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年级语文天上的街市教案 七年级语文
天上的街市教案教学设计(大全8篇)

高二教案的编写应注重启发学生思维、培养学习兴趣和提高
解决问题的能力。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中班教案范文，
希望能够对教师们的教学工作有所帮助。

七年级语文天上的街市教案篇一

教学目标:

1.学习朗读,培养诗歌的爱好。

2.体会诗歌中美好的形象，以及运用联想和想象的作用。

3.理解诗中表现的追求光明和理想的思想感情。

教学重点、难点：

品析诗歌语言，体会美好的形象及作者的思想感情。

有感情地朗诵并背诵。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看幻灯片上的星空图片。师：在一个宁静的夏夜遥望星空，
你会想到什么，有什么感受?

请学生大声朗读题目，再读题目，要求读出感情。

师：学习诗歌我们首先要读，读出情感来。



二、朗诵诗歌

1.学生自由朗读诗歌，说说这首诗该用怎样的语气语调读?

学生讨论：轻松、愉快、舒缓

划分诗歌节奏，重音、停顿

出示幻灯片明确节奏划分

2.教师示范朗读(配乐《梁祝》)

3.学生练习朗诵，老师读得好的地方学一学，读得不好的地
方改一改。

4.四位学生分节表演朗诵

5.学生配乐齐读

师：刚才同学们通过多次的朗读已经初步感受了诗歌的情感，
对郭沫若的这首诗评论家给予高度的评价，昨天我看到了这
句话与大家共享。

崇高的境界来自于形象，美好的形象来自于想象。

三、品味探究

1.师：境界，也就是诗歌的意境，你觉得诗人营造了一个怎
样的境界?

生：恬静、静谧、美好、缥缈、奇幻……

生：街灯、明星、流星、牛郎织女、珍奇

(引导学生找出了“意象”，接着就是如何“泡开意象”的问



题)

3.师：我们说诗歌的语言是凝练的，哪些词或句体现了这些
形象的美好?

学生思考

师：这众多的形象，最主要的是什么?它的美好体现在哪里?

(引导学生回顾古代民间故事概要，抓住修饰这些意象的关键
词语来分析，深入体会意象)

生：“来往”、“闲游”，牛郎织女是自由自在、无忧无虑、
闲适安宁的。民间故事中的牛郎织女是被王母娘娘压迫、迫
害的，诗人笔下的牛郎织女故事全然没有了民间故事的悲凉、
痛苦的感觉，给人温馨、向往的感觉。

师：牛郎织女的新编故事的温馨、浪漫、美好的感觉还通过
哪些词体现?

生：天河是“浅浅”的，是“不甚”宽广的。

师：“浅浅”、“不甚”，如果换成“茫茫”和“甚”有什
么不一样?

生：美好就失去了。

生：流星是一朵的，很美!

师：为什么不用“颗”?(朵与颗的比较)

(学生各抒己见)

师：“珍奇”，学生想象：天上的街市是一个怎样的场景?美
好、富足、繁荣……



师：街灯和明星的美好体现在哪?做一个换词游戏。

“闪”与“点”互换：星星是“闪”的，像人的眼睛一样，
富有美感，也有一种若隐若现的感觉。

“明”与“现”互换：明星是由暗到亮的过程，也有一种若
隐若现的感觉。

(老师引导学生体会联想)

学生思考(不少学生会讲出当时的黑暗，表达诗人对自由美好
生活的向往)

师出示幻灯片写作背景：

本诗写于1921年，这时，“五四”运动高潮已过，中国正处
于北洋军阀混战时期。此时的郭沫若，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那“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的黑暗现实感到极
大的愤怒和伤感，但他并没有绝望，仍执着的寻求光明和理
想。

师：“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的黑暗现实让诗人幻
想天上美好温馨的生活，表达了诗人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对
自由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而且这种信念是坚定的吗?你从
哪里看出来?(升华诗人的情感)

四个“定然”，一个“定”

学生齐读：

“定然有/美丽的/街市。”

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

定然是/不甚/宽广。



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

定然/在天街/闲游。

预设：

1.诗行的停顿：两个“我想”，“我想，那缥缈的空中，定
然有美丽的街市”，“我想，他们此刻，定然在天街闲游”，
造成诗情表达上的停顿，“不信，请看那朵流星”“你看，
那浅浅的天河”中的“不信”和“你看”。诗人无法彻底进
入幻想世界的焦灼。

2.“流星”这个意象虽美丽，但稍纵即逝，用于比喻幸福有
天然的危险性。

3.街灯是“远远的”，远的'不是天上的明星，而是现实生活
中的街灯，“天上的明星”反而是近在眼前如现实生活中无
处不见的街灯。诗人的矛盾心情显而易见，现实世界是远的，
梦幻世界是近的。

