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师资格考试预测试卷（一）

一、单项选择题

1. B【解析】《唐雎不辱使命》出自《战国策》。

2. B【解析】《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一篇描写鲁迅

童年妙趣生活的回忆性散文，并不是描写中国建

筑的。故选B项。

3. A【解析】“渔人甚异之”中的“异”是“认为……很

奇怪”的意思，是形容词的意动用法。A项“异”为

“认为……很奇怪”。B、D两项的“异”为“特别

的”，是形容词。C项的“异”为“区别、区分”的意

思，是动词。

4. A【解析】《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是陆游抒发报国

之志和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的诗作，与节日没有

关系。

5. D【解析】第（4）句是反复的修辞手法，达到强调的

目的。

6. D【解析】D项的诗句表现了诗人忧伤国事、思念

家人的深沉感情。

7. C【解析】将诗歌与散文进行比较阅读，有利于培

养学生的比较阅读能力，A项正确。让学生找出

两者的联系，换句话说就是找出两者共同含有的

内容（都写到三峡夏天水流速度快，猿啼连续不

断），B项正确。诗歌作为补充材料，进行纵向比

较阅读，有利于拓宽阅读范围，D项正确。C项中

“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在题干中并未体现，表述

错误。

8. D【解析】略。

9. A【解析】B项，“不能一味依照教学计划走”，但也

不能一味“随着课堂生成”走，要在保证教学计划



按时完成的前提下，兼顾课堂生成。C项，虽然传

统文化很重要，但也要与时俱进，与社会发展相

契合。D项，外来课程资源并非全是不合适的，要

辩证地看待。

10. C【解析】C项，批注是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

梳理文章思路的工具，起辅助作用，并没有“揭

示文章主旨，表明文章中心”的作用。

11. C【解析】教育的艺术是使学生喜欢你教的东西。

语文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真的能化“压力”为“魅

力”，让“学生喜欢你教的东西”，学生学习语文

的消极心理就可逐渐消除，而走向积极。因此，

这种有助于学生学习的做法可以大力提倡。

12. A【解析】案例中并没有体现对多学科、多领域的

学习融合。

13. C【解析】领会象征的意义，对初中学生来说是理

解上的难点，应作为重难点。

14. D【解析】教师由历史规律发散开来，帮助学生积

累人文修养，发展发散思维，导入贴合文意，起

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是成功的导入，并没有浪

费时间。

15. D【解析】A项，在教学过程中适当的教学活动有

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说“不应以活动的形

式代替授课”太过武断。B项，虽然学生是学习

的主体，但学生还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形成的阶段，因此教师应正确发挥其引导作用，

对于学生错误的思想行为，教师要及时地引导、

指正。C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重引导，如果

学生有不当行为，教师应该耐心引导、点拨，该

教师的行为易打破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二、案例分析题

16.【参考答案】

（1）《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要求

要“充分发挥师生双方在教学中的主动性和创

造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自主学习

的意识和习惯”。该教师能够在教学过程中通

过引用耳熟能详的歌曲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为学生理解课文作铺垫，而不是照本宣科，为学

生讲解理论知识。这种教学行为充分体现了学

生主体，教师主导的教学思想。同时，通俗有趣

的教学也在极大程度上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为学生创造了一个好学、乐学的教学环境。

（2）思维总是由问题引起的，课堂提问或讨论应

当避免随意性，应在知识的关键处设问或展开

讨论。设计的问题还要考虑思维的深度和广

度，既要使优等生有“想头”，又要使中下等生有

“答头”，这样的问题才能起到“一石激起千层

浪”的作用，激发学生探究的兴趣。教师在教学

中要善于从平淡中找出新奇，提出问题，引发学

生积极思考。“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

教师要根据学生实际和教材特点，灵活运用教

学方法，增强教学艺术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从而

激发学生的兴趣，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性。此

外，为学生创设一个有创造性、灵活多变的课堂

也是激发学生兴趣的必要条件。

17. 错别字：第③段，“抑杨顿挫”应为“抑扬顿挫”；

第④段，“精雕细椓”应为“精雕细琢”。

病句：“我的幼年热衷于观赏陶二爷雕瓦刻砖”

