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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对当代教育工作的新要求和素质教育精神，结合当前课改

实际，让学生在灵动、鲜活的课堂学习中与课程文本亲近、融合，从而培养其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

力，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追求最优课堂教学效果，2013年春季，在原州区教育局的统一策划与

指导下，部分骨干教师联合编写了七至九年级《导学案》。 该套《导学案》的编写，为激活学校教研

工作，推动教师专业化发展，丰富学校发展内涵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编写老师坚持以校为本、减负

增效、重视基础、关注中考、体现差异的宗旨，认真研读课标和教材，收集和阅读了大量文献资料，

缜密研析，集思广益，多次修改。 看到《导学案》的书稿呈现眼前，我对参与编写的教师产生了深深

的敬意。

希望老师们在具体教学实践中，注重研究教学方式，重视教学检测与效果，使本套校本教材

真正为学生学习水平的提高和学习习惯的养成奠定良好基础。 也希望广大师生在使用中及时发

现问题、总结经验，使之不断完善。 让我们为当地教育跨越发展、科学发展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吴正儒

2013年 7月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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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着天际的行云，伴着高原的山岚，秋风催开了果实的笑颜，田野绽开了收获的消息。 原州教

育在新世纪蓬勃发展的浪潮中，在这方文化底蕴深厚的热土上，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革，要求教育教学也应具有开阔的视野、创新的思维、发展的理念。《语文

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语文课程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为学

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打下基础。”为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学生综合素养、培养学生语文能

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今年 4月，原州区教育局开启了初中三个年级《导学案》的编写工作。我们立

足本地区实际，结合学科特点，集思广益，团结协作，博采众长，认真编写这套《导学案》。

雏形初具，实显稚嫩，却开出了第一朵花蕾。“寻春须是先春早，看花莫待花枝老”，请你驻足

于它营造的一块块语文园圃中，“温馨帮助”让你得到了必要的知识，“学情检测”让你找到了学习

的支点，“品读解析” 让你获取了课文的真知，“学有所得” 让你巩固了前面所学的知识，“拓展延

伸”让你获得了智慧和人生启迪。有了翅膀，就能飞翔。只要你用勤劳的双手去耕耘、去播种，它一

定会带给你一缕缕悠长的芬芳，让你演绎自信、展现风采，它将与你一道成长，与你一起走向知识

的殿堂，走向那金色的梦想。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我们的水平有限，难免会有不足，诚望广大师生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我们将进一步补充完善。 语文《导学案》这渠清纯的活水，一定会在你我共同的挖掘中涓涓流淌，

浇灌出桃李硕果的芳香。

编者

2013年 7月

编者寄语

编者寄语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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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 记

第一课 沁园春 雪

毛泽东

学习目标

温馨帮助

走进作品。

（1）背景介绍。

这首词写于 1936 年 2 月。 1935 年冬，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

到达陕北之后，领导全党展开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斗争。 在陕北清涧县，毛泽东曾

于一场大雪之后攀登到海拔千米，白雪覆盖的塬（塬 yuán：我国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因流水冲

刷而形成的一种地貌，呈台状，四周陡峭，顶上平坦）上视察地形，欣赏“北国风光”，过后写

下这首词。

1945 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毛泽东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应柳亚子要求，曾亲手书此

词赠柳亚子先生，11月 4日，重庆《新民报》晚刊据传抄件刊出。 其后，一些报纸相继转载，一

时轰动山城。 当时的《新民报》晚刊编者附注，说它“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

及”。“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成为激扬人民斗志的响亮号角。

（2）补充解释。

①千里冰封，万里飘雪———这两句为互文，意思是交错说的，即千万里都是冰封，千万里

都是雪飘。 这里形容词人登高望远，眼界极为广阔。

②射大雕———《史记》卷一零九《李将军列传》：“果匈奴射雕者也。 ”《北齐书》卷一九《斛

律光列传》载光尝从高澄校猎，“见一大鸟，云表飞 ，光引弓射之，正中其颈。 此鸟形如车轮，

旋转而下，至地乃大雕也。 ”大雕，鹰类猛禽，唯善射者方能射之，古人常用“射雕”比喻善射。

③数风流人物———数：点算。 风流人物：见苏轼《念奴娇 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

