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我骄傲我是一棵树的教案设计 我骄
傲我是一棵树教案(精选8篇)

高一教案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有效帮助和辅助，以指导和
推进学生的学习进程。下面是一些高中教案范文，供教师参
考和借鉴。

我骄傲我是一棵树的教案设计篇一

1.反复朗读课文了解一棵树的形象。

2.体会课文具有高度概括力的语言。

3.同桌探讨找出运用多种修辞的语句并体会它们的作用。

一课时。

一、开门见山，导入新课

同学们，假如你是一棵树，你会因此感到骄傲还是自卑？为
什么？

二、初读课文，总体了解

1.自由阅读课文。

2.同位合作解决生字词。

3.自由朗读课文。

三、再读课文，把握主旨

1.再读课文，概括诗歌各部分内容。



2.合作探讨：诗歌中一棵树的形象。

3.归纳课文主旨。

四、三读课文，品味欣赏

1.从文中找出你认为用得好的`词语，并体会它们的表达效果。

2.从文中找出运用各种修辞手法的语句，并讨论它们的作用。

五、布置作业

探究练习第一题。

六、板书设计

我骄傲，我是一棵树

一棵树的形象——主旨

我骄傲我是一棵树的教案设计篇二

师生在课堂内外共同沉浸在纯粹的、经典的学习语文的环境
中，完全投入，集中注意力，在文学殿堂中汲取所需的营养。
教师在教学中运用沉浸理论，使所有的学生都能主动参与到
教学活动中来，让所有学生都能品尝智力的快乐和心灵愉悦
的学习，获得学习的最佳体验，使得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发
展。基于这一理论，《我骄傲，我是一棵树》这节课的设计
有了以下两点想法：

（一）让师生共同沉浸于经典语言中，通过阅读者与文本的
交流，从中获得美的享受与人生养分，让美好的情感指导他
们的生活，让他们受到终身的教育。



（二）新课程的实践中，我们还应落实在引导语文自主学习
的基础上，用创造性思维去激发创造性思维，在学习过程中
体现学生的自主性。

分析教材：

1、《我骄傲，我是一棵树》是一首新诗，形象生动，内容丰
富，语言凝练律动，适合反复诵读，通过学生与文本的交流，
品读赏析诗歌，让学生体会诗的意境，理解诗人主旨。

2、诗歌中作者让一棵简单的树有了崇高的精神，丰富的情感，
全赖于作者善于运用多种修辞手法及象征手法，通过想象让
诗歌中的那课树人格化，所以修辞手法与象征手法是本文不
可忽视的学习重点。

3、诗歌是中学生喜欢但又不太敢尝试的一种文体，借这首诗
的东风，希望能在学生的心中播下一粒写诗冲动的种子，尝
试用创造性思维去激发创造性思维，用文本的经典语言来点
化润泽学生的心灵，让学生敢于用诗化的语言表达自己最内
心的感受。

初二的学生已具备了一定的品读赏析能力，对较浅且内涵丰
富的文本有较强鉴赏力，能用精练而有情感的语言表达想法。
在写诗方面，其实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只是未被发掘，需要
引导。

课题主要研究的具体问题：

学生通过自主品读经典语言文字，从中获得美的享受与人生
养分，逐渐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在引导语文自主学习的基
础上，用创造性思维去激发创造性思维，在学习过程中体现
学生的自主性。

1、理解诗中的思想内容及诗人抒发了热爱人民、关心人民的



思想感情

2、体会这首诗想象丰富奇特的特点

1、反复朗读中加深对诗的理解，品读诗歌的意境美

2、多种修辞手法及象征手法的使用

一课时

1、导入：有人说：诗歌是情感的音乐，心灵的舞蹈。读诗就
是沟通情感，写诗就是重塑情感。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李
瑛的一首诗《我骄傲我是一棵树》，试着来聆听心之音乐，
欣赏心之舞蹈。

2、介绍李瑛

3、聆听感悟先让我们用心来聆听这首诗，然后说说你听到了
什么？

4、朗诵体味

同学们讲出了自己所感，那现在请同学们用心去读，把自己
放进去，进入作者的情感世界，把文章的语言变成自己的心
声，你一定能读出别人读不出来的东西。并请同学们找出一
节你最喜欢的诗，有感情的朗读出，并给我们大家谈谈你的
感悟。