改为“幼年的我热衷于观赏陶二爷雕瓦刻砖”。

18.【参考答案】优点：文笔流畅，以小见大，细节描

写生动传神、细腻深刻。

分析：作者以细腻的笔调，捕捉生活中的细节。

陶二爷十多年前雕刻的巨型“福”字，我幼年时

陶二爷雕刻时的动作，再次相见时，老人家的神

态，这些描写简练传神，“一怔”“一笑”，一“低

头”，尽管只是—个普通的刻碑老人，但他的执

著与坚守，正是一道从未走远的风景。文章一

气贯注，笔法累累如串珠，全无矫情做作之文

句，在积累了许多来自生活的感性体验之后，在

这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显露出一番成长的自

省和理性思辨，体现了作者对现实的关注和思

考，科技进步和文明传承这一重大的社会性问

题便在这些细节中得以凸显。

三、教学设计题

19.【参考答案】

新课标要求“教师要加强对学生阅读的指导、引

领和点拨”“应加强对阅读方法的指导，让学生

逐步学会精读、略读和浏览”。《黄河颂》语言浅

显易懂，情感豪迈直露，学生理解起来并不会有

太多障碍。这一课的教学，应当以诵读为主，同

时可以借助音乐的力量，通过直接诉诸听觉的

音乐打动学生的心灵。诵读前，可以通过背景

的介绍、情境的引入调动学生内心的情感。教



师可以利用七年级上册学过的朗读的知识和技

巧对学生进行点拨，让学生边读边批注，引导学

生通过反复朗读，把握作者笔下塑造的奔腾不

息、气势宏伟的黄河的形象，体味作品中奔涌而

出的澎湃激昂的民族情感。

20.【参考答案】

（1）教学目标

①积累词语，掌握“巅、澎湃、狂澜、屏障、哺育”

