升自己对人生的理解与感悟

1：紫藤萝花的象征意义及文章主旨的显现

2：生动而细致的景物描写

体会作者对人生的独特感受，表达自己对人生的理解与感悟

培养学生感觉大自然，热爱大自然热情

多媒体课件



第二课时

（幻灯展示：我感受到的藤萝花的美的句子是在课文的第自
然段，它们是：这是美在藤萝花的）

1、“只见一片辉煌的淡紫色，像一条瀑布，从空中垂下，不
见其发端，也不见其终极”（美在形状）

2、“深深浅浅的紫，仿佛在流动，在欢笑，在不停地生长”
（美在颜色）

3、“紫色的大条幅上，泛着点点银光，就像迸溅的水花，仔
细看时，才知道那是每朵紫花中的最浅淡的部分，在和阳光
互相挑逗”（美在情趣）

4、“花朵儿一串挨着一串，一朵接着一朵，彼此推着挤着，
好不活泼热闹！”（美在生机）

5、“我在开花，它们在笑”“我在开花，它们嚷嚷”（美在
生机）

6、“每一朵盛开的花就像是一个小小的张满了的帆，帆下带
着尖底的舱，船舱鼓鼓的；又像一个忍爱不禁的笑容，就要
绽开似的”（美在生机）

仿写：例：每一朵盛开的花就像一只漂亮的蝴蝶，在那里翩
翩起舞（天使、少女）

每一朵盛开的花像，在那里

7、“香气似乎也是浅紫色的，梦幻般轻轻地笼罩着我”



紫藤萝瀑布备课教案篇六

课件简介:

“紫藤”简介：亦称“朱藤”、“藤萝”，豆科，高大木质
藤本。奇数羽状复叶，成熟后无毛。春季开花，蝶形花冠，
青紫色，总状花序，产于我国中部，供观赏，花含芳香油;茎
皮纤维可织物;果实、根入药医用。

不是的,因为，它是很多很多的紫藤萝花组成的，因为像瀑布
一样从空中垂下来，不见其发端，也不见其终极，所以文章叫
《紫藤萝瀑布》。

写作启示：

1、要善于抓住事物的特征;

2、拟题要善用修辞

作者简介

宗璞，当代女作家，原名冯钟璞。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之女，
自幼生长于清华园，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精粹，
学养深厚，气韵独特。她的小说刻意求新，语言明丽而含蓄，
流畅而有余韵。她的散文情深意长，隽永如水。主要作品:中
短篇小说《知音》、《弦上的梦》、《红豆》，散文集《丁
香结》。中篇小说《三生石》，获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

1981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宗璞小说散文选》。后又抱病奋
力创作反映中华民族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
其第一部《南渡记》已于1987年问世，获得了好评。



紫藤萝瀑布备课教案篇七

一、教材分析

教学内容：《苏州园林》是初中语文（苏教版）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的一篇说明文。苏州园林可写的内容很多，课文没
有泛泛地介绍苏州园林的景物，而是抓住“务必使游览者无
论站在哪个点上，眼前总是一幅完美的图画”这一总体特征，
从整体到局部，从大处到小处，作了富有艺术性的说明，是
一篇很好的说明文的典范。

二、学情分析

绝大多数学生对苏州园林很不熟悉，没有感性认识，很难掌
握苏州园林的特征，很难真正体会到苏州园林的美。再加上
学生对说明文的阅读兴趣较低，因此，在教学中，我们需要
借助多媒体和课本图片的直观性和形象性来感知苏州园林的
美，引导学生体会苏州园林美在哪里，而且要教会学生如何
抓住说明对象的特征或平实或生动地说明事物。

三、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1）掌握生字词，作者，明确逻辑顺序含义，用法

（2）运用多媒体，创设丰富情境，通过调动学生合理互动的
想象，引导学生感知园林的画意美。

（3）学习本文说明景点的方法和思路，联系生活进行写作迁
移训练。

学会一些欣赏中国园林的方法



2．过程与方法

讲授和讨论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体会园林艺术的`画面美，激发对祖国文化的自豪感

四、教学重难点

1、作者是如何抓住苏州园林的特征，并突出这个特征的。

2、合理互动的想象、苏州园林画意美的感知、迁移写作训练。

3、学习本文围绕中心，从整体到局部多方面说明事物的方法，
在整体把握全文的基础上，体会文章的结构美。

五、教法与学法

1．教法

本课主要采用情境激趣、任务驱动和演练结合的方法进行教
学。

2．学法

本课的学法主要有迁移融合、自主探究和合作交流。

七、教学策略与手段

讲授和讨论

八、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九、教学过程

（一）．观看视频，赏园林美

（二）字词检测

（三）作者和写作背景

（四）走进文本，读园林美

1、本文说明对象是什么？作者对苏州园林有什么情感？从哪
些字词看出？

（齐读1段），

2、作者抓住什么苏州园林什么特征去写？（齐读2段）

3、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园林设计者怎么做的？

（五）合作探究。

1，默读3――6段，划出每段说明对象，和第二段有什么关系？

2，思考讨论3、4段。

第3段

a抓住了亭台轩榭的什么特点来介绍的？

b用了什么说明方法？结合说明对象，说说这种说明方法的好
处.