范例：第二小节，“山”“海”“露珠”“炎
阳”“风”“雪”考验磨练了这棵树，却同样给予了它天地
之精华，赋予它美好的品质。“昂首屹立”“坚强不
移”“坦荡磅礴”“正直”“斗争品格”这些短语让我感受
到了这棵树有着非凡的气度，无穷的力量和坚强的斗志，是
一棵不平凡的树。



5、总结：这是一棵有着献身精神，有着热爱人民感情的树。

6、解题

同学们现在能明白这棵树骄傲的原因了吗？“骄傲”的含义？

贬词褒用，是自豪的意思，主要包含：

1、我生长在中国的大地上。

2、我有美好的心灵。

3、我愿意为全世界的人民奉献一切。

7、鉴赏：

1）用了修辞手法：比喻，借代，排比（举例）

2）用了象征手法，借助想象来塑造一棵树的形象，联系《白
杨礼赞》

同学们能从诗中找出作者运用联想或想象的句子吗？

范例：第六小节，“摘下耀眼的星星”，“挽住轻柔的云
霞”两句立足于树之高大参天的特点，展开奇特想象，充分
表现树美好而浪漫的情怀，关心、爱护着各种各样的人。

8、拓展：

学完这首诗，我们体会到了想象给诗歌装上了自由的.翅膀，
给了诗歌更广阔的天空。

十四五岁的你们，正处在诗意盎然的年龄，相信你们也愿意
用青春的笔表露心中跳动的情感，可是有很多同学往往对于
写诗望而怯步，望诗兴叹，其实，生活中我们都是诗人，信



不信由你，我们来尝试一下！

今天我们不写一首诗，只写一句或几句诗，老师提供一个题，
你试着写一句话表达对这一物的感受，然后锤炼语言，用比
喻或其他修辞手法来表达这种感受，或者想一想换一个字会
不会更好，更有情趣！

提供题：（选其一）露珠、春天、（你的）生活

范例：乡愁

乡愁是故乡牛背上的短笛，吹响的是绿色的乡音。

乡愁是父亲宽广而厚实的脊背，是慈母“临行密密缝，意恐
迟迟归”的无尽牵挂，是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
时照我还”的悠悠思绪，是苏轼“但愿人长久，千里工婵
娟”的美好祝愿，是李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千
古绝唱。

乡愁是一枚青苹果，它在幼小时，有一种酸涩的味道，它一
旦成熟，就有一种落叶归根的冲动。

露珠

阳光使你光彩照人，阳光也使你毁于一旦

谁的眼里有太阳，谁才能光彩照人

傻，刚得到骄阳的一点点温情，便为他献身了

为了等待光明，长夜肯定哭过，不信请看露珠，总是泪光闪
烁

童年



像一颗颗珍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是一首经典的歌，永远珍藏在我们的心中

是七彩长虹，带着太阳的无限的梦想与希望

犹如一片薄雾，从梦的地方开始缓缓升起，那就是我快乐与
忧愁的所在

9、布置作业：

1、了解光福镇的“清奇古怪”树的历史与特点，写一份他们
的骄傲。（可作诗也可写文）

2、有感情的朗诵课文，再次感悟作者的美好情感。

《我骄傲，我是一棵树》教学片断

片段一

在教师范读后，让学生自由朗读全诗，并从中找出一节自己
最喜欢的诗段进行赏析，学生在充分诵读的基础上，教师让
一女生站起来读她喜欢的文段，在老师有感情的朗读感染下，
她也深情并茂地朗读了一段文字，并精辟地赏析了这段文字，
令老师与她的同学惊讶。我们都被她深深感染，尤其是她的
同学们。接下来的回答精彩不断。孩子们都能全身心倾情的
朗诵，谈自己的感悟也很有独到之处，其中有一位男生，虽
书上、本上未写只字，却能洋洋洒洒地表达了一大段自己的
感悟，更令我们惊讶的是，他的过渡自然流畅，让人觉得他
在读一篇文章，不得不佩服这孩子的语言能力，我当时也被
折服了，给了他一句“虽然你的书上是空白的，你的内心却
是丰富的”的评语。授课者认为这也许就是课堂中的相互感
染带来的生成，学生的激情与灵感被激发，使得许多孩子找
到了内心的真正感受，表达自然流畅，富有创造性，令人感