4.“缥缈”一词，意为虚幻不存在的事物。诗歌的第一小节
所营造的意境美轮美奂，天上人间交相辉映融为一体，诗人
的一句“缥缈”的空中让人清醒。

师：诗人对理想世界是执著追求的，但也透露出诗人对未来
的彷徨，对现实的无助。清醒者的艰难挣扎。

四、配乐表演朗诵(《梁祝》)

画外音：

我经常在海边彷徨，祖国的黑暗现实使我感到极大的愤怒和
伤感，对理想未来的迷茫刺激着我的心。在一个夜晚，我走
在海边，仰望美丽的天空，点点明星散缀在天幕上，那遥远



的世界引起我无限的遐想。

女生和男生轮流读，四个“定然”，一个“定”全班齐读。

画外音：

七年级语文天上的街市教案篇二

1、学习诵读诗歌

2、分析理解诗歌中联想和想象

3、理解诗中作者追求光明和理想的感情

《天上的街市》是诗人郭沫若1921年创作的一首现代格律诗。
诗人由现实中街灯联想到天上的明星，再由天上的明星联想
到街灯，进而想象天上的街市，想象天上美丽的景色，想象
天上街市里的珍奇，想象过着幸福生活的牛郎织女。通过对
天上美好生活的描绘，表现了诗人旧时代黑暗现实的痛恨，
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激发人们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奋斗。因此，
这首诗使那个时代的读者很自然的通过对比认识现实的黑暗，
激起对理想的向往并为之而奋斗。今天，我们学习这首诗仍
然有新的意义。

1、理解诗人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2、学习本文自然的联想和丰富的想象。

体会本文语言的朴素、节奏的和谐。

朗读教学法

配乐录音



一课时

学生们，曾有人说：“幻想是为了弥补不足的现实。”《天
上的街市》就是郭沫若幻想下的产物，下面我们就来一起学
习这篇课文。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笔名沫若，四川省乐山
县人。中国现代杰出的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剧作家、考
古学家、古文字学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1914年赴日本留
学，原学医。1918年开始新诗创作，五四时期积极从事反帝
反封建的革命文化运动。他是我国新诗歌运动的奠基者。他
在中国文坛上骁勇地驰骋了60多年，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
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旗帜。1978年6月12
日病逝于北京。

这首诗写于20年代初期，此时，“五四”运动的洪波已经消
退，大革命的时代尚未到来。半殖民地牛封建的中国，依旧
被帝国主义列强和各派军阀势力窒息着。面对这种现实，诗
人感到失望和痛苦，他痛恨黑暗的现实，向往光明的未来。
在灿烂星空的诱发下，写下了这首充满浪漫色彩的著名诗篇
《天上的街市》。

1、请生自己试读全诗，体会全诗的感情基调。

这首诗的感情基调是美好、恬静、自在、清新而略带—丝忧
郁。

2、这种感情基调的诗歌应怎样朗读？

朗读时节奏不宜强，声音不宜大，速度不宜快，要做到轻松、
柔和、舒缓。

3、放录音。听完录音后，再请生根据听录音的印象试读。老
师范读，再明确这首诗的节奏和重音的划分。



天上的街市

远远的／街灯／明了，你看，那浅浅的天河，

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定然是／不甚／宽广。

天上的／明星现了，那／隔着河的／牛郎／织女，

好像是／点着／无数的／街灯。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

我想那／缥缈的／空中，我想／他们/此刻，

定然有／美丽的街市。定然／在/天街／闲游。

街市上／陈列的／—些物品，不信，/请看／那朵流星，

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一）先出示联想、想象的定义。

联想：是由一事物想到另一事物的心理过程，两事物之间或
具有因果关系或具有相似关系。

想象：就是在原有感性形象的基础上创造出新形象的过程。

（二）讲解第一节诗。

（1）诗人远望，望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

诗人远望街灯若隐若现，和天上闪闪烁烁的明星很相似，由
此而产生联想。

接着诗人又仰望苍穹，看到那闪烁不定的明星，于是自然而
然地联想起远处若隐若现的街灯。



（2）这节诗中有两处运用了联想，找学生来说说。

街灯联想到明星。

明星联想到街灯。

（3）在第一节诗中运用了哪些动词？这些动词用得如何？请
仔细揣摩。

写街灯用了“明”和“点”；写明星用了“闪”和“现”。
因为街灯是人使它亮的，所以用“点”；而星星本来就存在，
只是随着天色的昏暗而逐渐看清，所以用“现”。街灯亮后
不会有明显变化，所以用“明”，而星星却是不停地闪烁，
所以用“闪”。