等词语的读音、词义并学会运用。

②多种形式朗读诗歌，充分展开想象，体会诗歌

中体现出的英雄气魄，体味诗人的爱国情感。

③感受诗中的黄河形象，领悟黄河所凝聚着的

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④细心揣摩课文的精彩段落和关键语句，学会

做批注。

（2）确定依据

①《黄河颂》以丰富的艺术形象，热烈的颂歌形

式，表现出黄河儿女的英雄气概，塑造了黄河的

形象，语言和抒情方式浅显易懂，情绪慷慨激

昂。在《黄河颂》中诗人作为时代的歌手出现，

他站在高山之巅，代表祖国英勇的儿女，向着黄

河唱出了颂歌。

②新课标要求：在通读课文的基础上，理清思

路，理解主要内容，体味和推敲重要词句在语言

环境中的意义和作用。欣赏文学作品，有自己

的情感体验，初步领悟作品的内涵。对作品中

感人的情境和形象，能说出自己的体验；品味作

品中富于表现力的语言。因此教学这篇课文要

引导学生在朗读的基础上品味语言、体会情感。

③七年级下学期的学生之前已学过现代诗歌，

掌握了一定的方法，但揣摩诗歌精彩词句在具

体语言环境中的意义和语言运用的技巧还不是

很熟稔，因此，要引导学生细心揣摩，学会品味。

21.【参考答案】

目标②教学设计

一、激趣导入，引出课题

“一把黄土塑成千万个你我，静脉是长城，动脉

是黄河。”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它用甘甜的乳

汁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孕育出灿烂的

华夏文明。今天，让我们聆听由光未然作词、冼

星海谱曲的《黄河大合唱》第二乐章《黄河颂》，

来感受黄河的气势。

播放《黄河颂》（男声独唱）音频，请学生闭上眼

睛感受壮美的意境，然后谈谈对这首曲子的感

受，由此引入《黄河颂》歌词。

二、美读诗歌，体味黄河气势

（一）听读课文，感知诗意

1. 出示任务：

（1）教师播放示范朗读音频，学生听读，初步感

知诗意。

（2）听读时，在课文里把重要字词圈画出来，然

后借助课下注释及字典将这些字词读准。

2. 反馈指导：

（1）学生上讲台板书听读时自己圈画的字词，并

为其他同学强调重点。

（2）教师提示学生注意以下加点字的读音以及

词语的释义。

山 巅
·

（diān） 澎 湃
·

（pài） 狂 澜
·

（lán）

浊
·

流（zhuó） 屏障
·
（zhàng） 哺

·
育（bǔ）

九曲
·

连环（qū）

（3）全班齐读诗歌。

（二）个人表情朗读，读出诗歌节奏

1. 导语：大家诗歌朗读时，字词读音比较准确，

但是缺少停顿、重音、速度、语调的处理。出示

任务：

（1）请大家听朗读水平较好的同学配乐朗读，注

意他在语调、语速、停顿、重音方面的优点。

（2）理解体会，反复练习，提高自己的朗读技巧。

2. 反馈指导：

（1）该诗分为朗诵词和歌词两大部分，朗读时应

该注意停顿以示区别。

（2）“我站在高山之巅，/望……”总领下文，停顿

要稍长一些。后面的四个分句注意重点词语

“奔”“劈”的重读，且四句应越读越激昂，表现黄

河的气势。

（3）“啊！黄河！”重复三次，三个“啊”要读得深

沉，声音延长，“黄河”要读得高昂，表明在歌颂。

（4）最后两句“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充满战斗

的决心，要读得铿锵有力。

（5）全诗应读出国难当头，中华民族正处于危机

之中的悲壮情怀，读出热血沸腾、壮怀激越的

情感。



3. 自由练习读准课文，教师指名朗读并进行反

馈指导，重点注意语调、语速、停顿、重音方面。

（三）小组合作朗读，读出诗歌情感

1. 出示任务：

（1）请同学们小组合作，朗读课文，取长补短。

（2）小组朗读评价：读准字音，读出节奏，读出感

情；分工合宜，合作默契。

2. 反馈指导：

（1）小组合作朗读展示，提示其他学生集中精神

注意听，在读错的字下面点上圆点，在停顿、重

音、速度、语调有问题的地方画线标记，情感不

到位的地方勾画。

（2）一个小组朗读后，其他小组指出读错或不合

宜的地方，并进行全面评价。

（3）小结后自由读或齐读该自然段，反复练习。

（四）师生联合朗读，读出黄河气势

1. 导语：通过以上三个环节的朗读，我们读准了

字音、读出了诗歌的节奏、更读出了作者的感

情。让我们师生合作，再次读出黄河磅礴的气

势。出示任务：

男领“朗诵词”部分，女领“歌词”部分的开头至

“劈成南北两面”，男生齐读第一节“啊！黄

河！”，女生齐读第二节“啊！黄河！”，男生齐读

第三节“啊！黄河！”，师领最后一部分，全班齐

颂“我们祖国的英雄儿女，/将要学习你的榜样，/
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

2. 反馈指导：

（1）师生合作朗读后，教师评价，不足之处再次

朗读。

（2）小结后自由读，反复练习，读出黄河磅礴的

气势。

（五）悟读诗歌，理清抒情脉络

1. 教师设计相关题目指导学生理清诗歌的抒情

脉络，理解诗意。

（1）歌词一般有序曲、主体和尾声，概括这三部

分分别写了什么。

（2）在主体部分，作者刚开始对黄河作了一番描

绘，由哪个字引起？从哪些角度写了黄河？

（3）颂黄河的外部标志是文中反复出现的“啊，

黄河！”以此把内容分为几部分？主要内容各是

什么？

（4）诗人借歌颂黄河表达了什么感情？

2.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讨论交流，各组选代表就

其中一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三、布置作业

（一）查阅资料

查阅资料，了解黄河在民族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和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