动与震惊。

片段二

老师在课堂拓展部分，打出四个话题：“露珠”、“春天”、
“童年”、“你的（生活）”。让学生选择其一，展示诗情，
老师展示了自己身处异乡常常生发的“乡愁”感触：

“乡愁是父亲宽广而厚实的脊背，是慈母“临行密密缝，意
恐迟迟归”的无尽牵挂。

乡愁是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的悠悠
思绪，是苏轼“但愿人长久，千里工婵娟”的美好祝愿，是
李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千古绝唱。

乡愁是一枚青苹果，它在幼小时，有一种酸涩的味道，它一
旦成熟，就有一种落叶归根的冲动。”

学生甲：“童年像一颗颗珍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学生乙：“童年是一首经典的歌，永远珍藏在我们的心中”。

学生丙：“童年是七彩长虹，带着太阳的无限的梦想与希
望”。

学生丁：“童年犹如一片薄雾，从梦的地方开始缓缓升起，
那是我快乐与忧愁的所在”。

又一学生羞涩地站起来说：“童年，我爱它，就象老鼠爱大
米。

全课堂的孩子们都笑了，我也笑了，虽然他说的话太白了，
但我知道这也是他的肺腑之言，也是诗一般的语言，童年也
应该是如此快乐的。



我骄傲我是一棵树的教案设计篇三

1、情感目标：有感情地朗读诗歌，体味诗歌的内涵。

2、认知目标：理解“树”的艺术形象。

3、技能目标：品味诗歌语言。

理解“树”的艺术形象，体味诗歌的内涵。

1课时。

一、导入新课。

教师导人：扎根于土地，有枝有条，抗风御沙，沉积地下而
变成煤炭这是树的用途，假如你是一株树，你会怎样去做
呢?(板书课题及作者。)：记住作者。

二、自主学习，反复吟读，体会感情，完成下列各题目。

1、查工具书解决生字词。

2、理清思路，了解诗歌主要内容。

3、找出自己喜欢的诗句并背诵。

4、理解“树”的形象。

三、合作学习。

1、找出疑难问题，小组内交流。

2、小组解决不了的问题，全班交流。

四、反馈交流。



1、给加点字注音。

2、理清思路，了解诗歌的主要内容。

要求学生在阅读的基础上，从整体把握文章的内容。指名回
答，其他同学补充纠正。明确：(第一部分：总
写“我”——“一棵树”的形象。第二部分：展开想像和联
想，表现“我”——“一棵树”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第三部
分：把激情引向高峰，表明死后变成煤炭，把“纯洁的光，
炽烈的热”献给人间。

3、找出自己喜欢的语句并背诵。要求：学生有感情地背诵自
己喜欢的语段，并能够说出喜欢的理由。从理性上了解诗歌
的写作特点。

4、你能够说出文中“树”代表什么形象?要求：学生在感性
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作者的形象即“树”的形象。

明确：(“诗要塑造美的形象，以塑造人们美的思想感情、高
尚的品质和美的灵魂。”在诗中作者借助想象给人们塑造出
了一个具有高尚品德和美的灵魂的艺术形象——“一棵
树”。)

(诗人通过“一棵树”充满激情的自白，使读者看到了这棵长
在黄河岸边、长城脚下的树，身上流动着中华民族的血液，
肩负着民族的神圣使命，有着为人民服务的强烈愿望和坚定
的斗争精神。他不仅抵挡自然界的雨雪风沙和雷火，而且把
自己坚韧而又慈爱的枝条伸向社会，给弱者和不幸者送去幸
福和欢乐，为生活增添绚丽的色彩。他与广大劳动人民有着
共同的理想——消灭贫困，建设一个幸福美好的新世界。为
了这一崇高的理想，他愿献出自己的一切，即使死了，也要
尽快变成煤炭，好献给人间光和热。从而为我们塑造了一位
具有高度献身精神的战士的英雄形象，谱写了一曲为人类无
私奉献的美的心灵的赞歌。)