第4段

a可以划分成哪三层？



b假山和池沼各有什么特点？

c苏州园林有假山的话，一定有池沼吗？你从哪句话得出结论？

3、齐读第5段，院内花草树木什么特点？划下给你画面感的
词语，合理想象画面。

4、花墙和廊子把园内景致完全隔开了吗？为什么隔而未隔，
界而未界？

5小结：四个讲究突出了画面美

6“完美”是什么意思？7――9段从哪些细节说明了苏州园林
的画面美？

7四个讲究，三个细节能换过来吗？

8总结全文逻辑顺序，为什么不用说明建筑物常用的逻辑顺序？

（六）总结

1你领会了哪些欣赏中国园林的方法？

2学习了阅读说明文哪些知识？

a明确说明对象

b抓住说明对象的特征

c逻辑顺序包含了由大到小，有主到次，有整体到局部……常
用于说明事物的联系。

d说明方法分析：怎么样说出了说明对象的什么特点



e说明语言在准确的基础上，可以生动形象。

（七）作业：

1阅读课后《学习阅读说明文》

九、板书设计

十、教学反思

教材研究细致，但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没有确定好。总体感
觉内容和方法都比较陈旧，缺乏创新和独到见解，这是课堂
气氛沉闷的主要原因。

教学目标多而杂，缺少操作性动词。应精减目标，用操作性
动词表述。

教学方法要致力于调动学生积极性，从易到难，由浅入深，
讲练结合。

紫藤萝瀑布备课教案篇八

一、说教材

本单元的阅读教学，要求整体把握课文内容，用心领会写作
意图，联系自己的生活体验，想想人生的大问题。本单元是以
“人生”为主题，都是抒写人生感悟的精彩篇章。

《紫藤罗瀑布》就是本单元的第五篇课文。它是以生动而细
腻的笔触，采用多种修辞手法从色、形、态多方面描写一树
盛开的紫藤罗花，生机勃发，辉煌灿烂，让人感受到它的繁
茂与顽强的生命力，从而感悟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一时
的不幸，个人的不幸，都不足畏;人生，也应该是豁达的，乐
观的，奋发的，进取的。



二、说学情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每当我们向自己的学生教授知识的时候，
自然要考虑到我们的教学对象在学习本课时的原有基础、现
有困难及学习心理特征，从而有针对性地确定教学目标、重
点、难点及教法学法。

我的教学对象是八年级的学生，大部分学生的语文基础较好。
而且大多数学生都喜欢写景的美文，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
然。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教师要充分利用他们的兴
趣引导学生进入特定的审美意境，培养学生欣赏文学作品，
能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初步领悟作品的内涵，从中获得对自
然、社会、人生的有益启示。

三、教学目标

初中语文新课程标准要求“要重视学生思维能力的发
展”、“要注重知识之间、能力之间以及知识、能力、情感
之间的联系”，结合本单元特点及可操作性，我把本课的教
学目标定为：

1.有感情地诵读课文，理解内容。

2.揣摩词语和句子，理解作者感情变化的线索。

3.学习并运用写景状物的方法，了解“托物言志”的写作方
法，提高观察力和想象力。

4.体会作者对人生的独特感受，体味人生，感悟生命，并能
自我反思，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待人生。

四、说重难点

根据学情及本课的内容，我把重点放在揣摩词语和重点语句



的表现力，深化对人生的思索。难点放在生动而细致的景物
描写。

五、说教法

1.根据课文特点和学生实际情况，以激发兴趣法、问题导引
法、指导归纳法进行教学。据新《新课标》在《教学中要重
视的问题》里指出：“教学过程应突出学生的实践活动，指
导学生主动地获取知识，科学地训练，全面提高语文能
力。”我根据本课目标和内容，从学生已掌握的知识基础、
发展水平出发，应用各种教学手段调动学生的主动性，以激
发兴趣法、问题导引法、指导归纳法进行教学。使他们在教
师的主导下围绕中心议题发表各自的意见，相互交流，相互
启发，相互争议，激发他们主动去获取知识，培养健康情感。
首先激发学生学习本文的兴趣，然后引导学生美读散文，在
读的过程中思考提出的疑问，最后在教师适当的点拨、归纳、
小结中赏析课文，理解本文中作者的感情。