（二）赏析诗歌

抓住诗歌的一个方面，进行赏析。参照课本范

例，做好批注。

教师资格考试预测试卷（二）

一、单项选择题

1. C【解析】A、B、D三项均写出了游子思乡的悲苦心

情，C项写的是对爱情的叹息，是对于爱情受命运

捉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不能作为表

达游子悲苦心情的例子。

2. B【解析】“欲穷其林”中“穷”的意思是“完，尽”。

3. A【解析】A项，“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

弦”这句诗运用了互文的修辞手法，意思是“主人

和客人下马在船上饯别设宴，举起酒杯要饮却无

助兴的音乐”。B、C、D三句分别运用了拟人、比

喻、夸张的修辞手法。

4. D【解析】“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分别是：莫泊桑、

契诃夫、欧·亨利，他们的代表作分别为《项链》

《变色龙》《警察与赞美诗》。D项，《伟大的悲剧》

的作者是奥地利作家茨威格。

5. C【解析】《风雨》是贾平凹的一篇写景的叙述散

文，文中单纯地描写了由风雨带来的景色。

6. A【解析】根据评价作用的不同，可把课程评价分

为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

7. B【解析】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提到的三境界：第

一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

路。（晏殊《蝶恋花》）”；第二境界“衣带渐宽终不

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蝶恋花》）”；第三境

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

珊处。（辛弃疾《青玉案·元夕》）”。

8. D【解析】通过朗读可以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

但是要深入理解文本，需要教师的引导和讲解。

9. B【解析】略。

10. A【解析】丰富的情感信息是语文学科人文特征



之一，它是文本中蕴含的作者倾向信息，或显露

或隐晦。批注要引领学生找准情感的触发点，

寻找文本中的令人感动处或震撼人心处。

11. C【解析】作业二：训练学生写解说词的能力，学

生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要去查阅大量的相关

资料，不仅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还提高了综合

能力。学生利用课外时间查阅资料，在一定程

度了促进了学生知识的提高与能力的进步，并

不耽误课业。

12. D【解析】该教师用对联来激活语文课堂，不仅锻

炼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在对对子的过程中，

学生为了能得到更好的答案，也会更加认真地

理解、分析课文，在无形中加深了学生对课文的

了解。因此，并没有脱离语文的教学方向。

13. A【解析】A项，论述虽然正确，但题干中节选内

容所表达和侧重的是自我反思以及评改反馈。

14. D【解析】这位教师布置的内容虽然多，但都是能

够围绕主题开展的活动，且只是为学生提供了

一个学习的方向，给学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余

地，这样更有利于学生能力的发展，故本题选D。

15. B【解析】在教学中，教师不能仅仅充当教材解说

者的角色，还要以学生为主体，做教学的组织者

和引导者。

二、案例分析题

16.【参考答案】

（1）①重视语文的熏陶感染作用，注意教学内容

的价值取向。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从文本

向现实生活的拓展，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发挥了教师的导向作用。

②在教学时充分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体

验。学习课文之后，面对学生不同的感慨及认

识，该教师能够及时地对其表示认可，并做适当

的引导、启发。

③重视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正确导向。该教师

能够在教学过程中将学生从课堂引向社会，进

而引向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不仅让学生学习了

知识，更让学生树立了正确的人生导向。