五、研读赏析。

反复朗读诗歌，讨论完成下列题目。

1、本诗哪些地方采用了联想的手法?请举例说明。

明确：(想像和联想是构成抒情诗的基础。诗人托物言志，借
树抒情。他把树进行人格化和精神化，这些都是依靠想像。
通过想像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将更加丰满，光辉动人，乃至具
有更大的概括性。“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献身精神”本身
是抽象的，但树是具体的，可以感知的。通过对树的描写，
使抽象的精神具体化、形象化，并概括了中华民族的崇高精
神。诗人由“我愿摘下耀眼的星星，给新婚的'嫁娘”是由星
星联想到耳环；“我要挽住轻软的云霞，给辛勤的母亲，作
擦汗的手帕”由云霞联想到手帕等等。)

2、“黄色的、黑色的、白色的多茧的手”指的是什么?

明确：(指世界上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广大劳动者。)

3、如何理解诗的结尾深化了主题?

明确：(表现为人类奉献的精神已经渗透到“我”的每个细胞，
崇高的精神必将化作巨大的能量，为了建设一个幸福美好的
新世界，他愿献出自己的一切，即使死了，也要尽快变成煤
炭，献给人间光和热。把诗人情感推向高潮，诗歌的内容也
达到高潮。)

六、梳理巩固。

学生整理学习笔记，小组交流学习所得。

七、布置作业。

1、朗读课文，背诵你喜欢的诗节，并摘抄记录。



2、仿写，以“我骄傲，我是（）”为题。

我骄傲我是一棵树的教案设计篇四

多媒体播放歌曲《好大一棵树》屏显大树的图片，学生畅想
凝望大树的感想。

树是秀颀，也是崇高；树是从容，也是智慧；树是高大，更
是伟大。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现代作家李瑛的《我骄傲，我
是一棵树》，去体味诗人笔下的树的形象。

1、学生自由朗读，扫清字词障碍；

2、教师配乐朗读，学生可小声跟读；

3、同座位交替朗读指定章节。

1、分角色朗读第一部分。思考：

（1）、诗中“骄傲”一词的含义

（2）、作为“一棵树”，“我”有哪些骄傲的资本？

（3）、我的这些骄傲的资本是从那里获得的？

2、男女生交替朗读第二部分。思考：

（1）、在这一部分中，大家还发现了“我”的那些骄傲资本？

（2）、“我”与人民的关系是怎样的？

明确：“我”来自于人民，所以有着为人民服务的强烈愿望。
“我”为得到而骄傲，更为付出而骄傲。

3、小结形象



（1）、请为“我”这棵树取一个名字。

明确：奉献之树

（2）、小结：这就是作者通过“一棵树”这一形象所揭示的
美好品质——为人民服务，也揭示了本诗的主旨。这种手法
就是——象征手法。

1、本诗通篇采用象征手法

诗中处处抓住树的特点，但处处都是用来表现人的精神和情
怀、理想和品格。黄河、长江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我是炎黄
子孙的化身。

2、除了象征手法的运用，诗中作者还多处运用修辞，跳读全
诗，勾画圈点出使用修辞手法的句段，并简单批注进行赏析，
之后展示。

要求：大声而有感情地读出自己喜欢的句子，再说出理由。

诗歌以美的'语言描绘美的形象，塑造美的灵魂，从而营造美
的意境。

诗歌的意境之美需要我们用心去聆听、去感受

1、我是一棵树，我是炎黄子孙，我有丰富的阅历，我有美好
的品格——我骄傲。

我是一棵树，我热爱生活，我关心他人，我与人民血肉相
连——我骄傲。

如果我是一颗小草，我还可以骄傲吗？我有哪些骄傲的资本？

2、（多媒体展示）借鉴本诗的写法，以“我骄傲，我是一滴水
（一棵草、一朵云、一只蜂、一头牛）”为题，写一首小诗。



每个人站在地球上都是一棵树——哪怕只能长出一片树叶，
只能开出一朵花，只能贡献一片阴凉——只要我们能奉献自
己，就一定可以活得幸福，活得骄傲！

我骄傲我是一棵树的教案设计篇五

1.有感情地朗读诗歌，体味诗歌的内涵。

2.理解“树”的艺术形象。

3.品味诗歌语言。教学重难点

理解“树”的艺术形象，体味诗歌的内涵。

课件。

诗歌要以读会意，新诗更要求从整体上把握诗歌所塑造的艺
术形象体会它的内涵，切忌教师过多地肢解诗意，在此基础
上教师指导学生从语言人手，理解“树”的艺术形象。

一、导入新课

教师导人：扎根于土地，有枝有条，抗风御沙，沉积地下而
变成煤炭这是树的用途，假如你是一株树，你会怎样去做
呢?(板书课题及作者。)