2.采用电教平台、录音等电教手段，扩大教学容量。在教学
中，我采用了电教手段来丰富教学手段，扩大了教学容量;这
样既吸引学生注意，激发学习热情，又通过直接感知，促进
知识的理解和巩固，符合教育学中的自觉性、直观性原则。

3.本文文质兼美，适于朗读，教学中引入诵读法。《教学中
要重视的问题》指出：“语文教学中，……要重视积累、感
悟、熏陶和培养语感。”，本文是文质兼美的写景散文，适
于朗读，所以在文章的讲析中引入了诵读法教学，让学生在
反复诵读中领悟文章描景绘物的美。

六、说学法

一个差的老师只会奉献，而好的老师则交给学生发现真理。
教给学生学法正是实现叶圣陶老先生提出的“凡为教者必期
于达到不教”的目标。



本课的教学充分体现了新课程标准的精神，即在学生的学习
中，注重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
方面的共同发展。学法具体如下：

1.勾画圈点法：让学生勤动笔墨，积极读书。

2.朗读法：指导学生反复朗读，从中体会课文所蕴含的思想
感情。

3.讨论法：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合作探究。

七、说教学过程

(一)课程导入

(大屏幕出示牡丹、荷花、腊梅、紫藤萝花的滚动画面，放一
首轻音乐。)

同学们，当你面对美好的大自然时，你会感受到大自然赋予
了我们许多许多。自然界中有各种各样的花草，同样的花草
面对不同的人，可能会唤起不同的审美感受。有人喜欢富贵
的牡丹，有人关注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还有人赞美腊梅的
勇敢，然而女作家宗璞更多注意的却是丁香、二月兰、玉簪、
木槿、紫藤萝这样的花。这些花虽平凡而柔弱，却有着生命
的尊严和蓬勃。作者笔下的紫藤萝有炫人眼目的美丽，有跳
跃闪烁的生命。作者从这些小小的生命中发掘出许多美好的
品格，并借此表达对于美好人性的追求。下面让我们来品味
一下这篇散文，看看作者怎样传达了这样的一种追求。(出示
目标并板书课题)

(二)检查预习情况

1.检查预习“读一读，写一写”。



让学生速读全文，然后将自己预习中不认识的字或不理解的
词勾画圈点出来，共同来解决。解决的方式是查字典和根据
语境推断。在正音之后对字词读一遍。对词语，让学生用自
己的话来理解或说话。(重视语言积累，另一就是在理解和运
用中积累，而不是死记硬背。)

2.作者简介

学生自主地介绍在课余时间搜集作者及课文的相关资料。所
花的时间不要过长，指导学生介绍有价值的、与本课有关的
资料。通过查找资料培养了学生筛选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
(这是根据校情，学生能在阅览室、电子图书馆查阅资料而设
立的环节。)

(三)阅读课文，整体感知

1.配乐范读，学生在听读中思考如下问题。(配乐范读时，用
大屏幕出示如下问题)

(1)用自己的话概括本文的内容。

(2)作者的思想感情是怎样的?

学生带着问题听朗读，再回答。可以请学生听回答后相互补
充。

忆花——如人生的生死挫折

悟花——如生命的永恒意义

2.学生有感情地自由朗读课文。

3.抽取两位同学朗读自选片断，老师作简要评价。

(学生通过不同要求的读，使学生对课文有了整体的感知，为



教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研读与赏析

1.自主探究

好文章总有一些精彩片段，研读好这些片段，是对文章内涵
的具体把握，也是对作者的思想感情的探究。

(大屏幕投影出示问题，学生思考并体味。)

老师提示：需结合作者的简介来感悟。可以各抒己见，结合
自己的理解，展开思考。

(这个问题学生能够漂亮地作答，要求他们首先进行独立思考，
培养他们的思考能力)

2.互动平台

交流能碰撞出智慧的火花。因此我设计了这一环节，让学生
将自己感触最深的段落或句子，有感情地朗读出来并说出感
悟出了什么?学生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理由，允许思维
发散，只要言之有理即可。

[教师小结]作者在回顾了花和人的命运后悟到，“花和人都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也
就是说，遭遇到不幸的时候，不能被厄运压倒，要对生命的
长久保持坚定的信念;厄运过后，不让悲痛长压心头，要面对
新生活，振奋精神，投身到事业中去。其实作者的感情就如
紫藤萝的命运，从花儿稀落到被拆掉，到如今繁花似锦，正
是十几年来国家命运的写照。作者对人生有了感情上的`变化
和彻悟。由此作者发出了“在这浅紫色的光辉和浅紫色的芳
香中，我不觉加快了脚步”的感慨，我们也由此感到作者对
生命的感悟。



