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未来的教学 海洋是未来的粮仓教学
设计(汇总13篇)

协作共赢，共筑梦想。怎样建立一个积极向上的团队氛围？
以下是经典团队标语，可供参考。

未来的教学篇一

1，了解海洋是未来粮仓的原因。

2，分析说明方法。

3，体味说明文语言的准确性。

课时安排

1课时

教学过程

分为三个基本步骤。

第一步：读课文，说内容

第二步：读课文，说句子

第三步：读课文，说特点

第一课时

第一步：读课文，说内容

1，读课文，把握结构方式。



明确：总―――――分―――――总

2，按下面的句式说话：

第―――段是――――说，写
了――――――――――――――――――――――――――

教师示范：

第1―2段是总说，写了广阔海洋完全有可能成为人类未来的
粮仓。

学生说话：

第3―6段是分说，写了海洋可能成为未来粮仓的原因。

第7段是总说，，写了强调海洋是人类未来的粮仓。

第二步：读课文，说句子

1，读课文，找出文章的说明方法。

3，按下面的模式说话：

例句+运用了――――――――――说明方法

学生说话：

（1）“当然，海洋所能提供给我们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粮
食―――――――大米、小麦和玉米等，而是广义的粮
食―――――其他的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食物。”运用了作
诠释的说明方法。

（2）“一些海洋学家指出：仅仅是位于近海水域自然生长的
海藻，每年的生长量就已相当于目前世界小麦年产量的15倍。



”运用了举例子和列数字的说明方法。

（3）“仅以我国沿海来说，人们比较熟悉的可食用藻类就有：
褐藻类的海带、裙带菜、羊栖菜、马尾藻；红藻类的紫菜、
鹧鸪菜、石花菜；绿藻类的石o、浒苔等”。运用了举例子、
分类别的说明方法。

（4）“据说在1公顷水面上生产的这种藻类这相当于陆地上
耕种40公顷土地生产的大豆所能提供的同类营养物。”运用
了作比较的说明方法。

（5）“例如南极的磷虾，每年的产量可高达50亿吨，我们只
要捕获其中的1亿―1.5亿吨，就比当今全世界一年的捕鱼量
多出1倍以上。”运用了举例子和列数字的说明方法。

第三步：读课文，说特点

1，读课文，找出文章在表达、语言、结构等方面的特点。

2，按下面的句式说话。

这篇文章的特点
是――――――――――――――――――――――

教师示范

这篇文章的特点是：语言准确、严密。

学生说话：

（1）这篇文章的特点是：说明和议论相结合。

（2）这篇文章的特点是：综合运用了多种说明方法。

（3）这篇文章的特点是：运用了总―――分―――总的结构



方式。

（4）这篇文章的特点是：过渡自然。

未来的教学篇二

教材分析(教材重点、难点、双基分析)

1、《致橡树》的主题思想(诗歌表现出来的爱情观)。

2、《致橡树》的主要艺术特色，特别是诗中象征手法的运用。
(分析诗歌中的意象及其象征意义。)

教学目的(知识能力、德育的目标要求)1、理解诗歌中鲜明而
各具特色的意象。

2、理解诗歌抒发的思想感情。

3、感受诗歌语言表现出来的节奏。

4、培养学生热爱自然，热爱人生，热爱生活的感情。

教具录音机教学方法诵读指导

教学过程学生活动

一、作者简介

舒婷，原名龚佩瑜。1952年6月6日生，福建省泉州人，当代
女诗人。1971年开始写诗，1979年开始发表诗歌。《福建文
学》围绕她的诗作展开关于“朦胧诗”讨论，当时争议很大，
’影响颇广。1980年到福建省文联创作室工作。现为中国作
家协会福建分会理事。主要作品有：诗集《双桅船》(获中国
作家协会第一届“1979——1982”全国优秀新诗二等奖)、



《舒婷顾城抒情诗选》。她的《祖国，我亲爱的祖国》
获1979——1980年全国青年优秀诗歌奖。

二、《致橡树》是一首怎样的诗？

解析：《致橡树》是一首爱情诗，感情色彩强烈，又具有清
醒的理性倾。诗的抒情主人公化作一株木棉，而她所爱的对
象则是一株橡树。“致橡树”是“木棉”对“橡树”的真情
倾诉。在这真挚诚恳的倾诉中，表达了诗人对爱的热烈追求，
否定了传统的完全依附性和单纯奉献性的爱情观，肯定了平
等的、独立的、同甘共苦的爱情观，抒发了一位自尊而向往
独立的爱情生活的女子的心声，表现了诗人对爱的理解和信
念。

三、《致橡树》是怎样否定传统的爱情观的？

解析：全诗可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否定传统的爱情观。

首先诗人以形象的比喻，否定了完全依附性的爱情观。“攀
援的凌霄花。对于“高枝”，“痴情的鸟儿”对于绿阴，都
是依附性的。它们离了高枝和绿阴则无处安身。更不能“炫
耀”和“高歌”。