要求：记住作者。

二、自主学习

反复吟读，体会感情，完成下列各题目。(出示课件l。)

1.查工具书解决生字词。



2.理清思路，了解诗歌主要内容。

3.找出自己喜欢的诗句并背诵。

4.理解“树”的形象。

三、合作学习

1.找出疑难问题，小组内交流。

2.小组解决不了的问题，全班交流。

四、反馈交流

1.给加点字注音。(出示课件2。)

2.理清思路，了解诗歌的主要内容。

要求学生在阅读的基础上，从整体把握文章的内容。指名回
答，其他同学补充纠正。

明确：(第一部分：总写“我”——“一棵树”的形象。

第二部分：展开想像和联想，表现“我”——“一棵树”为
人民服务的精神。

第三部分：把激情引向高峰，表明死后变成煤炭，把“纯洁
的光，炽烈的热”献给人间。

3.找出自己喜欢的语句并背诵。

要求：学生有感情地背诵自己喜欢的语段，并能够说出喜欢
的理由。从理性上了解诗歌的写作特点。

4.你能够说出文中“树”代表什么形象?



要求：学生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作者的形象
即“树”的形象。

明确：(“诗要塑造美的形象，以塑造人们美的思想感情、高
尚的品质和美的灵魂。”在诗中作者借助想像给人们塑造出
了一个具有高尚品德和美的灵魂的艺术形象——“一棵
树”。)

(诗人通过“一棵树”充满激情的自白，使读者看到了这棵长
在黄河岸边、长城脚下的树，身上流动着中华民族的血液，
肩负着民族的神圣使命，有着为人民服务的强烈愿望和坚定
的斗争精神。他不仅抵挡自然界的雨雪风沙和雷火，而且把
自己坚韧而又慈爱的枝条伸向社会，给弱者和不幸者送去幸
福和欢乐，为生活增添绚丽的色彩。他与广大劳动人民有着
共同的理想——消灭贫困，建设一个幸福美好的新世界。为
了这一崇高的理想，他愿献出自己的一切，即使死了，也要
尽快变成煤炭，好献给人间光和热。从而为我们塑造了一位
具有高度献身精神的战士的英雄形象，谱写了一曲为人类无
私奉献的美的心灵的赞歌。)

五、研读赏析

反复朗读诗歌，讨论完成下列题目。(出示课件3。)

1.本诗哪些地方采用了联想的`手法?请举例说明。

明确：(想像和联想是构成抒情诗的基础。诗人托物言志，借
树抒情。他把树进行人格化和精神化，这些都是依靠想像。
通过想像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将更加丰满，光辉动人，乃至具
有更大的概括性。“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献身精神”本身
是抽象的，但树是具体的，可以感知的。通过对树的描写，
使抽象的精神具体化、形象化，并概括了中华民族的崇高精
神。



诗人由“我愿摘下耀眼的星星，给新婚的嫁娘”是由星星联
想到耳环;“我要挽住轻软的云霞，给辛勤的母亲，作擦汗的
手帕”由云霞联想到手帕等等。)

2.“黄色的、黑色的、白色的多茧的手”指的是什么?

明确：(指世界上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广大劳动者。)

3.如何理解诗的结尾深化了主题?