在这一环节中，老师首先投影出示朗读方法：重音、节奏及
停顿，注重内化和感情。佳词妙句细品味，内容中心都理清。
在学生有感情地诵读课文片断时，老师要参与学生的互评活
动中，进行诵读指导。

(朗读方法的指导，学生的朗读与研讨，重视了语文全面素养
提高的措施，而不把语文当作纯粹的技能训练，使学生的自
主能力得到了发挥，个性得到了张扬。)

(“互动平台”这一环节是本课的重点。要求学生在对文章整
体感悟后，在了解作者生平的基础上，通过对赏花、忆花、
悟花三个部分内容赏析，让学生对生命、对人生有了新的感
悟。学生可以通过自己的认识，谈谈对人生、对社会的思考，
从而陶冶自己的感情。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发展其健康个
性。

重点研读“手足情、生死谜”、“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
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两部分，让学生
在“忆花”的部分中去感受时代给予人的感受;“忆花”部分
重点在于对人的感情的升华，而这种时代气息和人文精神又
是潜移默化的自然的渗透，使学生从优美的文章中崇尚生命、
珍惜生活、珍爱人生，体现了新课程标准，把人文教育放在
显著地位。富有时代气息，加强人文教育。)

3.合作探究

通过合作、探究，进一步品味文章的写景妙处，引导学生探
究学习。这是本课的难点，再加上学生是七年级的学生特点，
所以老师可先举一例子，随后同桌之间、小组之间进行合作
交流。

例如：揣摩语句，体会写景之妙。

“每一朵盛开的花就像是一个小小的张满了的帆，帆下带着



尖底的舱，船舱鼓鼓的;又像一个忍俊不禁的笑容，就要绽开
似的。”这是用帆和船舱作比喻，细致地描绘了紫藤萝花盛
开的状态，给人以生机勃勃的感受;比作笑容，就有美好可爱
的感觉，也抒发了喜悦之情。

学生可以找出多处，从内容上、从写作特点上去理解、品味、
鉴赏、把握。

学生谈到花的特点时，适时板书：

花形——犹如瀑布

花色——热烈沉静

花香——懵龙长久

此环节突破了教学难点，陶冶了学生的情操，有利于理解本
文主旨，感悟生命

(五)拓展延伸

请学生观察大屏幕上的画面(可出示一组花木的画面，如：菊、
梅、荷、松树、牡丹等等)，让学生现场观察，进行联想，做
口头作文：《我看花》。

(有人说过，语文学习的外延和生活的外延相等，本环节把课
本和生活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同时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也
延伸了教学难点)

(六)教师总结

紫藤萝瀑布为我们展示了人生的画卷：藤萝不与群芳争，独
自开在花谢时，踏春无人恋，蜂蝶亦不顾，而它们却尽情地
展示着自己的生命，骄傲自信地为自己美丽生命而欢腾嬉闹。
然而回首十年，心中的“焦虑和悲痛”又会令人感受到一种



沉重，一种悲哀。仔细品味这篇短文，使人幡然悟到，只有
经历过苦难的人，才会珍惜生活，珍爱生命，正如宗璞所说，
“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每个人都应当像紫藤萝的花朵
一样以饱满的生命力投身到生命的长河中去，让生命更加绚
丽多彩。

(七)延伸作业

根据课标对写作的要求：多角度地观察生活，发现生活的丰
富多彩，捕捉事物的特征力求有创意的表达，以及本课的教
学内容，我设计了以下的作业：

人们往往赋予一些花木以某种象征意义，回去后可以搜集一
些有关花木的文章，与同学进行交流，并提出自己新的联想
和见解。并进行实地观察，写一篇观察日记，题目自拟。

(八)板书设计

紫藤罗瀑布

宗璞

花形——犹如瀑布赏花——如人生的美好热烈

花色——热烈沉静忆花——如人生的生死挫折

花香——懵龙长久悟花——如生命的永恒意义

紫藤萝瀑布备课教案篇九

【导语】本站的会员“asa6312316”为你整理了“紫藤萝瀑布
获奖的教案”范文，希望对你有参考作用。

一、说教材



本单元的阅读教学，要求整体把握课文内容，用心领会写作
意图，联系自己的生活体验，想想人生的大问题。本单元是以
“人生”为主题，都是抒写人生感悟的精彩篇章。

《紫藤罗瀑布》就是本单元的第五篇课文。它是以生动而细
腻的笔触，采用多种修辞手法从色、形、态多方面描写一树
盛开的紫藤罗花，生机勃发，辉煌灿烂，让人感受到它的繁
茂与顽强的生命力，从而感悟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一时
的不幸，个人的不幸，都不足畏;人生，也应该是豁达的，乐
观的，奋发的，进取的。

