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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中职语文        

总 课 时：        160学时          

授课教师：        不要写名字        

所在部门：       语文教研组         

授课时间：2016～2017 学年第 二 学期 

 
 

 

 课程名称 现代文阅读——《春末闲谈》 班级 高二 15 工艺美术班 

 授课时间 星期三第 3、4 节 课型 新授课 

 一、教材及教学内容分析 

 【使用教材】江苏教育出版社职业学校文化课教材《语文》第四册  主编 杨九俊 

【教学内容】现代文阅读——《春末闲谈》 

【教学内容处理】鲁迅先生的杂文一直深受教材编写者青睐，但对于中职生来说，其思想的

深度和语言的睿智，让学生百思难得其解。为引导学生运用已有的知识进行阅读欣赏，本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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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任务驱动教学法为主，构建解决问题、完成任务为主的多维互动式课堂。情境教学、自主

合作式教学,引导学生分小组进行学习、讨论、探究。 

该课内容安排两个课时（合计 90分钟）的，此教案为两个课时的内容。 

 二、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目标】 

认识本文运用形象说理的特点，理解课文幽默生动的语言营造的旨趣。 

总结议论性散文的特点和欣赏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理解本文用闲话的方式表达出的深刻思想,引导学生对生活中存在的现象深思。 

 三、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 

理解本文用闲话的方式表达出的深刻思想,引导学生对生活中存在的现象深思。 

【教学难点】 

认识本文运用形象说理的特点，理解课文幽默生动的语言营造的旨趣。 

总结议论性散文的特点和欣赏方法。 

 四、教学方法与教具准备 

 【教法】任务驱动法、视频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小组合作法、情境训练法 

【学法】 教师导学法合作探究法活动体验法 

【教具准备】多媒体教学平台教学 PPT 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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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教学过程 

阶段 
教学 

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教学意图 

 

一、学习准备 

 

 

 

 

 

 

 

 

 

 

1.字词 

 

2.作者与背

景 

 

3.课文思想

意蕴与艺术

特色 

1.教师利用蓝墨云班课上传预习题和学习

本文的资料。 

2.制作学习微课《春末闲谈》 

3.检查学生完成情况作出评价。 

4.初步整理留言板中的学生问题 

（1）文中的“我”是作者本人吗？ 

（2）课文既写了自然现象，又介绍了现实

的社会现象，这些材料之间的有怎样的关

系？揭示了什么主题？ 

（3）作者的写作思路是怎样的？ 

（4）本文语言幽默生动，用了哪些修辞手

法？ 

5.根据学生作业情况确定教学重难点 

一写作思路 

二语言特色 

微课《春末闲谈》.

mp4
 

1.登录云班课学习微课《春末闲谈》 

2.完成预习作业。 

必做作业： 

A 查工具书，落实生字词。螟蛉螫针

绝祀嘉猷窠里孵化棘手麻痹中枢 

B 给下面四组形近字注音、组词，并

写到相应的图片下面。（赢羸蠃嬴）

（窠窟窖）（螫蛰蜇） 

C 朗读课文全文或片段并上传录音。 

D 上网查阅了解 “闲话风”的常识。 

E 学习课文微视频讲解，对照自己的

理解，提出问题（大到内容、形式；

小到文句的理解），在班级 qq 群里讨

论。 

选做作业： 

F 根据文中描写细腰蜂捉青虫故事的

语段，完成口语交际作业。 

 

1.引导学生自主学

习 

 

2.了解学情，有的

放矢地制定教学

目标、教学重点和

教学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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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境导入 

创境激趣 

导入新课 

4＇ 

昆德拉说：“对存在进行深思”。我们把目

光转向 1925 年，中国革命运动日益高涨，

以北洋军阀政府为中心的封建势力和帝

国主义势力相勾结，在思想文化战线提倡

“尊孔诗经”，企图用封建思想麻痹革命人

民的斗志，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今

天我们学习一篇有趣的议论性散文《春末

闲谈》，这是鲁迅先生在 1925 年的春末深

思的结果，看看这篇杂文闲谈中表达了怎

样的思想。 

1、欣赏视频 

《北洋军阀的统治》片段 

2、结合背景情境走进课文 

北洋军阀统治视频.