明确：(表现为人类奉献的精神已经渗透到“我”的每个细胞，
崇高的精神必将化作巨大的能量，为了建设一个幸福美好的
新世界，他愿献出自己的一切，即使死了，也要尽快变成煤
炭，献给人间光和热。把诗人情感推向高潮，诗歌的内容也
达到高潮。)

六、梳理巩固

学生整理学习笔记，小组交流学习所得。

我骄傲我是一棵树的教案设计篇六

1．有感情地朗读诗歌，体味诗歌的内涵。

2．理解“树”的艺术形象。

3．品味诗歌语言。教学重难点

理解“树”的艺术形象，体味诗歌的内涵。教学准备

课件或小黑板。设计思路

教师导人：扎根于土地，有枝有条，抗风御沙，沉积地下而
变成煤炭这是树的.用途，假如你是一株树，你会怎样去做



呢?(板书课题及作者。)

要求：记住作者。二、自主学习

反复吟读，体会感情，完成下列各题目。(出示课件l。)

1．查工具书解决生字词。

2．理清思路，了解诗歌主要内容。

3．找出自己喜欢的诗句并背诵。

4．理解“树”的形象。

三、合作学习

1．找出疑难问题，小组内交流。

2．小组解决不了的问题，全班交流。

四、反馈交流

1．给加点字注音。(出示课件2。)

(见《新课标作业设计》本课“积累运用”部分。)

2．理清思路，了解诗歌的主要内容。

要求学生在阅读的基础上，从整体把握文章的内容。指名回
答，其他同学补充纠正。

明确：(第一部分：总写“我”――“一棵树”的形象。

第二部分：展开想像和联想，表现“我”――“一棵树”为
人民服务的精神。



第三部分：把激情引向高峰，表明死后变成煤炭，把“纯洁
的光，炽烈的热”献给人间。

3．找出自己喜欢的语句并背诵。)

要求：学生有感情地背诵自己喜欢的语段，并能够说出喜欢
的理由。从理性上了解诗歌的写作特点。

4．你能够说出文中“树”代表什么形象?’

要求：学生在感

我骄傲我是一棵树的教案设计篇七

1．学习本诗衬托的表现手法，品味诗人质朴的语言风格。

2．使学生认识到只有深入生活，贴近人民，才能从普通劳动
者身上挖掘特有的美。

教学重难点

1．准确理解诗人为什么对收割女的歌声如醉如痴，流连忘返。

2．对两首诗的比较阅读。

3．学习运用衬托手法来突出主体。

教学设想

教学方法

1．比较阅读法。通过《孤独的收割人》与白居易的《观刈麦》
的比较分析，认识这两首诗在思想内容与表现手法上的异同。

2．问题研究法。对较难理解的诗句组织学生讨论研究。



媒体设计：投影仪。

教学时数：1课时。

教学步骤

一、导语设计

我骄傲我是一棵树的教案设计篇八

师生在课堂内外共同沉浸在纯粹的、经典的学习语文的环境
中，完全投入，集中注意力，在文学殿堂中汲取所需的营养。
教师在教学中运用沉浸理论，使所有的学生都能主动参与到
教学活动中来，让所有学生都能品尝智力的快乐和心灵愉悦
的学习，获得学习的最佳体验，使得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发
展。基于这一理论，《我骄傲，我是一棵树》这节课的设计
有了以下两点想法：

（一）让师生共同沉浸于经典语言中，通过阅读者与文本的
交流，从中获得美的享受与人生养分，让美好的情感指导他
们的生活，让他们受到终身的教育。

（二）新课程的实践中，我们还应落实在引导语文自主学习
的基础上，用创造性思维去激发创造性思维，在学习过程中
体现学生的自主性。

分析教材：

1、《我骄傲，我是一棵树》是一首新诗，形象生动，内容丰
富，语言凝练律动，适合反复诵读，通过学生与文本的交流，
品读赏析诗歌，让学生体会诗的意境，理解诗人主旨。

2、诗歌中作者让一棵简单的树有了崇高的精神，丰富的情感，
全赖于作者善于运用多种修辞手法及象征手法，通过想象让



诗歌中的那课树人格化，所以修辞手法与象征手法是本文不
可忽视的学习重点。

3、诗歌是中学生喜欢但又不太敢尝试的一种文体，借这首诗
的东风，希望能在学生的心中播下一粒写诗冲动的种子，尝
试用创造性思维去激发创造性思维，用文本的经典语言来点
化润泽学生的心灵，让学生敢于用诗化的语言表达自己最内
心的感受。

初二的学生已具备了一定的品读赏析能力，对较浅且内涵丰
富的文本有较强鉴赏力，能用精练而有情感的语言表达想法。
在写诗方面，其实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只是未被发掘，需要
引导。