尽、千古风流人物。 ”风流，本义是指风的流动，比喻影响大。 风流人物，指对一时代有极大影

响的人物。就本句看，是指具有深厚文化素养、文学才华而且创造巨大历史业绩的英雄人物。

（3）朗读训练建议。

建议同学们在读懂词大意的前提下，先根据自己朗读古诗词的经验，声情并茂地朗读此

词，读到心有所“悟”时，再认真聆听名家朗读，结合自己朗读的体会，提升朗读的质量和境界。

1.�训练朗读，背诵并默写这首词。

2.�清理上下篇的内容思路，体会词人的思想感情。

3.�发挥想象，感知词中的形象，体会本词写景议论抒情相结合的写法。

4.�揣摩品味凝练而具有丰富表现力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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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学 案

九年级·上册（人教版）

语文

笔 记

学情检测

1. 请用正楷字将下面的句子抄写在田字格里，要求书写规范、端正、整洁。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2. 呼唤心灵的感知。

（1）回忆你曾学过的毛泽东诗词，说出几句来，谈谈你感受到了怎样的情怀。

（2）了解了有关《沁园春 雪》的写作背景后，你能想到毛泽东写此词时是怎样的心情吗？

3. 给下列加点的字注音。

·

沁（ ）园春

·

莽（ ）莽

·

分（ ）外 今

·

朝（ ）

·

妖（ ）娆 风

·

骚（ ） 成吉思

·

汗（ ）

4. 解释下列词语或加点的字词。

惟余

莽

莽

·

莽：

须：

红装素裹：

妖娆：

惜：

略

·

输：

文采：

风骚：

莽

俱往矣：

5. 检测朗读。

根据自己的朗读体会，请用“/”标出词句间的节奏停顿（较短）；用“∥”标出层次间的停

顿；用“

莽

”标出重读音节。在标出节奏停顿和重读音节后，再试读一两遍，以表达情感为目的，

读出抑扬顿挫和轻重缓急，让朗读带你进入词的意境中去。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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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 记

品读解析

1. 研读全词，根据提示，用原词句子填空，完成对词思路结构的图解。

沁

园

春

雪

（上片总领句）

承上：总评“北国风光”

启下：评论历代英雄

写虚景（想象雪后晴日当空）

“ ”“ ”

“ ”。

下片

上片 北国风光

（总揽一笔）

（举出代表）

“ ”字统领全文，直至

“ ”。

写虚景（想象雪后晴日当空）

“ ” 结束评论历代英雄转向当今

时代，点出全词“ ”的主题。

怀古思今

写眼前实景

总写 。

“ ”字统领全

文，直至“ ”。

（点评：这首词以“北国风光”起句，先“望……”后“看……”，继而由“引……”至“惜

……”，最后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收尾，一气呵成，一笔贯通，极有气势。 ）

2. 深入品读，探讨词作内涵。

（1）重点问题探讨。

①作者为描写北国雪景，展现祖国山河的壮观，将哪些雄伟景观纳入词句？ 为什么要选

择这些形象来表现？（提示：想象词句描绘的画面；体会作者的情怀及写作意图。 ）

②作者怎样展开对历代英雄人物的评价？（提示：是否进行抽象的评价？哪个词定下了评

价基调？ 包含哪些丰富的意味？ ）

第一课 沁园春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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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学 案

九年级·上册（人教版）

语文

笔 记 ③对“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应怎样理解？（提示：联系上文及作者所处的地位。）

④这首词是一首雄壮的抒情词，它的抒情是与写景议论有机结合起来的，你能具体说说吗？

（2）品读下面句子，结合上下文，具体说说加点字的表达效果。

①

·

望长城内外。

②须晴日，

看

看

·

红

·

装

·

素

·

裹，分外妖娆。

③

·

惟余莽莽。

④

·

顿失滔滔。

⑤山

·

舞银蛇，原

·

驰蜡象，

·

欲与天公试比高。

⑥引无数英雄

竞

�

·

折

·

腰。

学有所得

1. 默写全词。（附贴在《导学案》上）

2. 反复回顾“词的思路结构”，加深体会理解。

3. 学完这首词，给你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 ”句，

对这句，你产生了这样的想象

4. 关于这首词的写法，你主要认识到的是

5. 根据你的理解，用一句话来形容毛泽东，说出你对他的认识。（提示：他是一位才华横

溢的词人，他用满腔豪情谱写锦绣诗文，也谱写了中国的新篇章）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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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 记

拓展延伸

下面是毛泽东 1925年所作的《沁园春 长沙》一词，反复品读后回答问题。

沁园春

长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1]

。看万山

[2]