（三）讲解二、三、四节诗。

（1）第二节描写的天上的街市是怎样的？而现实又是怎样的？

街市：繁荣、光明、富裕现实：荒凉、黑暗、贫穷

形成对比：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第三节描写的街市是怎样的？现实又是怎样的？

街市：自由现实：不自由

形成对比，抒发作者的痛苦与悲愤，对自由的向往。

（3）第四节写带牛郎织女欢聚，那牛郎织女的故事是怎样的
呢？

深深相爱着的牛郎织女被王母娘娘划出的天河相隔着，只有
每年农历七月七日才能鹊桥相会一次。



（4）写天上是如此的美好，牛郎织女的生活是如此幸福，流
露出诗人怎样的情绪？（请结合时代背景理解）

对黑暗的憎恶，对光明自由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作者坚信这样的世界时存在的，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本诗通过由远远的街灯产生联想和想象描绘了天上的街市及
美好的生活，表现了作者对黑暗现实的痛恨，对光明、自由、
幸福、快乐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激发人们为实现这一理想而
奋斗。

天上的街市

街市———现实

第一节：夜晚的景色-----美丽迷人

第二节:繁荣、光明、富裕荒凉、黑暗、贫穷

第三节：自由不自由

第四节：牛郎织女欢聚环境压抑

想象、联想————对比、烘托

七年级语文天上的街市教案篇三

一、教材分析

《天上的街市》是苏教版七年级上册第六单元“奇思妙想”
中的一篇课文。此单元共四篇文章，除郭沫若诗外，还有两
篇童话和一篇散文诗，分别是：列夫.托尔斯泰的《七颗钻
石》、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屠格涅夫的《蔚蓝的王



国》。除主体课文外，”诵读欣赏“部分收录了《迢迢牵牛
星》和《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两首古诗，“写作”
部分的主体是“想象”。本单元的四位作家从天上到人间，
从事物到人物，从现实到未来，驰骋想象，奇妙无比。这些
想象植根于现实生活，包含哲理，给人以启迪。本单元的教
学重点即为“想象”，导语中渗透着对想象的基本要求：合
乎情理且富有新意。课后习题一指向诗歌主旨与作者情感；
第二题指向比喻修辞手法的理解与运用；第三题指向想象的
拓展与迁移。

二、设计思路

现代格律诗的特点是讲究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而
这“三美”可以通过一种手段直观表现出来，那就是朗读。
《天上的街市》诗句匀称，音韵和谐，是一首非常适合朗读
的诗歌。希望通过本课教学，把“音读——意读——情读”
三位一体的诗歌朗诵方法深深地植根到学生心中。首先，通
过设置情境导入课题，激发学生学习本课的兴趣。随后检查
学生的预习情况、记忆作家作品、文学常识，了解写作背景，
这些都有助于学生理解作者的思想情感。在“音读”环节，
学生初步朗读，扫清字音障碍，学习一些停顿和重读的技巧。
在“意读”环节，重点放在品味诗句并体会其内涵，分析联
想和想象的手法。在“情读”环节，利用多媒体演示，营造
氛围，让学生伴着音乐展开想象，大声诵读。最后，通过拓
展阅读篇目，加深学生对想象的理解和运用。教学过程中时
时围绕朗读来设计活动，在读中感受诗歌的音韵美，在读中
理解诗歌的意境美，在读中感悟诗歌的情感美，并重点启发
学生以自己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去品味诗歌的意蕴。

三、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本诗，读出节奏和韵律。

2、能找出诗中的联想和想象，自觉使用联想和想象的方法理



解本诗。

3、能使用知人论世的诗歌赏析策略，说出作者所表达的情感。

4、能找到诗歌中化用的牛郎典故，说出诗歌的主旨。

5、能找到诗歌中使用的比喻等修辞手法，说出其作用。

四、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简介作者及背景

有人说，每个人在天空中都有一颗属于自己的.星星。无论是
发光发热的恒星，还是转瞬即逝的流星；不管是永远依偎在
父母身边不愿长大的小卫星，还是有着远大理想按照自己轨
道前进的行星，夜空中一定会有一颗星星是属于你的。今天，
就让我们和大诗人郭沫若一起，仰望星空，畅游苍穹，去寻
找那颗属于你的星星。

请大家打开书192页，《天上的街市》（郭沫若），全班齐读。

2、检查预习，知人论世

郭沫若是与鲁迅齐名的一位文学巨匠，如果说鲁迅是以“思
而深”叱咤文坛，那么郭沫若则以“学而广”名传千古。请
你说说对郭沫若和他的作品的了解。

请一学生介绍，老师归纳总结：

名：郭开贞

时：现代

作：诗集《女神》、《星空》；话剧《屈原》、《蔡文姬》。



评：诗人、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
活动家

结合历史知识思考，19的社会状况是怎样的？

简介写作背景。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期，郭沫若用浪漫笔调
写天界，写牛郎织女，是闲情雅致那么简单吗？诗歌包含着
作者怎样的情感？让我们一起朗读作品，稍后作答。