二、说学情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每当我们向自己的学生教授知识的时候，
自然要考虑到我们的教学对象在学习本课时的原有基础、现
有困难及学习心理特征，从而有针对性地确定教学目标、重
点、难点及教法学法。

我的教学对象是八年级的学生，大部分学生的语文基础较好。
而且大多数学生都喜欢写景的美文，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
然。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教师要充分利用他们的兴
趣引导学生进入特定的审美意境，培养学生欣赏文学作品，
能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初步领悟作品的内涵，从中获得对自
然、社会、人生的有益启示。

三、教学目标

初中语文新课程标准要求“要重视学生思维能力的发
展”、“要注重知识之间、能力之间以及知识、能力、情感
之间的联系”，结合本单元特点及可操作性，我把本课的教
学目标定为：

1、有感情地诵读课文，理解内容。



2、揣摩词语和句子，理解作者感情变化的线索。

3、学习并运用写景状物的方法，了解“托物言志”的写作方
法，提高观察力和想象力。

4、体会作者对人生的独特感受，体味人生，感悟生命，并能
自我反思，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待人生。

四、说重难点

根据学情及本课的内容，我把重点放在揣摩词语和重点语句
的表现力，深化对人生的思索。难点放在生动而细致的景物
描写。

五、说教法

1、根据课文特点和学生实际情况，以激发兴趣法、问题导引
法、指导归纳法进行教学。据新《新课标》在《教学中要重
视的问题》里指出：“教学过程应突出学生的实践活动，指
导学生主动地获取知识，科学地训练，全面提高语文能
力。”我根据本课目标和内容，从学生已掌握的知识基础、
发展水平出发，应用各种教学手段调动学生的主动性，以激
发兴趣法、问题导引法、指导归纳法进行教学。使他们在教
师的主导下围绕中心议题发表各自的意见，相互交流，相互
启发，相互争议，激发他们主动去获取知识，培养健康情感。
首先激发学生学习本文的兴趣，然后引导学生美读散文，在
读的过程中思考提出的疑问，最后在教师适当的点拨、归纳、
小结中赏析课文，理解本文中作者的感情。

2、采用电教平台、录音等电教手段，扩大教学容量。 在教
学中，我采用了电教手段来丰富教学手段，扩大了教学容量;
这样既吸引学生注意，激发学习热情，又通过直接感知，促
进知识的理解和巩固，符合教育学中的.自觉性、直观性原则。



3、本文文质兼美，适于朗读，教学中引入诵读法。《教学中
要重视的问题》指出：“语文教学中，……要重视积累、感
悟、熏陶和培养语感。”，本文是文质兼美的写景散文，适
于朗读，所以在文章的讲析中引入了诵读法教学，让学生在
反复诵读中领悟文章描景绘物的美。

六、说学法

一个差的老师只会奉献，而好的老师则交给学生发现真理。
教给学生学法正是实现叶圣陶老先生提出的“凡为教者必期
于达到不教”的目标。

本课的教学充分体现了新课程标准的精神，即在学生的学习
中，注重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
方面的共同发展。学法具体如下：

1、勾画圈点法：让学生勤动笔墨，积极读书。

2、朗读法：指导学生反复朗读，从中体会课文所蕴含的思想
感情。

3、讨论法：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合作探究。

七、说教学过程

(一)课程导入

(大屏幕出示牡丹、荷花、腊梅、紫藤萝花的滚动画面，放一
首轻音乐。)

同学们，当你面对美好的大自然时，你会感受到大自然赋予
了我们许多许多。自然界中有各种各样的花草，同样的花草
面对不同的人，可能会唤起不同的审美感受。有人喜欢富贵
的牡丹，有人关注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还有人赞美腊梅的



勇敢，然而女作家宗璞更多注意的却是丁香、二月兰、玉簪、
木槿、紫藤萝这样的花。这些花虽平凡而柔弱，却有着生命
的尊严和蓬勃。作者笔下的紫藤萝有炫人眼目的美丽，有跳
跃闪烁的生命。作者从这些小小的生命中发掘出许多美好的
品格，并借此表达对于美好人性的追求。下面让我们来品味
一下这篇散文，看看作者怎样传达了这样的一种追求。(出示
目标并板书课题)

(二)检查预习情况

1、检查预习“读一读，写一写”。

让学生速读全文，然后将自己预习中不认识的字或不理解的
词勾画圈点出来，共同来解决。解决的方式是查字典和根据
语境推断。在正音之后对字词读一遍。对词语，让学生用自
己的话来理解或说话。(重视语言积累，另一就是在理解和运
用中积累，而不是死记硬背。)

2、作者简介

学生自主地介绍在课余时间搜集作者及课文的相关资料。所
花的时间不要过长，指导学生介绍有价值的、与本课有关的
资料。通过查找资料培养了学生筛选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
(这是根据校情，学生能在阅览室、电子图书馆查阅资料而设
立的环节。)

(三)阅读课文，整体感知

1、配乐范读，学生在听读中思考如下问题。(配乐范读时，
用大屏幕出示如下问题)

(1)用自己的话概括本文的内容。

(2)作者的思想感情是怎样的?