其次，诗人又用排比句式，否定了单纯奉献性的爱情观。泉
奇制胜-源一味送出“清凉的慰藉”，险峰则为了“衬托你的
威仪”，还有日光，奉献出全部的光和热，还有春雨。只是
滋润了对方的心田，……这都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单一的奉献，
却得不到应得到的温暖：

这两种爱情观都是以牺牲一方作为爱的前提，是漫长的封建
社会男尊女卑的陈腐观念的潜流影响，也是封建道德在我们
民族心理上的积淀。诗人用排比句，以坚定不移的否定词语，



表达了不容置疑的态度。在否定依附性的爱情观时，诗人用了
“绝不像”“绝不学”;在否定奉献性的爱情观时，诗人用
了“也不止像”，“也不止像”，“不，这些都还不够”。

四、《致橡树》是怎样抒写诗人的独立、平等的爱情观的？

解析：诗的第二部分抒写诗人的独立、平等的爱情观。

首先，“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
在一起”。“作为树的形象”，这与前面的“攀援的凌霄
花”和“痴情的鸟儿”形成鲜明对比，突出了必须有独立的、
与对方有同样的地位和人格。这种爱，有坚实的根基和感情
的交流：“根，紧握在地上，叶，相触在云里”。这种爱，
相敬如宾而心心相印，互相理解。“每；阵风过，我们都互
相致意，但没有人，听得懂我们的言语”。两个人可以分别
保持着自己独立的迥异的形象和性格：“你有你的铜枝铁
干”，刚毅、顽强，是个英勇的男子汉；“我有我红硕的花
朵”，美丽、温柔，是个感情丰富的新女性。

其次，真正的爱情应该能够同甘共苦，终身相依。诗人以寒
潮、风雪、霹雳比作生活中的苦难，用雾霭、云霞、虹霓比
作生活中的欢乐，双方分担苦恼，共享幸福。

最后，作出斩钉截铁的结论：伟大、坚贞的爱情应该是不仅
爱他的外表，更要爱独立的

人格和扎扎实实的根基。

五、《致橡树》的主要艺术特色是什么？

解析：《致橡树》以木棉和橡树这两种乔木为象征，构思奇
特、巧妙，意蕴深邃。它们都是常绿的乔木，同样生活在热
带地区，却又各有自己独立的特点。一个又称英雄树，开红
花，给人以热烈和温暖；一个高大雄伟，乐于造福人类，使



人感到有一种内在的力量。两株相傍，“站在一起”，表现
了诗人的既独立、又自尊的崇高而坚贞的爱情观。

诗人在诗中所否定的传统的爱情观，往往并非是人的感情和
价值的平等的结合，而是权势和财势的结合，于是双方自然
成为主导和从属、依附和被依附、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这
样就失去了爱的本质。这种陈腐的观念，至今仍可见其影响
和潜流。因此，诗人在《致橡树》中对爱情的追求和理解，
显然具有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这也是这首诗发表之后，受
到广大读者的赞赏，引起文艺界重视的原因。

《致橡树》的语言饱含着感情色彩，.又具有深刻的哲理。一
句句形象的比喻，寄寓着诗人细腻的情和爱，表达了“终身
相依”的忠贞不渝，而又绝非忘乎所以的狂热和感情用事的
宣泄，处处包含着清醒的理性的思考。也正因为它的这个特
点，使这首诗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内涵，耐人咀嚼，令人回味。

这首诗的韵律舒畅而有节奏感，读之琅琅上口，韵味售永、
悠长。首先，它的诗句排列大体整齐而有变化，既不呆板，
也不感重复。有些诗句是成双成对的，这不仅增强了语势，
更有节奏感。两个“我如果爱你”，又引出两个“绝不”和
两个“也不止像”。“根，紧握在地上，叶，相触在云里”，
不仅情趣盎然，而且在形式上字数相同，词性相对，不求严
格对仗，却有中国古典诗歌的韵律美。其次，全诗从头至尾
押一个韵，音节连贯绵长，一气呵成，蕴含着脉脉深情，又
富于音乐美。

总之，舒婷的诗善于把抽象的感情凝聚为形象，用精心描绘
的细节去概括生活的面貌，揭示事物的本质。她大量使用隐
喻和象征的方法，来表现自己的意象。这样利于表现当代人
复杂的内心世界。很明显，她接受了一些欧美现代诗歌艺术
的表现手法，构成了她特异的艺术风格。她虽然显露出可贵
的诗的才华，还需要吸取更丰富的艺术营养，使之日臻成熟。



板书设计

致橡树舒婷

1、象征。“橡树”“木棉”