mp4
 

1.激起学生的学习

兴趣，引出主

题。 

2.布置任务 

三、自学探究 

接受任务 

探究新知 

 

探究 

“谈什么” 

15＇ 

一、设置问题切入课文探究 

1.作者在本文中依次谈到哪些自然现象和

什么社会现象？ 

细腰蜂抓青虫，我和前辈对这一现象的看

法法布尔对这一现象的解释 E 君发愁我

国圣君圣贤黄金世界的理想特殊知识阶

级特别国情遗老的圣经贤传法学者的进

研究室主义莫谈国事律外国的统治手段

尼古拉二世龙御上宾对造物主的三恨刑

1.在云班课发起头脑风暴学生朗读课

文后依次找出作者谈论的话题 

 

2.小组讨论完成思维导图 

找文章的关键句 

 

 

 

 

1、利用班课，进行小组

讨论，实现线上线下讨

论，营造良好课堂氛围，

让课堂活起来 

 

2、图解课文结构，更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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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舞干戚等 

2.这些内容是怎么串联起来的，能找出表

达作者观点的句子吗？ 

指导学生完成思维导图，理解自然现象和

社会现象之间的关联 

二、查看学生完成思维导图的情况 

三、.组织交流，引导学生理清课文的思路

与结构 

四、现场评价小组任务完成情况 

小组展示思维导图 

 

 

观地引导学生明确知识

点：课文的主要内容、课

文思路和结构 

 

 

探究 

“为什么谈” 

12 

一、问题设置 

1.课文中有哪些文字是介绍的社会现实。 

引导学生概括出课文中介绍的社会现实

的语句，用思维导图描述细腰蜂、专制统

治阶级、大青虫、人民之间的关系，从而

领会课文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主旨。 

统治者妄想用精神麻痹术控制人民的思

想，让他们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心甘情愿

的供其奴役，但人民的思想是不能控制

的，麻痹术也是无法奏效的。 

 

1.小组合作探究研读文本找出文中介

绍社会现实的文句 

 

2.讨论作者引用陶潜的诗句的用意，

领悟歌颂人民反抗精神的主旨 

 

3.整理分析，完成对主旨概括的任务 

本文是一篇寓意深刻的杂文。作者

通过_________________这一自然现

1.深入文本理解 

把握文章主旨 

 

 

2.培养学生的语言概括

能力。 

 

3.让学生学会概括主旨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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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刑天在文中代表什么形象？ 

刑天是被奴役的人民的代表，即使失去了

“物质的头”也会反抗，表现作者对人民

的反抗精神的赞美和对人民的反抗充满

信心。 

讨论作者引用陶潜的诗句的用意，领悟歌

颂人民反抗精神的主旨。 

象描述，由此联想到

________________这样的社会现

象，揭示了____________的实质，

表达了对__________________的信

心。 

 

 

 

 

 

 

 

四、情境模拟 

角色扮演 

讨论交流 

引导精评 

归纳提升 

 

探究 

“怎么谈” 

30＇ 

a) 一、赏析本文说理的形象性 

b) 1.利用云班课学生自由谈自己对本文艺术

特点的认识。 

c) 2.展示学生课前的漫画和根据课文改编的

课本剧。 

d) 3.引导学生从以下角度进行点评表演 

e) A 演员的语言是否与课文的内容相符，能

否表现出课文的理性观点； 

f) B 表演有没有表现出文章的趣味性。 

g)  

1.头脑风暴，自由谈论，初步认识课文

议论形象性的特征 

 

2.学生表演根据课文改编的课本剧。 

3.小组讨论，讨论评价 

鲁迅塑造的具体而生动的中国"社会

相"类型形象 

小青虫-----被治者懵懂后知后觉想反

抗却无法反抗 

细腰蜂-----统治者狡猾凶残得意洋洋 

老前辈------迂腐甘心被奴役 

“我”-------貌似被毒害 

1.运用已有知识初步认

识艺术手法。 

激发兴趣，引起重视 

h)  

i)  

j) 2.引导学生用不同的方

式理解知识点 

 

 

 

 

3.对课堂活动的理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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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回答要领，完成任务 索，赏析课文形象化说