课题主要研究的具体问题：

学生通过自主品读经典语言文字，从中获得美的享受与人生
养分，逐渐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在引导语文自主学习的基
础上，用创造性思维去激发创造性思维，在学习过程中体现
学生的自主性。

1、理解诗中的思想内容及诗人抒发了热爱人民、关心人民的
思想感情

2、体会这首诗想象丰富奇特的特点

1、反复朗读中加深对诗的理解，品读诗歌的意境美

2、多种修辞手法及象征手法的使用

一课时

1、导入：有人说：诗歌是情感的音乐，心灵的舞蹈。读诗就
是沟通情感，写诗就是重塑情感。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李



瑛的一首诗《我骄傲我是一棵树》，试着来聆听心之音乐，
欣赏心之舞蹈。

2、介绍李瑛

3、聆听感悟先让我们用心来聆听这首诗，然后说说你听到了
什么？

4、朗诵体味

同学们讲出了自己所感，那现在请同学们用心去读，把自己
放进去，进入作者的情感世界，把文章的语言变成自己的心
声，你一定能读出别人读不出来的东西。并请同学们找出一
节你最喜欢的诗，有感情的朗读出，并给我们大家谈谈你的
感悟。

范例：第二小节，“山”“海”“露珠”“炎
阳”“风”“雪”考验磨练了这棵树，却同样给予了它天地
之精华，赋予它美好的品质。“昂首屹立”“坚强不
移”“坦荡磅礴”“正直”“斗争品格”这些短语让我感受
到了这棵树有着非凡的气度，无穷的力量和坚强的斗志，是
一棵不平凡的树。

5、总结：这是一棵有着献身精神，有着热爱人民感情的树。

6、解题

同学们现在能明白这棵树骄傲的原因了吗？“骄傲”的含义？

贬词褒用，是自豪的意思，主要包含：

1、我生长在中国的大地上。

2、我有美好的心灵。



3、我愿意为全世界的人民奉献一切。

7、鉴赏：

1）用了修辞手法：比喻，借代，排比（举例）

2）用了象征手法，借助想象来塑造一棵树的形象，联系《白
杨礼赞》

同学们能从诗中找出作者运用联想或想象的句子吗？

范例：第六小节，“摘下耀眼的星星”，“挽住轻柔的云
霞”两句立足于树之高大参天的特点，展开奇特想象，充分
表现树美好而浪漫的情怀，关心、爱护着各种各样的人。

8、拓展：

学完这首诗，我们体会到了想象给诗歌装上了自由的翅膀，
给了诗歌更广阔的天空。

十四五岁的你们，正处在诗意盎然的年龄，相信你们也愿意
用青春的笔表露心中跳动的情感，可是有很多同学往往对于
写诗望而怯步，望诗兴叹，其实，生活中我们都是诗人，信
不信由你，我们来尝试一下！

今天我们不写一首诗，只写一句或几句诗，老师提供一个题，
你试着写一句话表达对这一物的感受，然后锤炼语言，用比
喻或其他修辞手法来表达这种感受，或者想一想换一个字会
不会更好，更有情趣！

提供题：（选其一）露珠、春天、（你的`）生活

范例：乡愁

乡愁是故乡牛背上的短笛，吹响的是绿色的乡音。



乡愁是父亲宽广而厚实的脊背，是慈母“临行密密缝，意恐
迟迟归”的无尽牵挂，是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
时照我还”的悠悠思绪，是苏轼“但愿人长久，千里工婵
娟”的美好祝愿，是李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千
古绝唱。