2、对偶和比喻手法的运用

《致橡树》读后感

今天下午在言谈之中，忽然想起一首诗——舒婷的《致橡
树》。虽然这不是一首纯粹描述爱情的诗句，但是许多人却
从中看出了爱情该有的态度。记得以前最喜欢其中的一
句“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做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
起。”正是这种努力成长为树的信念，让我一度动容。自古
以来，女性的形象似乎就被设定为了柔情似水、若柳扶风，
长久以来受到压迫的旧社会的妇女也习惯了依附男人而生。
拥有与失去似乎向来不是由女性向导，而只是被动地承受。

也许真的存在那种耐心极好的男人，那就是极品了，不是你
我轻易能够遇到的。男人的确喜欢温柔的女人，但是温柔不
是软弱无力、不是悲泣啼哭，温柔的女人也可以拥有一个坚
毅的灵魂。泪水也许会换来男人一时的柔情，但总怕终有一
天，这个曾经给予你温暖的手也会因为疲倦而无力地垂下。
我想我是不愿当这棵菟丝花的，那样只能努力地依附大树而
生，贪婪地榨取大树的精力来得到生存，让大树的躯干无法
得到伸展。我愿意用我的智慧来经营我的感情和生活，将自
己塑造成一个温柔的女人和一个并肩的战友，拥有自己独特
的和煦而坚定的微笑。当欣赏江山如画的时候，我愿意化为
一汪春水，为这副风景增添一抹丽色；当遭遇风浪袭人的时
候，我亦可以和你一起迎风而上，而不是委屈地退缩害怕、
逃离。

《致橡树》教学反思



《致橡树》这是一首爱情诗，应该上起来比较的容易，因为，
高一年级的学生正处于青春期发育的阶段，对于爱情，他们
感到既神秘又美丽，还带有几分羞涩，所以，在我的教学设
计中，就出现了大胆探讨同学的爱情观，揭开爱情的神秘面
纱，启迪学生们独特的审美感受，从而引导他们对爱情的正
确认识，告诉他们爱情是一种责任，是需要双方来维持的，
而不是同学们想像中的，你喜欢我，我喜欢你的那种爱情模
式，现在同学们对待爱情是朦胧的，这是青春期的一种正常
反映现象。这些只是我的教学理念。

上完这一课后，我也反思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课堂前预设和
课堂中的反应。在上每一堂课之前，我都会对第二天的课程
进行一个模拟的演练，也进行着对课堂的设想，但是模拟毕
竟是模拟，设想也只是我个人的想法，这些想法根本不代表
所有人的想法，在课堂中许许多多的东西根本不是我能预知
和想象的，一堂课中呈现的流程和效果是不断生成的，学生
是有思想的，他们的思想是不受任何人左右的，他们的言论
是自由的，也是可以见解的，而我设计出来的题目的答案也
不是唯一性的。

首先是导入的问题。我的导入是非常自然的，也引起了学生
的们的好奇心，激发了他们学习的兴趣。爱情是人生中一个
永恒的话题，对于学生来说应该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因
此我引用了外国诗人泰戈尔写过的一首诗《最遥远的距离》
其中的一小节作为导语的前奏。“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
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同学在回答我这首诗的内容后，我接着说：爱情是人
生中一个永恒的话题，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都极尽才情
歌颂它的美好，表达自己的爱情观。“在天愿做比翼鸟，在
地愿为连理枝，”“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便
是其中精彩的两笔。有人说爱情是一颗心与另一颗心的碰撞；
有人说，爱情是闪闪发光的钻石；也有人说，爱情使人欢乐；
更有人说，爱情使人迷惘，那爱情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这些
不是我真正导入学习诗歌内容的，我真正的导入诗歌内容的



是：古人已经用精彩的两笔，表达了自己的爱情观，也使之
成为表达爱情的千古绝唱，那么，现在我想听一听作为90后
的你们年轻一代对爱情有着怎样的见解，请同学们谈谈你们
自己的爱情观？这个问题一提出，竟然只有两三个同学举手
发言的，实在有点出乎我的意料，让我感到百思不得其解，
其实，我设下这道题目的寓意是想了解当代高中生对待爱情
的看法，也是想让胡老师了解她的学生们对自己爱情的想法，
从而知道他们现在在想什么，只有做到真正的了解他们，才
能帮助他们，可是这一设想失败了，我在他们发言的时候，
我都是让他们大胆的说，不要因为自己的班主任在听课，你
们就有所顾虑，但是还是没有扭转当时的局面，这让我真的
很难堪。我就简单的作了一下总结。同学们对待爱情都有着
自己的诠释，面对爱情，我们总有万千遐思，总有无限憧憬，
总有许许多多的话想要倾诉，古人留下了表达爱情的千古绝
唱，而作为90后的你们也发表了自己的爱情宣言，那么，今
天就让我们来看看崛起于70年代末的女作家舒婷是怎样表达
自己的爱情观的，现在就让我们走进《致橡树》去寻找答案
吧。