学生带着问题听朗读，再回答。可以请学生听回答后相互补
充。

忆花——如人生的生死挫折

悟花——如生命的永恒意义

2、学生有感情地自由朗读课文。

3、抽取两位同学朗读自选片断，老师作简要评价。

(学生通过不同要求的读，使学生对课文有了整体的感知，为
教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研读与赏析

1、自主探究

好文章总有一些精彩片段，研读好这些片段，是对文章内涵
的具体把握，也是对作者的思想感情的探究。

(大屏幕投影出示问题，学生思考并体味。)

老师提示：需结合作者的简介来感悟。可以各抒己见，结合
自己的理解，展开思考。

(这个问题学生能够漂亮地作答，要求他们首先进行独立思考，
培养他们的思考能力)

2、互动平台

交流能碰撞出智慧的火花。因此我设计了这一环节，让学生
将自己感触最深的段落或句子，有感情地朗读出来并说出感
悟出了什么?学生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理由，允许思维
发散，只要言之有理即可。



[教师小结]作者在回顾了花和人的命运后悟到，“花和人都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也
就是说，遭遇到不幸的时候，不能被厄运压倒，要对生命的
长久保持坚定的信念;厄运过后，不让悲痛长压心头，要面对
新生活，振奋精神，投身到事业中去。其实作者的感情就如
紫藤萝的命运，从花儿稀落到被拆掉，到如今繁花似锦，正
是十几年来国家命运的写照。作者对人生有了感情上的变化
和彻悟。由此作者发出了“在这浅紫色的光辉和浅紫色的芳
香中，我不觉加快了脚步”的感慨，我们也由此感到作者对
生命的感悟。

在这一环节中，老师首先投影出示朗读方法：重音、节奏及
停顿，注重内化和感情。佳词妙句细品味，内容中心都理清。
在学生有感情地诵读课文片断时，老师要参与学生的互评活
动中，进行诵读指导。

(朗读方法的指导，学生的朗读与研讨，重视了语文全面素养
提高的措施，而不把语文当作纯粹的技能训练，使学生的自
主能力得到了发挥，个性得到了张扬。)

(“互动平台”这一环节是本课的重点。要求学生在对文章整
体感悟后，在了解作者生平的基础上，通过对赏花、忆花、
悟花三个部分内容赏析，让学生对生命、对人生有了新的感
悟。学生可以通过自己的认识，谈谈对人生、对社会的思考，
从而陶冶自己的感情。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发展其健康个
性。

重点研读“手足情、生死谜”、“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
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两部分，让学生
在“忆花”的部分中去感受时代给予人的感受;“忆花”部分
重点在于对人的感情的升华，而这种时代气息和人文精神又
是潜移默化的自然的渗透，使学生从优美的文章中崇尚生命、
珍惜生活、珍爱人生，体现了新课程标准，把人文教育放在
显著地位。富有时代气息，加强人文教育。)



3、合作探究

通过合作、探究，进一步品味文章的写景妙处，引导学生探
究学习。这是本课的难点，再加上学生是七年级的学生特点，
所以老师可先举一例子，随后同桌之间、小组之间进行合作
交流。

例如：揣摩语句，体会写景之妙。

“每一朵盛开的花就像是一个小小的张满了的帆，帆下带着
尖底的舱，船舱鼓鼓的;又像一个忍俊不禁的笑容，就要绽开
似的。”这是用帆和船舱作比喻，细致地描绘了紫藤萝花盛
开的状态，给人以生机勃勃的感受;比作笑容，就有美好可爱
的感觉，也抒发了喜悦之情。

学生可以找出多处，从内容上、从写作特点上去理解、品味、
鉴赏、把握。

学生谈到花的特点时，适时板书：

花形——犹如瀑布

花色——热烈沉静

花香——懵龙长久

此环节突破了教学难点，陶冶了学生的情操，有利于理解本
文主旨，感悟生命

(五)拓展延伸

请学生观察大屏幕上的画面(可出示一组花木的画面，如：菊、
梅、荷、松树、牡丹等等)，让学生现场观察，进行联想，做
口头作文：《我看()花》。



(有人说过，语文学习的外延和生活的外延相等，本环节把课
本和生活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同时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也
延伸了教学难点)