乡愁是一枚青苹果，它在幼小时，有一种酸涩的味道，它一
旦成熟，就有一种落叶归根的冲动。

露珠

阳光使你光彩照人，阳光也使你毁于一旦

谁的眼里有太阳，谁才能光彩照人

傻，刚得到骄阳的一点点温情，便为他献身了

为了等待光明，长夜肯定哭过，不信请看露珠，总是泪光闪
烁

童年

像一颗颗珍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是一首经典的歌，永远珍藏在我们的心中

是七彩长虹，带着太阳的无限的梦想与希望

犹如一片薄雾，从梦的地方开始缓缓升起，那就是我快乐与
忧愁的所在

9、布置作业：

1、了解光福镇的“清奇古怪”树的历史与特点，写一份他们
的骄傲。（可作诗也可写文）



2、有感情的朗诵课文，再次感悟作者的美好情感。

《我骄傲，我是一棵树》教学片断

片段一

在教师范读后，让学生自由朗读全诗，并从中找出一节自己
最喜欢的诗段进行赏析，学生在充分诵读的基础上，教师让
一女生站起来读她喜欢的文段，在老师有感情的朗读感染下，
她也深情并茂地朗读了一段文字，并精辟地赏析了这段文字，
令老师与她的同学惊讶。我们都被她深深感染，尤其是她的
同学们。接下来的回答精彩不断。孩子们都能全身心倾情的
朗诵，谈自己的感悟也很有独到之处，其中有一位男生，虽
书上、本上未写只字，却能洋洋洒洒地表达了一大段自己的
感悟，更令我们惊讶的是，他的过渡自然流畅，让人觉得他
在读一篇文章，不得不佩服这孩子的语言能力，我当时也被
折服了，给了他一句“虽然你的书上是空白的，你的内心却
是丰富的”的评语。授课者认为这也许就是课堂中的相互感
染带来的生成，学生的激情与灵感被激发，使得许多孩子找
到了内心的真正感受，表达自然流畅，富有创造性，令人感
动与震惊。

片段二

老师在课堂拓展部分，打出四个话题：“露珠”、“春天”、
“童年”、“你的（生活）”。让学生选择其一，展示诗情，
老师展示了自己身处异乡常常生发的“乡愁”感触：

“乡愁是父亲宽广而厚实的脊背，是慈母“临行密密缝，意
恐迟迟归”的无尽牵挂。

乡愁是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的悠悠
思绪，是苏轼“但愿人长久，千里工婵娟”的美好祝愿，是
李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千古绝唱。



乡愁是一枚青苹果，它在幼小时，有一种酸涩的味道，它一
旦成熟，就有一种落叶归根的冲动。”

学生甲：“童年像一颗颗珍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学生乙：“童年是一首经典的歌，永远珍藏在我们的心中”。

学生丙：“童年是七彩长虹，带着太阳的无限的梦想与希
望”。

学生丁：“童年犹如一片薄雾，从梦的地方开始缓缓升起，
那是我快乐与忧愁的所在”。

又一学生羞涩地站起来说：“童年，我爱它，就象老鼠爱大
米。

全课堂的孩子们都笑了，我也笑了，虽然他说的话太白了，
但我知道这也是他的肺腑之言，也是诗一般的语言，童年也
应该是如此快乐的。

《我骄傲，我是一棵树》教学反思

整个教学设计在实施过程中，老师学生共同协作，体现教师
的引导，学生自主的学习，品读赏析，表达感悟，尝试诗歌
创作，文本和师生们的思想不断碰撞，创造火花不断迸发。
学生的认识和体验不断加深，纵观这堂课的教与学，小结如
下：

成功的方面

1、解决了本课题的具体问题：

学生能在教师的引导下，反复诵读的基础上，品读诗歌中的
经典文段，抓住重点字词，赏析文字，表达自己的读后感悟，
学生的赏析语言精练而有诗意，具有一定的质量，令人欣慰。



2、教学设计良好：

诗歌语言凝练，适合朗读与品析，教学第三步写诗环节有助
于激发学生的创造欲望，整个过程时而活泼欢快，时而沉静
严肃，时而奔放豁达，时而温婉细腻，并伴有浓浓书卷气息
和淡淡的儒雅气质，学生自始至终都伴随自己强烈的情感体
验。这些都得益于良好的教学设计。

3、教学环境创设较好：

教师用亲切自然的教态，典雅不失幽默的语言，引导学生去
赏析经典语言，表达富有个性的感悟，令人振奋。教师运用
一些教学智慧使课堂充满了创造力，学生的创造欲望也被激
起，课堂气氛融洽。

不足方面：

1、由于设计中，花了部分精力于对诗歌的拓展——写诗上，
授课者觉得对文本研读还不够仔细和深入，过于表面化，虽
然这首诗主题非常明了，但仍需细细分析。

2、课堂受时间的限制，不能让更多的学生发表自己独到的感
悟，深感遗憾。

以上只是我对这一设计粗浅的看法，还望专家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