（二）朗读诗歌，感受音韵美

指导学生达到诗歌朗读的第一个层次：读准字音、读出音韵、
节奏和重音。分小组朗读，根据学生实际情况给予指导。

1.读准字音。

2.读出音韵。

韵脚：市、奇；广、往；游、走。

3、节奏和重读。

（三）理解诗歌，体会意境美。

指导学生达到诗歌朗读的第二个层次：品味诗句，体会诗歌
的深刻内涵和作者的思想感情，掌握联想和想象的手法。

学生轻声朗读课文，讨论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这首诗美在哪里？诗人有哪些奇思妙想？

读第一节，说说这段写了什么内容？街灯和明星有什么相似
之处？

读第二节，说说天上的街市是什么样的街市？里面的物品现



现实世界中一样吗？

读三、四小节，牛郎织女在天上的生活美妙吗？

2、诗人借助什么手法勾画了充满诗情画意、令人神往的美妙
境界？

点拨联想与想象的区别。

请你展开想象，描述一下你在天上的街市看到的景象。

（四）品读诗歌，感悟情感美

1、课文想象的牛郎织女的生活跟神话故事中的牛郎织女的生
活有什么不同？

用已学过的古诗《迢迢牵牛星》引出牛郎织女的故事，了解
中国传统节日七夕的由来。

2、结合以下主旨，思考诗歌的主旨：

（1）作者通过哪些词语表现了牛郎织女与神话传说中命运的
不同？

（2）“那朵流星”中，“朵”改为“颗”字好不好，为什么？

（3）作者为什么要对传说中的故事情节做这么大的改动、

3、本诗表现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感情？

?（1921年的中国政局动荡，满目疮痍，灾难沉重，“五四”
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诗人目睹祖国的现实，理想受挫，思
想处于极度矛盾之中。他对丑恶的现实不满和愤慨，要求对
社会作彻底的改革，又希望在超现实的空想境界中寻找美好
幸福的境界，这种情结凝结在他的诗之中。）



4、回顾全诗，简要总结。

5、一边听音乐，一边有感情地朗读或背诵课文。

请你把自己想象成为在天街闲游的牛郎织女，或者是仰望星
空、畅游苍穹的郭沫若本人，投入自己真实的情感体验，身
临其境地诵读出诗文。

（五）比较阅读，拓展延伸

教学反思：

1、这个教学设计重视朗读；

2、教学目标意识明确，始终把联想与想象作为教学重点；

3、注重整体赏析诗歌，没有对文本和字词的过度解读。

七年级语文天上的街市教案篇四

教学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诗歌，体味诗的音乐美，探究诗的情感美。

2、了解诗歌的联想和想象的写作手法，想象诗的图画美，赏
析诗的语言美。

3、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培养阳光诗意的审美情操。

教学过程：

一、话题导入，一起找星星

路灯如何联想到灯笼？



介绍：

联想，是一种心理活动的方式，也是一种重要的构思方式。
它的特点是，从某一事物想到与之有一定联系的另一事物。

想象，由具体事物引起的，设想出来的内容比较丰富，一般
都有具体的形象化的情景描写，而这些形象化的情景是眼前
看不到却又合情合理的。

“想象”和“联想”是有交集但又有不同的，而且有时候会
混用，“想象”可以无限制，“联想”则必须是从一个现有
的事物出发。

二、朗读诗歌，一起看星星

过渡语：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诗人郭沫若怎么样运用联
想和想象的？

1、第一遍自由读，完成“诗人是如何从街灯联想到灯笼
的？”问题。

要求：一要读准字音；二要读准节奏；三要读准重音；四要
读出感情。

2、第二遍师范读，完成“本诗描写了哪些图画？用简洁的语
言概括。”问题。

思考：边读边想四节诗所表现的画面，请分别用简洁的语言
概括每节诗的内容。

（小组讨论，全班展示交流）

提示：灯星辉映图、繁华街市图、牛郎织女图、天街闲游图

三、品味诗歌，一起赏星星



1、第三遍自由读思考：用一个词语来概括你的感受：这
是____的天街，并分析说明。

提示：找出诗中最能体现作者情感的关键词，谈谈你的理解。

过渡语：“优美的语言是诗歌美丽的外衣”，相信有不少的
句子可以打动我们的心。找出诗中最能体现诗人情感的关键
词，谈谈你的理解。

（学生们小组合作探讨）

提示1:我认为“我想那缥缈的空中”一句中“缥缈”这个词
用得真美，美就美在“缥缈”写出了天空隐隐约约、若有若
无的特点，隐隐的流露出诗人对美好愿景感到渺远、迷惘的
感受。

（朗读指导）

提示2:我认为“好像是点着无数的街灯”一句中“点”这个
词用得真好，好就好在一个“点”字既照应了前文的“闪”，
又巧妙回答了街灯为何能明。因为点灯必有点灯人，有人就
有世界，有世界就有生气。