（2）语文教学应是开放、多元的，本设计旨在拓

宽语文学习的内容，开辟语文学习的空间，打通

由课内向课外的延伸渠道，让学生带着生活经

验与感受走进语文课堂，又带着语文课堂的收

获与感悟走向社会生活，提升阅读的价值，培养

学生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

17. 错别字：第⑤段，“蒂造”应为“缔造”；第⑥段“心

无旁鹜”应为“心无旁骛”。

病句：“人们毫不客气地把‘国学大师’的称号赠

予了季羡林先生”改为“人们毫不吝惜地把‘国

学大师’的称号赠予了季羡林先生”。

18.【参考答案】优点：观点新颖，论证有力。

分析：当别人都把熟悉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的场

景进行写作时，该文作者却跳出圈子，另辟蹊

径，巧妙地把成功和熟悉结合起来，提出了“成

功就是达到无人能及的熟悉”的观点，新颖而不

失自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精心选择的这

几个素材，不仅充分反映出作者涉猎甚广，更反

映了作者对这几个题材的驾轻就熟，读之，既觉

论证有力，亦觉如饮甘露。

三、教学设计题

19.【参考答案】

教学《背影》这篇课文，既要放开手脚让学生自

己去多读、多思、多论，也要估计到学生的实际

困难，作必要的引导、辅导和讲解，使他们能顺

利地学好这篇课文。例如关于作者介绍，为我

们提供了必要的材料；对怎样对待亲属之情，可

以组织同学们开展讨论；为加深对课文所表现

的亲情的感受，可指导学生朗诵。在写作方面

也可以借鉴课文进行仿写练习或口头作文，如

写老师、父亲等人的侧影，表现出他们的勤恳而

有毅力；写母亲、祖母动作感很强的特写镜头，

表现她们的勤俭和慈祥等。朱自清散文的特点

就是语言朴素自然，清新隽永，意境优美，感情

真挚。所以，在授课过程中，可分三步进行，这

三步的基础就是读。①读课文，分析文章结构

线索。②读课文，理解作者表达的情感。③读

课文，领会作者语言特色。在读讲课文过程中，

领悟课文意境，通过对意境的分析，把握作者表

达的思想感情。在读讲课文过程中，领会作者

的语言特色，学习作者平实自然中寓真情的语

言风格。

20.【参考答案】

（1）教学目标

①知识与能力：分析文章结构，学会以抓住关键

词句、填补文章留白等方式，品味赏读文章的方



法；细读课文，学习本文抓住人物形象的一个特

征——“背影”，在特定的环境下进行细致描写

的特点。

②过程与方法：体会本文选择最佳角度命题立

意、精选材料、详略得当、谋篇布局的写作方法；

体会文章中浓浓的父子亲情，加深对文章主旨

的理解。

③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体会父爱的深沉与伟大，

珍爱亲情，增进与父母的沟通与交流，学会关

爱他人。

（2）确定依据

新课标需要学生能随文理解一些字词的意思，

并会使用。故在教学目标中涉及对词语的理解

和掌握。新课标中规定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

为，阅读教学应注重培养学生感受、理解、欣赏

和评价的能力，教师应积极地引导学生在阅读

的过程中感知文章内容，感受形象塑造。这要

求学生能在整体感知全文的基础上，着重掌握

对“背影”的细致描写。新课标要求让学生在朗

读中通过品味语言，体会作者及作品中的情感

态度，故要让学生感受亲情的温暖，逐步培养

“孝”的美德。教学目标的确定也要同时符合文

本特征和学生的年龄特点及认知规律。

21.【参考答案】

过程与方法目标教学设计

一、创设情境，激发情感

播放音乐《父亲》（低声地），渲染气氛。在音乐

的节奏声中，教师絮语般地导入：父亲是一颗

星，陪我放飞童年的梦想；父亲是一把伞，为我

撑起无雨的晴空；父亲是一池湖水，包容我的无

知和娇嗔；父亲是一座桥，渡我从悲伤飞向快

乐。是啊，深情的话语饱含着我们对父亲的爱

戴之情，同时也是父亲最真实的写照。

二、整体感知，感受亲情

过渡：提到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就不得不提到他

的《背影》。他成功地描述了“父爱”这个主题。

现在，请你谈谈读完这篇文章后，你最想说的一

句话是什么。

生自由发言，教师总结：是啊，《背影》是一支爱

之曲，情之歌。它曾使多少人魂牵梦绕，又曾使

多少人潸然泪下。文中处处都凝聚着爱，一种

细致入微、无处不在的深沉而热烈的爱。

1. 言行中看父亲

速读课文，并作圈点勾画，思考：从父亲的角度

出发，体会父亲对儿子细致入微的爱。

（学生结合课文内容发言，教师点拨归纳：父亲

劝我、嘱咐茶房、亲自送我、忙讲价钱、拣定座

位、嘱托茶房、为子买橘、远行回头、惦记儿子）

过渡：父亲的一个眼神，一个细微的动作，一句

质朴的话语，一个孤立的背影，一次离别时的回