其次是诵读中出现的问题。我在简单的介绍完作者和什么是
朦胧诗后，我便让同学们进入朗读诗歌的这一环节，因为诗
歌朗读，只有反复的朗读才能体会作者想要表达情感，是以
有声的语言了再现无声的诗歌境界，朗读就采取以学生朗读
为主，让他们整体感知全诗。由于在我的教学设计中缺少了
教师泛读的这一环节，使得同学无法感知读诗歌的要理，我
们都知道读诗歌就是要重在感情，和该重读的，该弱读的，
这是我教学设计当中较为失败的地方。

最后是对诗歌意象的分析。由于分析意象不够到位，设计题
目跳跃性比较大，没有结合现实生活分析这类意象所反映出
来的现象，所以说让学生很难理解。这样我在提出问题时，
就和学生在互动环节上脱节，基本上都是我在讲，他们在听，
他们也不想谈谈自己的见解，使得在我上课的过程明显的感
觉到这节课的时间变得更加的长，也使得整个课堂气氛显得



较为凝重，我们都知道诗歌学习最主要的就是要抓住整首诗
的意象，只有抓住诗歌当中的意象作出分析，在举一些现实
生活中的实例来加以说明，这样就能使学生很容易的把这类
意象掌握了，从而了解诗歌当中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这是指导诗歌学习的原则。

未来的教学篇三

我们新学期将走进新的教学楼。

教学楼可真漂亮阿！宽敞的教室里，摆放着一排排整齐的桌
椅，正前方是一面黑板，两边是明亮的窗户，洁白的墙壁如
同天空上的白云一般。

下面就由我来介绍一下教学楼的总体吧。教学楼的楼顶上有
一个红红似火的圆球，如同刚出生的太阳，象征我们小学生
的朝气蓬勃。五楼是老师的会议室和体育办公室，四楼是五
年级和六年级的教室，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都很乐于帮忙我
们这些小同学，三楼是四年级的教室，二楼就到了我们的教
室了，我们互相帮忙，互相学习，结成了好朋友。一楼自然
不用说了，当然是一年级的小同学了。

看，我们的教学楼不错吧！我想，我们在这么好的教学楼里
读书学习，我务必努力，做二十一世纪的接班人。

未来的教学篇四

我们学校里有几座高大。耸立的教学楼。回首上世纪，我嗯
学校刚刚建立的时候，学校的设置并没有多好；简陋的房子，
并不宽阔的操场……。就构成了一个学校。

而现在当我们再往学校里看时，而是叶黎明。邵逸夫爷爷等
老一辈慈善家为我们建起的一栋栋高大。漂亮的教学楼。你
听，“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里是教室



里发出的清脆。悦耳的读书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是音乐教室里发出
的庄严。雄伟的国歌。“加油！加油！”这是操场上同学们
的欢呼声。

当上学。放学时教学楼里又是另一幅热闹的景象。同学们三
五成群地走楼梯，前面的抬起脚来，后面的紧跟上去，“啪
啪”的声音像轻快音乐回荡在走廊之间。

在教学楼，常可以见到这样的情景：一个同学看到地上有纸
屑，赶忙捡了起来扔进了垃圾桶。一个同学跑着跑着一不小
心摔了一跤，另一个同学把他扶了起来。

今天，我们坐在这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很自然地想起老一
辈慈善家。我想对各位慈善家说：“这一切都是你们给的，
再次谢谢你们！”

未来的教学篇五

老窝二中：陈琼

本人接触英语教学工作以来，特别注重英语教学经验的积累
和总结，我认为这是做好英

语教学的基本要求。现在就本人对此的一些拙见与大家分享
一下：

1、认真备课。本学期实行的是第二次备课，即在教研组其他
教师备的基础上，根据所

任班级的学生实际情况进行修改，既要备学生又要备教材教
法，这比以往自己备课难度增加

充分的准备，并制作各种利于吸引学生注意力的教具，课后



及时对该课作出总结，写好教后

记。

2、增强上课技能，提高教学质量。了解了班级情况后，我首
先自己的教学策略，特别

注意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加强师生交流，充分体现学生的主
动性，使他们增强对英语课的兴

趣。课堂上注意精讲精练，老师讲得尽量少，学生动口动手
尽量多。

3、虚心请教其他老师。在教学上，有疑必问，同时多听其他
老师的课，做到边听边讲，学习别人的优点，克服自己的不
足。

并记录学生的作业情况，将他们在作业过程出现的问题作出
分类总结，进行透彻的讲评，做

到有的放矢。

5、做好课后辅导工作。在课后，为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相应
的辅导，以满足不同层次的学生的需求，避免了一刀切的弊
端，同时加大后进生的辅导力度。

6、自身学习。教学工作是繁忙的，除按要求上完课，还要进
行学生的作业批改，特别

是作文的批改，有时一本本子也要花十几分钟的时间。即使
在这样忙碌的日子里，我从没放

松自己的继续教育，我经常利用晚上的时间进行业务知识学
习。



在以后教学工作中，我会不断地继续努力！

未来的教学篇六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今天由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学
校，我们的学校六安市裕安区解放路第一小学位于交通便利
的六安市齐云西路。当你走进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我
们漂亮的教学楼。