理的特点的同时，加深

学生对课文主旨的理解 

 

 

 

 

4.深入理解课文的基础

上，进行知识的迁移，补

充课外知识，激发阅读

兴趣。 

k) 二、赏析丰富的知识性 

l) 设置问题引导学生进一步对表演评价 

m) 1.细腰蜂的毒针与统治者的麻痹术有什么

异同？ 

n) 不同：“毒”的效果不一样 

o) 同：“毒”的目的一致、“毒”的实质一致 

p) 2.古今中外的统治者有哪些精神控制术

呢？（展示课件） 

q) 3.引导学生从本文和书外找明证 

r) 课文：《二十四史》尼古拉二世龙御上宾刑

天无头仍有猛志 

s) 历史：历代农民起义《水浒传》 

t) 4.知识迁移，课件展示人民勇于反抗的典

型事例。 

u) 1.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涉 

 

 

1.小组讨论 

 

 

 

2.学生赏析课件了解古今中外统治者

的种种麻痹术，感受作者课文知识丰

富，话题之“散” 

3.利用自己的知识理解“不能奏效” 

 

 

 

4.学生从书外找典型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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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2.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w)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x) ——黄巢 

y) 3.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孙悟空 

三、赏析语言的趣味性 

课文的有趣只是在于作者讲了一个蜾蠃

捉小青虫的故事吗？ 

1.播放两位同学预习时朗读第三节、第七

节和第八节的录音，比较效果，品味幽默

和生动的语言，领会“我”阴暗狡猾的心理 

2.引导学生点评朗读有没有读出鲁迅想要

表达的情感。如果没有，哪里没有做到，

原因是什么。 

3.找出朗读的片段都用了哪些修辞？ 

1.聆听同学的朗读 

第8节.m4a

第7节.m4a

 

2.点评朗读，理解语言反语、仿词手法

的运用对表情达意的效果，赏析课文

幽默、生动、讽刺的语言特点。 

 

 

 

1.展示学生自己的朗读

作品片段，既是对作业

的展示，也吸引学生通

过找问题来主动品味语

言的深刻内涵和其艺术

手法表达效果。 

 

 

 

 

总结闲话风

散文的形式

及突出特点 

8′ 

1.比较阅读 

与《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的直接 

控诉的方式相比，进一步领会闲话风散文

的特点。 

1.阅读《记念刘和珍君》中的名段，品

味两篇文章的表达方式的差异。 

学生齐读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

1.通过个案的学习，能

引导学生积累一些学习

议论性散文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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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拓展深

化 

 

 

 

 

 

 

 

 

 

 

 

 

 

 

六、现学现

用学习评

价 

2.PPT 展示闲话风散文形式及其特点 

题材丰富结构严谨语言形象 

3.PPT 总结赏析议论性散文的一般方法 

首先整体了解“谈了什么”——找出作者

谈论的话题，抓住文中的关键语句理清材

料之间的关系，理解材料与观点之间的关

系； 

理解作者“为什么谈”——在理清材料的

基础上，理解作者的目的，并能用精炼准

确的语言概括出作者的观点； 

再次能赏析“怎么谈”——应该注意议论

性散文常常将抽象的理论融入生动具体

的范例解说之中的特点，重点赏析典型语

句的表达效果来领悟作者所采用的艺术

手法。 

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

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

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

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

是之从容。” 

 

 

 

“闲谈”实为正说，寓意深广更委婉； 

更显心态的从容，展现出鲁迅先生充

满智慧的斗争艺术 

2.学习闲话风的知识，归纳赏析议论

性散文的方法 

课堂检测 

学习评价 

12 

1.展示学生现场回答课前生成的疑问。 

2.云班课发起课堂检测，测试学生对主旨

的理解和反语、比喻等修辞的掌握情况。 

3.展示学生的完成情况 

学生现场回答课前生成的疑问 

 

学生在班课上完成课堂检查题 

 

通过这两个课堂作业检

测学生课堂学习效果 

 

让学生对自己学习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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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合作完成评价表 自评、互评 程的表现有个全面了