（朗读指导）

提示3:“不信，请看那朵流星”一句中“朵”字用得真美，
美就美在“朵”写出了那一闪而过的流星恰似花朵那般绚烂
美丽。

（朗读指导）

提示4:我认为“定然有美丽的街市”“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
奇”两句中“定然”这个词用得真好，好就好在本诗表现的
明明是想象的内容，却用“定然”这样断定的语气加以肯定，



表明作者坚信这样的理想世界是存在的，他对美好的未来充
满信心。

（朗读指导:请你将本诗中的五处“定然”、“定”的句子选
出来，单独朗读一下，读出诗人的那一份坚定的信心，好
吗？）

提示5:神话故事中的牛郎织女被无情的分隔在天河两岸，而
在本诗中，他们在一起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一个是喜剧，
一个是悲剧。诗人彻底颠覆了传说故事，化悲为喜，寄托了
自己的理想。

（朗读指导）

四、感悟诗歌，一起叹星星

1、介绍人物

名：郭沫若，原名郭开贞

时：（1892—1978）地：四川乐山人

评：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学家、社会
活动家

作：诗集《女神》《星空》；话剧《屈原》

2、借助《女神》了解历史背景

1921年，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件大事发生，这就是郭
沫若的史集《女神》的出版。郭沫若早期的社会理想还是模
糊的，朦胧地反对旧社会，期盼建立一个新社会，而新社会
是怎样的，该怎样来建立都很朦胧。在诗集《女神》中，郭
沫若要创造一个新鲜的太阳，隐喻对理想的憧憬，在五四之
期以及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女神》鼓舞了无数的中国青年。



小结:诗人翻新故事，化悲为喜，是借以表达对黑暗现实的不
满和对理想自由幸福生活的追求。仰望星空，它是那样辽阔
而深邃；那无穷的真理，让诗人苦苦地求索追随。诗人多么
希望凭借自己的力量让千疮百孔的祖国旧貌换新颜，诗人执
拗地相信祖国会像那凤凰，浴火重生！因为夜里星光明，明
朝依旧晴。

五、吟唱诗歌，让我们一起去看流星雨。

1、唱诗歌

2、写诗歌

当夜色降临

我站在台阶上倾听；

星星蜂拥在花园里

而我站在黑暗中。

听，一颗星星落地作响！

你别赤脚在这草地上散步，

我的花园到处是星星的碎片。

六、总结诗歌，结束学习

这首诗用和谐优美的韵律，令人神往的图画，清新自然的语
言，表达了诗人美好的理想，同时，也让我们的心灵跟随着
诗人在星空中漫游，尽情驰骋美好的梦想。下面，就让我们
背诵这首诗，重温诗人的这份梦想，品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
活吧！



七、板书设计

七年级语文天上的街市教案篇五

一个晴朗的夜晚，没有月亮，满天银星在遥远的夜幕上熠熠
生光。在学生没有任何预习、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晚自习课
上，我走进教室。

师：同学们，打开窗户，都围坐在窗边，这一节课我们望星
空。

（生惊异，继而兴奋，都涌向窗边。教室内的灯关闭。）

师：大家看着天空，谁能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生：我看到了满天的星星。

生：我看见了星星在眨着眼睛，一闪一闪的。

生：你看（用手指着天空），那颗大星星跟我家那盏落地灯
似的，又大又亮，真好看！

生：西边那两颗星靠得那么近，好像在说悄悄话呢！

……

（生热烈讨论，然后七嘴八舌地发表自己的“高论”）

生：我觉得由这个事物想到那个事物就是联想。

生：不对，“想”应该是一种心理过程，联想应该是由一种
事物想到另一种事物的心理过程。（同学们纷纷表示赞同）

生：我觉得凭空想出一些事物就是想象。



生：凭空怎么想？我认为是在一个原有事物的基础上想出来
的。

生：我觉得想象出来的这个事物应该是现实中不存在的，而
联想出来的这一事物应该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

生：我认为想象和联想同样都是一种心理过程。

师：同学们的回答真是太棒了，众人的智慧真是无穷的。联
想就是由一事物想到另一事物的心理过程，想象是在原有感
性形象的基础上创造出新形象的心理过程。

生：有好多金银珠宝、奇珍异玩呢。（生哄笑）

生：我看到嫦娥在寂寞地起舞呢，也许她又思念人间的后羿
了吧。

生：我看到牛郎和织女中间的那条银河了，她害得牛郎和织
女可伤心了。（露出忧伤的表情）

生：我看到最疼爱我的外婆了，她离开我一年多了，我真想
她。外婆在天上冲着我笑呢，她一定过得很快乐吧！（陷入
遐思中）

……

生：我愿意。我想去看看天上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真
的有许多人间没有的东西。（有些同学附和着）