现在，我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下我们的育才楼。整栋楼的外表
涂着粉红色的油漆，像披着一件漂亮的纱裙，显得格外端庄、
优美。一楼是一年级同学的教室，方便低年级同学出入，因
为学校照顾他们年龄小，上下楼梯不安全。二楼就是我们三
年级学生的教室了，当然，也还有三个一年级的同学教室。
五年级六年级同学们的教室当然在四楼和五楼了。

当你走进每间教室，你会欣喜地发现每间教室都打扫得干干
净净，摆放着整齐的课桌和椅子，还有一些摆放整齐的打扫
卫生的用具，显得特别宽敞和明亮。教室内配着美观的黑板
报，各有特色的文化展板让你赏心悦目。教室后面的墙壁上
还贴满了我们的手抄报，这些手抄报可都是我们精心设计的。
总之，每一间教室都显得那么有文化氛围，都那么温馨，布
置得像是我们的家一样。

你知道这栋楼为什么叫育才楼吗？这可是寄托着老师们心中
的愿望呢！因为这高楼仿佛是一层沃土，而我们却是一颗颗
小树苗，老师帮助我们浇水、施肥，让我们发芽，茁壮成长，
渐渐地长成苍天大树，不久的将来会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才。

未来的教学篇七

1，了解海洋是未来粮仓的原因。

2，分析说明方法。



3，体味说明文语言的准确性。

1课时

分为三个基本步骤。

第一步：读课文，说内容

第二步：读课文，说句子

第三步：读课文，说特点

第一课时

第一步：读课文，说内容

1，读课文，把握结构方式。

明确：总—————分—————总

2，按下面的句式说话：

第———段是————说，写
了——————————————————————————

教师示范：

第1—2段是总说，写了广阔海洋完全有可能成为人类未来的
粮仓。

学生说话：

第3—6段是分说，写了海洋可能成为未来粮仓的原因。

第7段是总说，，写了强调海洋是人类未来的粮仓。



第二步：读课文，说句子

1，读课文，找出文章的说明方法。

3，按下面的模式说话：

例句+运用了——————————说明方法

学生说话：

（1）“当然，海洋所能提供给我们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粮
食———————大米、小麦和玉米等，而是广义的粮
食—————其他的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食物。”运用了作
诠释的说明方法。

（2）“一些海洋学家指出：仅仅是位于近海水域自然生长的
海藻，每年的生长量就已相当于目前世界小麦年产量的15倍。
”运用了举例子和列数字的说明方法。

（3）“仅以我国沿海来说，人们比较熟悉的可食用藻类就有：
褐藻类的海带、裙带菜、羊栖菜、马尾藻；红藻类的紫菜、
鹧鸪菜、石花菜；绿藻类的石蒓、浒苔等”。运用了举例子、
分类别的说明方法。

（4）“据说在1公顷水面上生产的.这种藻类这相当于陆地上
耕种40公顷土地生产的大豆所能提供的同类营养物。”运用
了作比较的说明方法。

（5）“例如南极的磷虾，每年的产量可高达50亿吨，我们只
要捕获其中的1亿—1.5亿吨，就比当今全世界一年的捕鱼量
多出1倍以上。”运用了举例子和列数字的说明方法。

第三步：读课文，说特点

1，读课文，找出文章在表达、语言、结构等方面的特点。



2，按下面的句式说话。

这篇文章的特点
是——————————————————————

教师示范

这篇文章的特点是：语言准确、严密。

学生说话：

（1）这篇文章的特点是：说明和议论相结合。

（2）这篇文章的特点是：综合运用了多种说明方法。

（3）这篇文章的特点是：运用了总———分———总的结构
方式。

（4）这篇文章的特点是：过渡自然。

未来的教学篇八

学习体会本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1．把握诗人的思想情感，体味本诗的韵味。

2．培养新诗鉴赏能力

课时安排：1课时

活动体验法注意问题：让学生参与活动与体验。

1．作者简介《相信未来》是永不绝望的诗人——食指的名作。
食指，原名郭路生，山东鱼台人，1948年生，60年代时开始
诗歌写作，他的诗，特别是早期作品广泛传诵于知青及城市