解，便于反思进步。 

总结寄语 

拓展深化 

4′ 

一、教师寄语 

小青虫的悲剧在于体格虽强健，却被

细腰蜂的毒针的“毒”控制了中枢神经，

只能被动地成为细腰蜂的幼虫的食物。 

老前辈的悲剧在于四肢健全，却被统治者

的麻痹术的“毒”所控制了精神，自动地

维护这明显不公平的社会准则，更可悲的

是他们不自知，甚至虽知却因为已经习惯

而不愿意改变，还继续把流毒传播。 

鲁迅就是要打破这样的天地间的美

谈，捣碎世人的美梦，他呼吁人们包括现

在的我们要做一个理智的思想者，对社会

问题深入地思考，不做行走的米蛀虫。 

学生反思 

 

 

 

 

 

 

 

 

 

 

 

引导学生理解学习本文

的现实意义，关注社会，

关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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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温故知新 

 

小结提升 

布置作业 

5＇ 

六、 课后作业 

1. 建言献策 

要求：对身边的违反交通规则、破坏生

态环境、不讲社会公德等异常的社会现

象分析原因，提出治理良策。 

2.结合所学鲁迅先生文学作品的人物形

象，根据提供的情境，重新设计细腰蜂

和青虫的故事，也可以用漫画展示，并

配上文字说明。作品上传云班课。 

（1） 想象并描写小青虫被抓时的心理。 

（2） 如果小青虫是刘和珍，她会如何

想？如果是华老栓他会怎么想？如果那

只青虫是穿越后的你，你有会有怎样的

心理？ 

 

 

学生课后完成作业 

1. 充分利用文本情

境，引导学生深入理解

鲁迅先生创作这篇文章

的意 

图；学生已经学过鲁迅

先生的《药》、《纪念刘

和珍君》，将要学习

《祝福》，意在引导学

生将这些作品联系起

来，领悟先生一贯反对

封建专制制度、极力唤

醒麻木国民的苦心。 

2.引导学生关注社会，

反思自己，增强社会责

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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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教学反思 本堂课的教学设计，有三个特点： 

1. 运用信息化手段，克服以往教学缺陷。 

云班课和 qq 群让师生、生生之间的沟通更快捷，让课前课后的学

习更透明，让评价方式更多元。 

2. 以任务驱动教学，创设丰富的学习情境，让学生“动”起来，让课

堂“活”起来，有效达成了目标。 

一个一个的任务，一个一个学习情境的创设，激发了学生的好奇心，

调动了参与的积极性，让学生学得轻松有趣。 

3. 课堂活动的设置和作业的布置充分考虑到学生的知识能力的差

异性，分层选做。 

需要改进：提高信息化教学平台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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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学生课堂表现评价表 

评分项目 评价标准 自我评价 小组评价 老师评价 

课前预习 

作业完成度 

基础题完成 1～6 分    

全部完成 6～10 分 

课堂参与 

活动情况 

主动发言或点评者每次加 3～5 分    

参与口语交际表演者加 5 分 

回答正确每次加 2 分 

课后作业 

完成情况 

2～10 分    

测试题得分  

总分值  

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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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流程图 

 

 

 

 

 

 

 

 

 

 

 

 

 

 

 

 

 

云班课 字词检测 读课文 传录音 学微课 写对话 互评 提出学习困惑 

 

录微课 上传预习资源  分析学生预习情况设计教学方案 

开始 课前准备 

导入新课 4’ 
微视频 看背景 入情境 

 

播放视频 创设情境 

云班课 头脑风暴 找话题 

问题一 探究“谈什么”15’    

找关键句 

云班课 发布作业 互评 

思维导图 

问题二 探究“为什么谈”12’ 

合作 析选材 

析诗句 悟主题 

做填空 概括主旨 

问题三 探究“怎么谈”30’ 

角色扮演 评点 说理形象 

旁征博引 知识丰富 

听录音 析修辞

析 系修辞 

叙述有趣 

问题情境 指导学习 

思维导图 创设情境 

播放录音 指导赏析 

拓展延伸 8’ 总结闲话风特点及欣赏方法 

 

回顾小结 

课堂检测与评价 12’ 

云班课 自解课前疑惑 

云班课 课堂测试 

评价表 自评 互评 

课后巩固提高 9’ 

Ppt 寄语总结 

云班课 课后作业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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