生：我也想去天上生活。你看《西游记》中天上的神仙们过
得多么逍遥自在，我也想体验一下。（众人笑）

生：我不想去天上生活。我觉得我现在生活得挺幸福的，有
疼爱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有关心我的老师和同学，我



舍不得离开他们。

生：我向往天上，但我不想去天上生活。我只想去旅游一次，
去看一看，然后就回来，我也觉得现在的生活挺好的。（众
生纷纷点头）

师：因为好奇，所以我们渴望做一次太空之旅；因为幸福，
所以我们不愿离开现在的生活。只要我们努力耕耘，太空之
行就不会遥远；只要我们心中有爱，幸福之花就会越开越盛。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多少年前，有一位诗人也曾和我们一
样遥望星空，浮想联翩。他在想些什么呢？他也和我们一样
既向往天上又留恋人间吗？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郭沫若——
《天上的街市》。

（教室灯亮。生惊喜异常、迫不及待地朗读起了诗歌）

课后反思

我通过有意识地制造机会，引导学生进入学习本诗之前的佳
境，在美丽的夜空中尽情飞舞、自由翱翔，激发了学生浓厚
的学习兴趣和自主、合作、创新学习的积极性，在此基础上
成功地完成了联想和想象的有关问题，并且让学生明白了现
实与理想之间的关系。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放心地放开手脚，
让学生自主去学习《天上的街市》了。

总之，在整堂课的教授过程中，我注重了文本情境的创设，
力求不仅授之以鱼，而且授之以渔，更要授之以渔场。

教学案例

创设文本情境，授之以渔场

——对《天上的街市》一诗的情境设置



内容摘要：1、制造机会，铺设情境氛围

2、自由体验，引导把握联想与想象的知识

3、深入思维，引导理解现实与理想的关系

4、激发兴趣，进入文本

. 

. 

. 

. 

. 

. 

. 

. 

. 

. 

. 

. 

上一篇：《天上的街市》教学反思



下一篇：《天上的街市》说课稿

七年级语文天上的街市教案篇六

1、深情地朗读。

2、细腻地感受。

3、诗意地仿写。

2课时。

1、今天我们一首现代诗《天上的街市》。这是一首寄托了作
者郭沫若的理想的诗。这一课的学习任务是（见上）。

2、我们读诗，要知道作者是什么样的人，还要知道作者写诗
时的情境，这就是读诗的背景。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郭沫若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诗人、学者。其诗集《女
神》融入了大胆的想象，奇特的构思，保持了浪漫主义艺术
风格，一些诗作流露出诗人积极的探寻与追求光明的心情。
作品还有诗集《星空》；剧本《屈原》、《高渐离》、《棠
棣之花》等。

本诗写于1921年，五四运动高潮已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
国处于北洋军阀混战时期。社会“冷酷如铁！黑暗如漆！星
秽如血！”诗人对祖国的憧憬被黑暗社会击得粉碎。他陷入
了苦闷感伤中，但他没有悲观失望，依然不倦地搜索和追求
理想世界。

《天上的街市》是作者根据我国古代神话“牛郎织女”的传
说，加以再创造，并借助丰富奇特的联想与想象，描绘了天
街美好的景象，表达了诗人摆脱封建束缚，追求理想、向往
自由幸福生活的思想感情。



3、这段文字向我们介绍了这首诗的写作背景：中国正处于社
会最黑暗时期，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首诗是作者改编
神化传说“牛郎织女”而成的，作者是想借诗歌表达自己追
求自由幸福的理想。

1、读诗的第一个要点：要随着诗情，进入诗境，每一个字都
要

饱含情感。听读一二节。

2、生自读，齐读。提示要有韵味。

3、第二个要点：要把握基调，就本诗而言，要读出作者对理
想的追求，幸福与自由度渴望。范读第三节。重点提示“定
能够骑着牛儿来往”中“牛儿”升调。（语气、语调）

4、要点三：要读出语音轻重，音节快慢，语气强弱。（提示
重音、节奏，重点范读第四节及末一句（“灯笼”延长
音；“在走”用升调）。

5、整首诗齐读后，采用“自由朗读”的方式：“天上的街市，
作者郭沫若……朗读者……”

6、实践了这三点朗读的要求，读诗时表现的韵味就不同了。
请看，又来一首写“牛郎织女”的诗了：

迢迢牵牛星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
不成章，

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
不得语。

7、就用刚才学到的方法，进入诗境，深情地朗读，注意强弱、



停顿、轻重，自读后齐读。再点名读。

8、这两首同一内容的诗，“牛郎织女”的生活有什么不同？

（一写的是牛郎织女被无情的天河的痛苦的心情。织布机札
札地响着，织女的泪水如雨，她只能永远寂寞地织布，隔着
一条天河，有情人只能遥遥相望而不能说话，这是对封建礼
教的不满。一个写的是牛郎织女不再被天河隔开，而且过上
了自由幸福的生活——天天在街市上逛街呢！