青年中，但直到90年代，其创作成就才得到公认，是一位成
绩巨大却差点被埋没的天才诗人。但历史是公正的，食指那
些真正的好诗，就像珍珠，越来越闪烁出灿烂的光芒。《相
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热爱生命》《海洋三
部曲》……这些写于六、七十年代动荡时期的诗篇，至今读
来，还是那么完美，那么让人激动。在诗中，食指以一名反
抗者和思想者的姿态站在大风中高歌、呼喊。他是一位时代
良知和民间正直渴望的发言人，他以一个歌者的身份让自己
的诗歌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春雷一般轰轰滚过，几乎可以说是
感动和温暖了一代人。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命运
却远不如一般人幸运：在那个动荡的年代（1966—1969），
诗人诗性的敏感和良知在与残酷的现实的尖锐冲突中不胜重
荷，精神一直处于崩溃的边缘，1972年，在部队当兵时，因
强烈的精神刺激而导致精神分裂，从此后，食指陷入了长期
的病困中，1990年4月住进北京福利院。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
食指依然以坚忍不拔的毅力生存和写作着。食指用他的一生，
为我们诠释了四个字：相信未来。

2．写作背景：此诗写于1968年，第二年，江青读过这首诗后
说：“这是一首灰色的诗，相信未来就是否定现在。”

唐代大诗人李白在仕途失意，理想破灭，人生最困顿的时候
写下了千古名篇：《行路难》，其中有两句话体现了作者相
信未来，誓为理想而奋争的雄心壮志：长风破浪会有时，直
挂云帆济沧海。时隔1200年后，又一位天才的诗人用同样的
激情，写下了《相信未来》的醒世之作。

听课文录音，明确每节的主要意思结构脉络明确：课文基本
结构：1—2节：恶势力横行，我们希望破灭，果实被窃。
（痛斥现实）第3节：面对着困难，我们信念更强，豪情更浓。
（表明信念）第4节：想信未来有人能够看清历史，辨明真相。
（相信未来）第5节：面对表层的创伤，继续前进。（任人评
说）第6节：相信历史会给中国的脊梁以公正的评价第7节：
点明题旨，发出召唤，为未来努力奋斗。（决心战斗）



第4节：腐烂的皮肉——创伤是表层的，困难是暂时的

第5节：脊骨——能拯救中国命运的中国的脊梁

2．比喻的用法：问题：分析第三节前三句的精妙之处和所表
达的意思。明确：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我要用手掌
那托住太阳的大海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上面三个
句子中，“手指”与“那涌向天边的排浪”、“手掌”
与“那托住太阳的大海”、“曙光”与“温暖漂亮的笔杆”
都是同谓关系。将手指比作涌向天边的排浪，手掌比作托住
太阳的大海，将笔杆比作曙光，即：手指是那涌向天边的排
浪；手掌是那托住太阳的大海；漂亮的笔杆是曙光。全节的
意思是：我要用手指拨动笔杆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表现形式反复手法的运用是本诗在表现形式上的一大特色。
明确：本诗的前三节，都用大致相同的语言形式表示作者相
信未来不变的信念，增强了诗文的感染力，突出了诗歌主旨。

积极引导学生，使其掌握欣赏诗歌的基本方法：诗歌的语言
表达形式，通过形式体悟内容。

六、组织朗读，加深体验在理解诗文主旨的基础上，指导学
生朗读诗文，采取多种形式的诵读方式，使学生进一步加深
情感体验。加深对文意的理解。

七、学生质疑)(，师生交流组织学生质难问疑，师生共同交
流，以加强对本文的体验与感悟。

由诗而歌，走进诗人相信未来个性高尚

未来的教学篇九

一、情境导入，恰到好处、精致有效。

这是本节课的一大亮点。情境创设上我用了一段关于海洋资



源的影像资料，作为激发学生学习欲望的兴趣点，真切直观，
恰如其分。果真，学生们欣赏着美伦美奂的海洋世界的影片，
热情一下子被点燃了，眼睛是充满惊奇的，脸上是挂满笑意
的，内心是充满了无限渴望的。因此，看过影像和图片后，
再让学生谈自己的所见所感，全然是来自于内心的真切感言，
从而对新课的学习内容充满了期待与神往。

这样的导课，新颖独特，恰到好处的燃起了学生智慧的火花，
求知的热情。为整节课的教学作了一个精彩的开场。

三、思维拓展，活泼灵动，闪现课堂智慧的光彩。

在学生们对海洋世界的美妙神奇赞叹的同时，我又补充了关
于海洋资源的更深广的信息资料，作为课堂内容的拓展和延
伸，同时也把课文的思想内涵拓宽了、提升了，放飞学生的
思维，进行想象训练：还可以把大海比喻成人类未来的什么
呢?学生们又立即投入到信息碰撞与融合中，调动自己的知识
积累。有的同学说：“海洋是人类的大药房，因为之前看到
的影像片中，海马都是人类的药源，所以可以说他是个大药
房。”还有的同学说，“海洋是人类未来的大油库，可以到
海洋里开采石油”。“海洋还可以是人类未来的大能源库，
还可以是大建材基地，也可以是大矿场”......学生们在这
一过程中又一次彰显了开阔的思维，善思的品质，灵动的智
慧，而我在这里也巧妙的点拨到，海洋处处都是宝，看来我
们真的应该与大海和谐相处，因为，我们的幸福生活不仅需
要丰衣足食，还需要蓝天和碧海，并由衷的为学生们的奇思
构想送上了掌声。让他们在语文课堂上收获到的不仅仅有知
识，还有鼓励与信心，还有幸福的体验，更有思想的启迪。