(六)教师总结

紫藤萝瀑布为我们展示了人生的画卷：藤萝不与群芳争，独
自开在花谢时，踏春无人恋，蜂蝶亦不顾，而它们却尽情地
展示着自己的生命，骄傲自信地为自己美丽生命而欢腾嬉闹。
然而回首十年，心中的“焦虑和悲痛”又会令人感受到一种
沉重，一种悲哀。仔细品味这篇短文，使人幡然悟到，只有
经历过苦难的人，才会珍惜生活，珍爱生命，正如宗璞所说，
“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每个人都应当像紫藤萝的花朵
一样以饱满的生命力投身到生命的长河中去，让生命更加绚
丽多彩。

(七)延伸作业

根据课标对写作的要求：多角度地观察生活，发现生活的丰
富多彩，捕捉事物的特征力求有创意的表达，以及本课的教
学内容，我设计了以下的作业：

人们往往赋予一些花木以某种象征意义，回去后可以搜集一
些有关花木的文章，与同学进行交流，并提出自己新的联想
和见解。并进行实地观察，写一篇观察日记，题目自拟。

(八)板书设计

紫 藤 罗 瀑 布

宗璞

花形——犹如瀑布 赏花——如人生的美好热烈



花色——热烈沉静 忆花——如人生的生死挫折

花香——懵龙长久 悟花——如生命的永恒意义

紫藤萝瀑布教案

紫藤萝瀑布教案模板

《紫藤萝瀑布》评课稿

紫藤萝瀑布备课教案篇十

1、欣赏《黄果树瀑布》（课前），用一个词或者一个句子来
形容你对瀑布的感受。

小结：可是有这样一条瀑布，它没有振聋发聩的轰鸣，没有
雪浪飞溅的翻腾，它不是从岩壁上倾泻而下的一匹白练，而
是从空中垂下的紫色的大条幅，它就是紫藤萝瀑布。（课题
幻灯）

2、这条花瀑使作者宗璞“不由得停住了脚步。”于是我们班
上等同学就纳闷：为什么“我”不由得停住了脚步？（幻灯）

请同学们自由大声地朗读课文，想一想：为什么“我”不由
得停住了脚步？

请同学用自我的话来说说

（预设：喜爱藤萝，赞美藤萝，从未见过开的这样盛的藤萝）
（板书：盛）

二、赏花之盛

1、赏



请同学们勾画描述盛开的紫藤萝花的句子，并选择你喜欢的
句子简明的旁批你喜欢的理由。

2、读

幻灯：从未见过开得这样盛的藤萝，只见一片淡紫色，像一
条瀑布，从空中垂下，不见其发端，也不见其终极，只是深
深浅浅的紫，仿佛在流动，在欢笑，在不停地生长。

（预设：盛和辉煌，有赞叹之意；流动、欢笑、生长等动词
能够适当注重重音；深深浅浅，叠词反复咏叹，赞美之情尽
在其中，读时注意语速。（幻灯：改变字色）将这些词读时
加重音，改变语速、重要的是投入自我的感情。）

（1、请学生自我先读一读2、请一个同学来朗读，其他同学
点评，3、全班齐读，）

（2）、幻灯：赏读美句佳段方法：1、感知写了什么，怎样
写的，表达了什么情感。2、将体现作者感情的词、句做重音、
语调、语速、语气的处理。3、投入自我的感情，将文中语言
化为自我的心声。

请大家结合朗读技巧，再次美读自我喜欢的语句，再请两个
同学来读。

小结：经过刚才同学们的细赏和美读，我们感受到了作者从
未见过的这一树紫藤萝花的“盛”，盛在它的花开繁茂，盛
在它的活泼热闹，盛在它的气势壮美，盛在它的生机盎然，
（板书），就如山涧的瀑布一样有力量，有气势，有动态，
难怪作者给此文取名为紫藤萝瀑布。

（幻灯）（可是我没有摘，我没有摘花的习惯）

所以又有同学等有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没有摘花的疑问，



作者是怎样的一个人？

小结：宗璞是惜花、爱花、懂得生命的完美与可贵，对生命
充满热爱和尊重的宗璞。古诗云：“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
无花空折枝”，而宗璞却没有摘花，更不会折枝，她期望花
盛开在枝头，凋零飘落于尘土，然后化作春泥，回归自然。
她对生命是热爱的，更是尊重的，她懂得生命的完美与可贵，
所以她没有摘花的习惯。

三、探花之“不盛”