1、作者为什么要对“牛郎织女”的传说作改动呢？下面我们
进入第二个环节：细腻地感受。

有这样一个话题需要我们从课文中找内容来完成：

我从中感受到。

横线上的内容：可以是一个字眼，一个词，一句诗，或是一
节诗、全诗。感受的内容可以是动作、心情、形态、情景、
画面，或者是诗的结构、情感、手法……一句话你们的发言
是自由的。你从什么地方感受到什么就说什么。

举例：我从“请看那多流星”中的“朵”感受到：“朵”，
常用于花，而花是美好的象征，把流星比作花，比喻天上的
生活像花儿一样美好。

2、师生交流。备疑：

（1）“现了”不可改为“亮了”：天上的星星都亮着，白天
被太阳的光芒掩饰了。明星就是“亮”的意思。

（2）“远远”叠词，有音乐感。“点”只有人才能办到，而
诗写的就是“天上的街市”，有街市就有人，扣题了。

（3）“定然”“定”坚信这个美丽的街市是存在的。



（4）“陈列”是说物品放了很长的时间，和下文“世上没有
的珍奇”呼应。

（5）“你看，那浅浅的天河”，这里加了逗号，可使读者感
到亲切，拉近了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距离。“宽广”与“来
往”押韵。

3、若把第三节改为“你看，那茫茫的天河，定然是无限宽广。
那传说中的牛郎织女，只能够隔河相望”我觉得改了，更加
符合传说，好不好呢？不符合作者心中的美好的想象，美好
的向往：向往美好的生活，向往人间能够像天上一样美满，
自由。

4、再次齐读全诗，注意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摆脱封建束
缚，追求理想、向往自由幸福的生活）

1、有感情朗读全诗并背下来。

1、生字词。

2、背诵。

1、这节课我们主要进行第三环节的学习：诗意地仿写。

2、仿写什么呢？看诗的第一节，一起齐读一遍，就仿写这一
节。你们看这节：如果改为：“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点着
无数的街灯。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行
吗？为什么？用了什么手法？（联想、想象）

这是由实到虚的过程。首先是联想，然后是想象。板书：

街灯 明星 （天上的） （天上的） 牛郎织女

街灯 街市 天街闲游



联想 想象

（实)——— (虚）

3、生仿写，并朗读。

梦天

唐

李贺

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碧天色。玉轮轧露湿团光，鸾佩
相逢桂香陌。

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鸟。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
海水杯中泻。

这首诗歌中，诗人梦中上天，天上众多仙女在清幽的环境里，
你来我往，过着一种宁静的生活。而下望人间，时间是那样
短促，空间是那样渺小。诗歌寄予了诗人对人事沧桑的深沉
感慨，表现出冷眼看现实的态度。文艺评论家说：“艺术想
象是创造诗美的生命力。”可见艺术想象在诗歌创作的重要
作用了，而这些年，研究者们有了惊人的发现，“文人的艺
术想象常常成为未来科学的发现”。（板书）

2、宋代苏轼在《水调歌头》中有“高处不胜寒”之说，这种
大胆的猜测，今天的科技已经印证了。

“科学源于幻想”这已成为新格言，不少科学发明便是最好
的例证。可举例。

3、富有创造力，离不开想象，下面我们进行思维训练，看看
哪些同学最富有创造力。请看一则材料。



景泰蓝的纱质灯罩。灯罩透出淡黄的光圈，微微颤动着，把
我所住的小屋染成一片朦胧的海，这时我正在观看窗外的波
形浪影，海，却骤然扑了进来。

清凉的海水浸泡着我，好像我已不是用嘴呵气，而是用腮，
带着土腥味的水草缠着我，紫菜，海参，随手可摘，红珊瑚，
白珊瑚，玲珑剔透，。

我，发现我已不复存在！

我是在鼓鳍寻诗，畅游心海……

（1）请写出上文中与课文第一节相类似的联想和想象链。

光圈

海

我

鱼

（2）根据上下文，在横线上加写一个句子，使前后文一气呵
成。（应写海洋生物）

4、根据提供的词语，请你们经过四五步的联想，使两个意义
相距很远的词语联系起来。

示例：木质

树林

田野

足球场



足球。

（1）雪花

茶

（2

钢笔

月亮

（3）沙滩

啤酒

（4）夏夜

鲜花

1、根据提供的情景，编一则小故事。

月光 树影 笛声

海豹 高原

七年级语文天上的街市教案篇七

教学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和背诵诗歌。

2、理解诗歌内容，感受诗人的美好愿望。

3、初步了解联想和想象的表现手法。



教学重难点

1、反复诵读，感悟诗歌的思想感情。

2、联想和想象的表现手法的运用。

教学方法

朗读、自主合作探究等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二、简介作者、写作背景

作者简介：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四川省乐山人，我国著名
的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古文学家。他的代表作有诗集
《女神》、《星空》，历史剧《屈原》等。他是在什么背景
下写这首诗歌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写作背景：