未来的教学篇十

对未来英语教学工作的期望杜润长期以来，大学英语教学模
式都是以教师为中心，教师的“一言课堂”的传统教学模式。
在这样的教学模式中，教师成为教学的主体，学生基本处于



被动状态,师生之间缺乏感情沟通和知识信息的交流,课堂气
氛枯燥,学生的主动性没有得到应有发挥，致使教与学在很到
程度上脱离。随着外语教学改革的日新月异，外语教育界都
在探求日趋合理科学的教学模式，教学中日益注重以学生为
主体和中心的教学模式，强调学生主动性发挥，和师生互动
合作的交流性课堂。因为现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还存在着一些
不小的问题，例如:灌注式 一言堂和教师为主体 的传统教学
模式。所以如何在课堂上增强教学的交流性,从而改变教学的
单一现状,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热情,使每一节听
力课都能真正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就成了外语教学的改革方
向，也就成了我们从事外语教学教师的目标和期望。

目前，基于传统教学法的大学英语课堂的实践过程中存在很
多问题值得反思，我主要从以下几个观方面来讨论，并提出
一些建议：

课前准备。“如果听课者事先知道他接收到某种信息,他会立
刻带着目的去听,并且他知道会听到什么样的信息以及如何去
反应”。在听每节课前，教师应该和学生充分交流，了解学
生感兴趣的话题，从而让学生寻找和准备相关的材料，储备
一些与该话题相关的词汇。在课堂上，教师可根据学生准备
情况提问，针对这些问题让学生进行自由讨论。这些，可以
看成是上课前的热身。通过“热身”,一方面,学生对将要听
到的内容已有了大致的了解,引起学生的兴趣,通过相互交流,
提高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更好的融入课堂;另一方面,展开了
师生、生生之间的互动,活跃了课堂气氛，促进教学效果以及
培养学生语言交际能力。

课堂训练。交流式教学模式强调教学的互动，以及以传统的
以教师为主的教学模式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在
课堂训练前，经过热身阶段的师生交流活动，可以正式的开
始教学。首先，为了不破坏语篇的完整性，可以整体先听一
遍课文，让学生对课文进行大概的掌握；其次,第一遍听完之
后，可以叫学生结合热身阶段的讨论对所听课文进行一下评



价，评价是引导学生深入理解课文的好方法，然后要回答其
他学生就课文理解进行的提问;最后,由教师进行正确与否的
评判。这样既锻炼了学生的逻辑归纳能力,又实现了生生、生
师之间的互动,在互动中，学生还可以总结出一些适合自己的
听课技巧或策略。在该过程中，学生充分参与教学活动，成
为教学的主体，而教师在此过程中除了充当指导者外,还可以
是学习的共同参与者和合作者。

课后总结。我认为,在教学活动结束之后,教师应对学生的任
务完成情况给予及时反馈。在反馈过程中,教师可以先让学生
们评估自己的任务完成情况。反馈完后，教师要对所讲内容
进行巩固，首先对所学课文中的词汇、基本句型和习惯表达
进行总结；然后可根据实际情况，对所听材料进行角色表演
和分组讨论，通过语言的再次学习，更好理解和掌握所学知
识，从而促进学生语言的实际运用能力。

所以交流式教学模式是很有必要性的，这种课堂模式的中心是
“交流”，课堂教学最要的形式也是交流，没有课堂交流，
课堂教学就没有实施条件。有效的课堂交流是达到教学目的
的前提。从信息交换的角度来说，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信息交
流是双向的，他们之间存在着大量的信息交流。针对现在大
学英语教学而不是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的现状，所以
实施基于交流式教学法的大学英语听力教学模式是非常有必
要的。交流式教学模式将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
式转变为教师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师生之间良性互动“以
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即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是作为参与者
而非整体的控制者，它注重了师生的协作互动，提高了学生
的教学参与性，从而挺高了大学英语听力课的教学效果。

学课堂的运用和该注意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但是仍需在教学
实践中不断完善，逐渐找到适合中国学生特点的真正行之有
效的课堂教学新模式。



未来的教学篇十一

1、学习本文中的多种说明方法。

2、体会文中准确、生动的语言。

3、了解海洋的相关知识，增强学生的“海洋意识”。

分析文中说明方法的作用。

多媒体课件。

一、导入新课(出示大海图片)

师讲授：人类社会发展到20世纪末，在取得繁荣进步的同时，
若干生存危机也日益显露出来，而入地、下海、上天则是人
类摆脱危机、走出困境的三大出路，其中尤以海洋的潜力最
大，是人类的希望。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海洋，走进《海洋是
未来的粮仓》这篇文章。(出示第一张幻灯片，以大海为背
景)

海洋是未来的粮仓

你从文中获取了哪些信息?