1、此段主要讲述了什么故事？（十多年前家门外一株藤萝的
遭遇）

2、你觉得这是一株怎样的藤萝？

（试探这个词赏析，试探什么？试探外面是否安全，试探那
个环境适不适合开花？试探结果，不安全，不能开花。（之
后连花串也没有了，园中的紫藤花架也拆掉了，改种果树了。
）

这是一株花势衰颓的藤萝，是一株不容于世的藤萝，是一株
活的战战兢兢的藤萝，是一株孤独无奈的藤萝。（板书）

3、那为什么紫藤萝会被毁掉，文中哪个句子交代了原因？

幻灯：那时的说法是，花和生活腐化有什么必然关系。

这句话似乎很难理解，班上大多数同学在预习时都提出了这
个问题，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是个特殊的时代，那时的主流思想：
人们认为赏花时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谁赏花，那就是生活
腐化和精神的堕落。（幻灯）



四、研人之不幸

1、这个背景此刻听起来是多么不可思议，可那时就是这么荒
谬，在那样一个时代，花尚且难逃劫难，出生书香世家，父
亲是哲学泰斗的宗璞以及她的家人能幸免于难吗？文中哪里
透漏了信息？（焦虑和悲痛，生死迷，手足情）

幻灯：出示宗璞简介

先请同学回答，然后出示资料：

（1）宗璞一家在文化大革命中深受迫害，“焦虑悲痛”“一
向压在”作者的心上。这篇文章写于1982年5月，可是作者的
小弟身患绝症，作者十分悲痛。

（2）小弟是作者最钟爱的弟弟，也是老父亲最器重的儿子。
这位20世纪5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系的飞机强度总工程
师，毕业之后三十余年在外奔波，积劳成疾。最终离开了挚
爱他的亲人。宗璞含泪写下《哭小弟》。

（3）那一段焦急的悲痛的日子，我不忍写，也不能写。每一
念及，便泪下如绠，纸上一片模糊。这一天本在意料之中，
可是我怎能相信这是事实呢？他躺在那里，但他已经不是他
了，英不是我那正当盛年的弟弟，他再不会回答我们的呼唤，
再不会劝阻我们的哭泣。

小结：十多年前的藤萝受到摧残，不能盛开如瀑布，十年文
革中的那一代人又何尝不是这样，所以宗璞说：“我哭我们
这迟开早谢的一代人。”（幻灯）

五、品花之神

1、过了这么多年，紫藤萝又开花了，并且开的这样盛，这样
密。虽说新悲旧痛让宗璞心中充满了焦虑和悲痛，可是当她



看到一条闪光的辉煌的紫藤萝瀑布时，她的心境发生了怎样
的变化？（宁静，喜悦）

那么作者到底从紫藤萝花中感悟到了什么呢？找出作者从花
中得到生命感悟的语句。

幻灯：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可是生命的长河是
无止境的。我抚摸了一下那小小的紫色的花舱，那里满装生
命的美酒酿，它张满了帆，在这闪光的花的河流上航行。它
是万花中的一朵，也正是由每一个一朵，组成了万花灿烂的
流动的瀑布。

在这浅紫色的光辉和浅紫色的芳香中，我不觉加快了脚步。

齐读此段。分析作者的感悟

作者感悟到：（引导：“我”认识到什么？“我”获得了什
么力量？）

个体生命是有止境的，但人类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比个
人利益大的还有团体，国家，民族，整个人类。

我好奇藤萝为何开的如此茂盛美丽，于是我抚摸了花舱，原
先是生命的酒酿。我获得了生命的力量。人亦如花，只要加
快步伐，张起生命的风帆，在这闪光的时代中航行，你也会
再次盛开，也会组成那灿烂瀑布的一朵浪花。

遭遇不幸的时候，不能被厄运压倒，要对生命的长河坚持坚
定的信念，我们不能陷在个人的不幸中不能自拔，不能让悲
痛压在心中，应当应对新生活，振奋精神，要与祖国人民同
命运，共呼吸，以昂扬的斗志投身到伟大的事业中去。

预设：关注生活，对生活充满信心，自我砥砺，奋发自强，
有信念，爱家爱国之人。



3、作者把这种信念和生命力量借紫藤萝瀑布传达给我们，于
是她写下了这篇优美的散文，在作者笔下，紫藤萝已不仅仅
是一种植物，而是带上了作者浓郁主观感情色彩的“意象”，
这种表现手法叫做“托物言志”（借物抒情）。

六、爱花之语

作者托这一树紫色的瀑布，言一曲生命的赞歌！

最终我给同学们带来宗璞的另外两篇生命赞歌，同学们能够
在树荫下，在池塘边细细品读这些美丽的生命。《好一朵木
槿花》《花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