此诗写于1921年，当时的中国处于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之中，
军阀混战，人民生活非常困苦。他痛恨现实，依然执着地追
求光明和理想。为表达自己对自由、幸福生活的向往，他于
是写下了这首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诗。

三、展示学习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和背诵诗歌。

2、理解诗歌内容，感受诗人的美好愿望。



3、了解联想和想象的表现手法。

四、读

（一）初读：熟悉诗歌，解决字词

学生自由放声朗读一遍这首诗歌。

1、扫除字词障碍。

2、请一名学生展示朗读。其他同学要认真倾听。

3、同学点评朗读，提示可以从节奏、重音、语调、感情等方
面评。

4、教师明确：我认为郭沫若有些情绪低落，但他又对美好生
活向往，所以应该读出向往、低落的感情基调。

关于节奏、重音温馨提示：

1、节奏有两种划法，一种按音节划分，一种按表达意思划分，
不管哪种划法划出来的句子表达意思都要清楚正确，要有利
于体现诗人感情。

2、能突出句中的主要思想、强调句中的特殊感情和诗歌中出
现形象的字词要重读。

下面请同学们根据提示划一划。

（二）再读：读出节奏，读出重音

1、老师读，学生倾听。要求注意老师朗读的节奏、重音和感
情。

2、学生齐读，要读出节奏，读出重音。



五、合作探究

1、诗人由远远的街灯依次想到什么？

2、天上的人们生活是怎样的呢？

3、诗人笔下的牛郎织女生活和传说中的牛郎织女的生活一样
吗？哪里不一样？

传说中的牛郎织女遭遇不幸，他们是不自由不幸福的，被天
河阻隔，一年见一次面，他们受王母娘娘的专制统治。在这
首诗中，牛郎织女他们能够自由自在地骑着牛儿趟过天河，
提着灯笼在天街信步闲游，他们生活得自由、幸福、美满。

4、诗人为什么要这样去颠覆传说，改写传说？他想表达什么？
请大家联系社会背景来思考

诗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和理想，大胆改造了这个民间故事。诗
人十分憎恶当时的黑暗现实，但在人间又找不到光明、自由
和幸福，只有借助联想和想象描绘了天街美好的生活图景来
寄托自己的理想，表达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也正是这首诗
的主题。也正是作者想象的作用。

5、由现实写到理想，主要运用了什么方法？

联想和想象。所谓联想，是由一事物想到另一事物的思维方
式和心理过程。所谓想象，就是在原有感性形象的基础上创
造出新的形象的过程。如：从明星想到街灯，从街灯想到街
市，这些是联想；而想出天上有街市，就是一种创造，就是
想象。

6、作者是怎样展开想象和联想的？

诗人由夜晚地上的街灯，产生联想，自然地想到了天上的明



星，街灯与明星都是点状发光体，有类似之处。这样，巧妙
地打开了一条从地上的街市到天上街市的通道，接着神驰天
空，尽情地想象天上街市的美景，再由街市想到天上的银河，
并由银河想到两岸的牛郎织女，那闪光的流星，正是他们闲
游时用来照明的灯笼。这样幻想成真，环环相扣。

六、关于联想和想象的表现手法运用

（一）、请指出下列句子是属于联想还是想象？

1、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

2、我想那缥缈的空中，定然有美丽的街市。

3、不信，请看那朵流星，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4、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

（二）、下面我们进行联想和想象的训练

例1皎洁的月光照在地上好像给大地铺上一层薄纱。

仿句：路边的那排小树，好像________。

例2看到笼中的小鸟吱吱喳喳，我想他一定是在痛苦地诉说
着“快放我出去，天空才是我的家，我要飞翔！”

仿句：一个寒冷的夜里，一只飞蛾飞到我的桌前，我
想________________

七、课堂小结。

诗中透露出作者对光明与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读后让我们
深受鼓舞，希望大家更珍惜我们今天的美好幸福生活。



全班同学有感情地朗读一遍《天上的街市》。

七年级语文天上的街市教案篇八

2、诗人看到明星景象时产生了那些遐想？

“诗人由远远的明星想到了哪些事物？”

，描绘了天街美好的生活图景来寄托自己的理想，表达对美
好生活的追求。”

’。由于时间关系,请大家课后按要求完成。”

“学生们再见!”

“老师再见!”

教学后记:

、感悟和运用，还要注重基本技能的训练，促进学生持续发
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