眸，都深深地打动了作者。在这些细致入微的

一言一行中，最令你感动的一处是什么？为

什么？

2. 感动中谈父爱

学生交流最感动的一处，教师总结过渡：的确，

文中的父爱堆积如山，处处可见，而其中“为子

买橘”可谓是经典之笔，让我们一起走进父爱的

世界。

3. 细节中悟父爱

（1）看视频片段“为子买橘”，听读。

（2）提问：你认为文中哪一个细节特别打动你？

为什么？请再用你的朗读感染其他同学，让他

们和你产生共鸣。

（3）同桌相互交流，说一说最打动你的细节。

（4）学生自由读，为个别读蓄情。

（5）配乐个别读，在音乐声中让全班同学得到熏

陶。（轻音乐《月光》）

（6）配乐齐读，体会文中的细节描写。

总结：在那个祸不单行的日子里，年老体衰的父

亲，吃力地爬上月台为儿子买橘子的形象，定格

在我们的心中。这归功于父爱的细腻和作者传

神的描写。于是，这一陌生而又熟悉的，清晰而

又模糊的“背影”所表现的父爱，打动了作者，打

动了同学，也打动了我。作者流泪了，我们也是。

三、赏读课文，理解亲情

1. 感受中看儿子

面对父亲的言行，儿子有着怎样的感受？请在

文中作圈点勾画。

2. 变化中谈儿子

出示文中表达儿子感受的句子，齐读，思考：儿

子对父爱的理解有什么变化？



（学生读句子，自由发言。教师总结：儿子对父

亲由先前的不理解，到理解再到最后深深地自

责。真切的感受、细微的变化让我们感悟到作

者对父亲真挚的爱。）

3. 美读中悟儿子

美读文章结尾部分，学生配乐读。（轻音乐

《奇迹》）

过渡：泪眼婆娑中，一切都变得模糊，唯有那沉

重而又艰难的背影凝固在眼前。“背影”成了父

亲最好的诠释，于是《背影》也成了最动人的篇

章。看到这篇文章，我们不由想起了自己的父

亲。你也一定被父亲深深地打动过，也许是一

次送别，也许是一次谈话，也许是一个眼神，也

许是一份特别的礼物。

四、敞开心扉，释放亲情

请同学们敞开心扉，写一写你的经历，谈一谈你

对父爱的理解。（可以用一个关于父亲的故事，

可以用一首脍炙人口的歌，也可以用一首隽永

的小诗……）

师总结：难以忘记，凛冽寒风中你送来的厚厚冬

衣；难以忘记，远行时你那不经意的回头；更难

以忘记，买橘时你那蹒跚的背影。同学们，我们

不应该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从现在

起，我们应该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用自己优异的

成绩去安慰父母那颗充满爱的心，因为面对父

母的养育和爱护，一切豪言壮语都显得如此的

苍白与无力。

五、迁移训练，内化亲情

以“父爱”为题，写一个片段。（要求：注意细节描

写的运用。）

六、板书设计

教师资格考试预测试卷（三）

一、单项选择题

1. D【解析】A项，借水的清澈是因为有源头活水不

断注入，暗喻人要心灵澄明，就得认真读书，时时

补充新知。B项，借游山所见表达人们观察事物

的立足点、立场不同，就会得到不同的结论的道

理。C项，比喻想要取得更大的成功，就要付出更

多的努力；要想在某一个问题上有所突破，可以

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审视它；也表达了只有积极向

上才能高瞻远瞩。D项，“一寸丹心图报国，两行

清泪为思亲”重在表现诗人保家卫国、思亲怀乡

的矛盾痛苦的心情，并不蕴含深刻哲理。故本题

当选D项。

2. C【解析】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中“清晨入古

寺，初日照高林”描写的是初升的太阳，其他几项

描写的都是夕阳。

3. D【解析】《暴风骤雨》是作家周立波 1948年完成

的长篇小说。这是一部革命文学的经典作品，反

映了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地区的土地革命运动。

4. C【解析】A项中“见”通“现”，意为出现。B项中

“仓”通“苍”，意为深青色。D项中“转”通“啭”，意

为鸣叫。

5. B【解析】马丽华的《在长江源头各拉丹冬》是一篇

游记。

6. A【解析】A项，《智取生辰纲》选自《水浒传》。B
项，《范进中举》选自《儒林外史》。C项，《三顾茅

庐》选自《三国演义》。D项，《刘姥姥进大观园》选

自《红楼梦》。

7. A【解析】例句与 A项运用的都是设问的修辞手

法。B项运用的是反问的修辞手法，C项运用的

是拟人的修辞手法，D项没有使用修辞手法。

8. B【解析】A项，这种综合能力的培养，各学段可以

有所侧重。C项，学生理解能力的培养不在于多

做题，而要多读书。D项，欣赏能力的培养是一个

长期的过程，并不是学生理解了相关知识点就可

以的，还需要学生理论结合实际进行实践。

9. B【解析】《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