三：生自由朗读课文，交流文章主要内容(出示第三张幻灯
片)

你从文中获取了哪些信息?

海藻数量多

浮游生物丰富

海洋鱼虾众多



师归纳：

1、海藻数量多

2、浮游生物丰富

3、海洋鱼虾众多

四、学习本文说明方法

再读课文，思考：本文运用了哪些说明方法，作用是什
么?(自由交流)(第四张幻灯片)

再读课文，思考：本文运用了哪些说明方法，作用是什

么?作比较、分类别、举例

子、列数字

五、学习本文说明语言：

(出示幻灯片五：比较语言的准确性)

原句：这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

改：这是当今人们面临的最严重的环境问题。(范围)

这是当今人类面临的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程度)

(生自由学习，找找文章中表现说明文语言准确性的词语，批
注你的理解。)

六、拓展学习(出示第六张幻灯片)

谁能来当一回小院士，用图片、模型



为我们介绍你了解的大海?

要求：

1、语言准确且生动

2、能运用多种说明方法

3、仪态自然大方

海洋

1、海藻量大?

2、浮游生物丰富?

3、鱼虾众多粮仓?

未来的教学篇十二

1、浏览课文内容，能用简短的话语介绍书中提到的几种出行
方式。

2、激发学生对科学的探索和热爱，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了解四种出行方式，感悟科学对我们生活的改变，激发学生
对科学的探索和热爱。

1课时。

师生共同搜集有关本课的资料。

1、教师板书“怎样出行”：同学们，现代人们出行主要靠哪
些交通工具呢？



2、学生自由说说。(步行，自行车，摩托车，汽车，火车，
轮船，飞机等)

3、教师激趣导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你们想象过未
来的我们会怎么出行吗？今天我们就穿过时间的.隧道，到我
们的未来去看看我们的出行工具吧!(补充完整课题)

1、教师引导学生回忆自主阅读课文的方法。

2、教师提出要求，学生按要求自学课文。

(1)、读通、读熟课文。

(2)、思考：课文介绍了那几种未来的交通工具？请用简短的
语句介绍这些未来的交通工具。

(3)、边读边想，把你的感受旁批在边上。

3、教师巡视指导。

1、教师出示下列词语，检查学生的认读情况。

2、指名反馈：课文介绍了哪几种未来的交通工具？

3、引导学生在小组内介绍这四种交通工具。

4、指名学生在小组内介绍这四种交通工具。

6、集体交流反馈，教师进行引导、归纳。

7、教师小结：虽然我们现在的交通工具已经很发达、便捷，
但是仍然不能满足科学的日益发展给人们带累的生活变化。
利用科学依据，创造出更先进的交通工具是科学家一直期盼
和探索的目标。



1、指名说：你最喜欢文中的那种交通工具，为什么？

2、教师引导学生展开想象：如果你们都是科学家，你们想创
造出怎样的未来交通工具呢？

3、学生思考后，教师指名反馈，并进行简单的介绍。

同学们大胆的想象是实现梦想的开始，但是梦想的实现还得
依靠科学的支持。希望你们努力学习，将这些大胆的设想变
成美好的现实。

有感情的朗读课文，向自己的父母介绍未来的交通工具。

《未来我们怎样出行》最新教学设计篇一：一、学习目标1.
浏览课文，快速了解课文内容2.在课文内容的启发下，畅想
未来的交通工具3.通过阅读和讨论,......

篇1：一、学习目标1.浏览课文，快速了解课文内容2.在课文
内容的启发下，畅想未来的交通工具3.通过阅读和讨论,了解
几种出行方式，感悟科学对我们生活......

未来的教学篇十三

教学目标：

1。学习本文中的多种说明方法。

2。体会文中准确、生动的语言。

3。了解海洋的相关知识，增强学生的“海洋意识”。

教学重点：

分析文中说明方法的作用。



教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出示大海图片）

海洋是未来的粮仓

二、自由朗读课文

你从文中获取了哪些信息？

三：学生生自由朗读课文

你从文中获取了哪些信息？

海藻数量多

浮游生物丰富

海洋鱼虾众多

师归纳：

1.海藻数量多

2.浮游生物丰富

3.海洋鱼虾众多

四、学习本文说明方法

再读课文，思考：本文运用了哪些说明方法，作用是什么？



（自由交流）（第四张幻灯片）

五、学习本文说明语言：

（出示幻灯片五：比较语言的准确性）

原句：这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

改：这是当今人们面临的最严重的环境问题。（范围）

这是当今人类面临的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程度）

（生自由学习，找找文章中表现说明文语言准确性的词语，
批注你的理解。）

六、拓展学习（出示第六张幻灯片）

谁能来当一回小院士，用图片、模型

为我们介绍你了解的大海？

要求：

1.语言准确且生动

2.能运用多种说明方法

3.仪态自然大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