指出：“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教科书编者、文本

之间对话的过程。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

阅读教学应引导学生钻研文本，在主动积极的思



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

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

趣。”因此，在阅读教学中，教师首先要立足于文

本，重视文本阅读，不能以用视频观赏代替文本

阅读进行教学。

10. A【解析】《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

版）中指出 7～9年级学生“作文每学年一般不少

于 14次，其他练笔不少于 1万字，45分钟能完成

不少于500字的习作”。

11. C【解析】《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

版）要求：要为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形成良好个性和健全人格打下基础。

“青春宣言”环节的设计有助于学生积极、健康

心态的形成，为学生的学习提供动力与方向。

因此，说其“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错误。

12. D【解析】A、B、C三项从文本中都能得到体现，只

有D项并没有体现。

13. B【解析】对课文情感态度的把握只是课文教学

难点的一个方面，并非所有课文都是以情感体

验为教学重点。

14. B【解析】语文学习既是学生个性化的活动，也是

学生创造性的活动。作为教师不仅要珍惜学生

的感悟、体验，更要保护他们的智慧火花，这样

更有利于开发学生的创造性潜能。

15. C【解析】演讲可以提高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但

是并不能成为语文课堂的主体，语文课堂应该

始终立足于文本教学。

二、案例分析题

16.【参考答案】

（1）案例中，该教师面对的是学生差异型反馈，

由于学生的思维能力、个人生活体验等有很大

的不同，面对“风”这样的话题，便有了各种各样

的立意，这对作文教学来说恰好是难得的资源。

该教师能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立意，及时利用，

并通过点拨，将零散的立意上升为立意方法的

指导，深化了学生的认知，从而成功地把学生的

差异型反馈转化为立意方法教学的新资源。在

这一教学过程中，能够看出教师非常明确的教

学资源意识，而且该教师对学情有充分了解，对

学生的答案也有准备，同时体现出该教师的教

学机智和掌控课堂的能力。

（2）教学资源的开发不仅存在于教学开始之前，

而且还存在于教学过程之中，存在于教学现场

之中，存在于当下的教学情境之中。因此，教师

要尊重学生的个人感受和独特见解，蹲下身来

与之平等对话，用心捕捉学习活动中利于学生

发展的鲜活的教学资源；要善于捕捉、放大教学

过程中动态生成的瞬间，要认识到学生的奇思

妙想或困惑疑虑这种教学资源的宝贵。同时，

对于及时捕捉到的教学资源，教师要敢于因势

利导、打破计划，对教学方案做出调整。具体地

说，教学的流程可以在反馈中即时“变奏”，研究

的主题可以在反馈中适度“更换”，预设的目标

可以在反馈中随机“升降”，环节的推进可以在

反馈中相应“增删”。

17. 错别字：第⑧段，“展新”应为“崭新”；第⑨段“振

耳欲聋”应为“震耳欲聋”。

病句：“泉水似乎被他的心洗涤过一般”应为“他

的心似乎被泉水洗涤过一般”。

18.【参考答案】优点：文章运用前后对比的手法，鲜

明、准确地表达出了主人公的感情。

分析：有时候，对比比摆事实讲道理更有说服

力。文章中通过自己的贫困与同学们的富足对

比，自己的冷漠与同学们的热情对比，自身前后

思想的对比，很好地凸显了主题。这样鲜明的

对比所产生的感情冲击，是无人能抵挡的。

三、教学设计题

19.【参考答案】

这首小令开头一句“梳洗罢，独倚望江楼”，含蓄

地交代了两层意思：“梳洗罢”是说她相信爱人

今天必定会回来；“独”字，说明她是在等候远行

爱人的归来。寥寥数字便写出了主人公孤寂的

生活处境和盼望心上人归来的殷切心情。“过尽

千帆皆不是”，她看到许多帆船从楼前驶过，但

都不是思念的人的归舟，作者通过这句话，充分

地体现了她从希望到失望的心理变化过程与内

心的痛苦。下面一句“斜晖脉脉水悠悠”则预示

着她还要不停地等下去，而孤独的生活也将不

断地持续下去。最后一句“肠断白 洲”，则把

全诗感情引入了高潮。

这一首写闺怨的小令，以江水、远帆、斜阳为背

景，截取倚楼颙望这一场景，以空灵疏荡之笔塑



造了一个望夫盼归、凝愁含恨的思妇形象。全

词表现了女主人公从希望到失望以致最后的

“肠断”的感情，情真意切，语言精练含蓄而余意

不尽，没有矫饰之态和违心之语，风格清丽自然。

20.【参考答案】

（1）教学目标

①知识与能力：了解作者其人及其词作风格，提

高理解和鉴赏词的能力。

②过程与方法：通过诵读品味，提高审美情趣。

理解、赏析两首词，并深刻体会其表现手法。

③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理解词人所表达的真情

实感，并体会思念这种情感。

（2）确定依据

①本单元课文大部分选自历史著作，为的是让

学生不但能增长历史知识，还可以受到古人的

智慧、勇气和节操方面的感染和激励，跨越时空

的界限，和古人达到一种心灵的契合。《义务教

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规定：“有较为丰

富的积累和良好的语感，注重情感体验，发展感

受和理解的能力。”“能初步鉴赏文学作品，丰富

自己的精神世界。能借助工具书阅读浅易文言

文。”因此对于词的学习首先要了解其创作背景

及作家作品，为学生对词作的理解打好基础。

其次，词作的理解与赏析，表现手法与思想感情

的体会也是学习诗词的重点。

②本课的教学对象是九年级的学生，他们对词

这种体裁并不算陌生。在讲这节课之前，学生

已初步对怀古诗、豪放派词、初步鉴赏诗词的方

法等有所接触，但他们对诗词的理解和鉴赏还

停留在较浅的层面上，他们的思维能力和审美

能力还有待提高，所以教师要引导学生结合对

典故的理解，进入特定的审美意境，以培养学生

的鉴赏能力。

21.【参考答案】

过程与方法目标教学设计

一、导入

在我国古代，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具有代表性

的文学体裁，如唐代的代表性文学体裁是诗，此

外还有宋词、元曲、明清的小说等。今天我们来

集中学习以下几首词，体会一下这种体裁的艺

术特色，把握作者的思想感情。

二、学习《望江南》

1. 解题

“望江南”，词牌名，又名“忆江南”“梦江南”。

2. 作家作品

温庭筠，晚唐诗人、词人。他精通音律，但屡考

进士不第，一生不得意。其词多写女性生活，多

反映青楼闺阁的相思之情。

五代时，后蜀的赵崇祚选录了温庭筠、韦庄等十

八家词五百首，编为《花间集》。他们多写闺情，

在词风上也大体一致，因此，后世就将他们称为

“花间派”。

3. 反复朗读，揣摩诗意

4. 理解大意（学生概述，教师补充指正）

文章大意：描写了一位因心上人远行而独处深

闺的女子的生活状况和内心感情。在清晨梳洗

完毕后，她在楼上凭栏眺望，看到许许多多帆船

从楼前驶过，但却没有自己要等的那只船。夕

阳西下，爱人没有回来，只空见江水东流，思念

让她肝肠寸断。

5. 体会文章写作特色

提问：结合词中个别字词，说说你的理解。

要点：“梳洗罢”表明她精心打扮，心中充满希

望。“独”写尽了她的孤独和期盼。“皆不是”写出

了女子一次次从希望到失望的过程，让人为之

心碎。“斜晖”一句暗喻那望穿秋水的眼神。

总结：本文短短 27个字，却容纳了很多内容：时

间，从清晨到黄昏；景物，从楼头、千帆写到斜

晖、江水，又写到白 洲；人物情感从希望到失

望以至最后的“肠断”。显示了它高度概括、凝

练的特点。另外，这首词中，多用白描、直叙的

手法，却又含蓄、细腻。

三、学习《武陵春》

1. 解题

武陵春，词牌名，又作《武林春》。

2. 作者及背景

李清照，南宋女词人，号易安居士，齐州章丘（今

属山东）人。父李格非为当时著名学者，夫赵明

诚为金石考据家。李清照早期生活优裕，与明

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搜集整理。后金兵入

据中原，流寓南方，明诚病死，境遇孤苦。李清

照所作词，前期多写其悠闲生活，后期多悲叹身



世，情调感伤，有的也流露出对中原的怀念。本

词是她后期的作品。

3. 反复朗读，揣摩诗意

4. 理解大意（学生概述，教师指正）

文章大意：暮春时节，鲜花经过春风的摇动已经

零落殆尽，只有土地上还留有花的芬芳，日色已

晚，自己仍无心梳洗。春天里花开花落年年如

此，而人与以前却不一样了，我对一切都丧失了

兴趣，即使有心诉说，也是言未出而泪先流。听

人说双溪春色还不错，我也想去那里泛舟，怕的

是双溪上那蚱蜢般的小船载不动我的哀愁。

5. 思考

本文是如何写愁的？“闻说”“也拟”“只恐”三个

词说明了什么？

提示：通过典型细节来抒情，如“欲语泪先流”。

“闻说”“也拟”“只恐”这三个词写出了作者试图

排遣愁绪的做法，写出了作者的沉重、无奈。

四、课后思考

1. 这两首词有什么相同之处？

风格相近，都比较婉约；写作手法相近，借景抒

情或直接抒情；抒发的感情相近，抒发主人公或

作者的离愁别绪，凄惨心境。

2. 你还知道哪些写愁的诗句？请列举并说明其

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