红遍，层林尽染

[3]

；漫江

[4]

碧透，百舸

[5]

争流。鹰击

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

[6]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7]

？

携来百侣

[8]

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9]

。 恰

[10]

同学少年

[11]

，风华正茂；书生意气

[12]

，挥斥方

遒

[13]

。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14]

，粪土当年万户侯

[15]

。 曾记否，到中流

[16]

击水

[17]

，浪遏

[18]

飞舟？

【注】

［1］橘子洲：地名，又名水陆洲，是长沙城西湘江中一个狭小的岛，西面靠近岳麓山。［2］万

山：指湘江西岸岳麓山和附近的许多山峰。［3］层林尽染：山上一层层的树林经霜打变红，像染

过一样。［4］漫江：满江，漫，遍。［5］舸（ɡě）：大船。这里泛指船只。［6］怅寥廓（chànɡ liáo kuò）:

面对广阔的宇宙惆怅感慨。 怅：原意是失意，这里用来表达由深思而引发激昂慷慨的心绪。 寥

廓：广远空阔，这里用来描写宇宙之大。［7］沉浮：同“升浮”（上升和没落）意思相近，比喻事物盛

衰消长，这里指兴衰。［8］百侣：很多伴侣。侣，这里指同学（也指战友）。［9］峥嵘岁月稠：不平常

的日子是很多的。峥嵘指山势高峻，这里是不平凡，不寻常的意思。稠指多。［10］恰：适逢，正赶

上。［11］同学少年：毛泽东于 1918年至 1919年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学院。1918 年毛泽东和蔡

和森等组织新民学会，开始了他早期的政治活动。［12］意气：意志和气概。［13］挥斥方遒

（qiú）：挥斥，奔放。 遒，强劲有力。 方，正。 挥斥方遒，是说热情奔放，劲头正足。［14］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评论国家大事，用文字来抨击丑恶的现象，赞美美好的事物，写出激浊扬清的文章。

指点，评论。江山，指国家。激扬，激浊扬清，抨击恶浊的，褒扬善良的。［15］粪土当年万户侯：把

当时的军阀官僚看得同粪土一样。粪土，作动词用，视……如粪土。万户侯，汉代设置的最高一

级侯爵，享有万户农民的赋税。此处借指大军阀，大官僚。万户，指侯爵封地内的农民，要向受封

者缴纳租税，服劳役。［16］中流：江心水深流急的地方。［17］击水：作者自注：“击水，游泳，那时

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

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18］遏（è）：阻止。

1.《沁园春 长沙》与《沁园春 雪》意思上相通的词句有哪些？

2. 此词下片与《沁园春 雪》在写法上有什么不同？

第一课 沁园春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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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WEN… …

导 学 案

九年级·上册（人教版）

语文

笔 记

第二课 雨 说

———为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儿童而歌

郑愁予

学习目标

温馨帮助

1. 走近作者。

郑愁予，现代诗人。 原名郑文韬，1933年生于山东济南，1949年随父至台湾。 1958年毕业

于台湾中兴大学。 1968年应邀参加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1970年入爱荷华大学英文

系创作班进修，获艺术硕士学位。 他的成名作《错误》（1954）在台湾首次发表时，因为该诗的最

后一句“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 / 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一时间整个台湾岛都在传诵

“达达的马蹄”之声。 诗人的重要诗作包括《梦土上》《衣钵》《窗外的女奴》《郑愁予诗集Ⅰ》等 14

种。 诗集《郑愁予诗集Ⅰ》被列为“影响台湾三十年的三十本书”之一。 诗人在 20世纪 80年代

曾多次被选为台湾各文类“最受欢迎作家”，名列榜首。他的诗作以优美、潇洒、富有抒情韵味著

称，意象多变，温柔华美，自成风格。

郑愁予的早期诗作深受我国古典文学传统诗词影响，构思巧妙，意图鲜明，语言与技巧

常由旧词曲转化，却兼有传统词曲的优美和现代诗的新颖。 20 世纪 50 年代曾加入台湾“现

代派”，并被掌门人纪弦誉为“青年诗人中出类拔萃的一个”。 但即使在他的创作风格转向西

方现代诗的诗风时，他仍强调西方技巧和中国传统精神的结合，到 70 年代，他和台湾的一些

知名现代派的诗人一样，又在新的基础和层次上回归传统。

2. 走进作品。

1966 年到 1976 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给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新兴的国家带来了深

重的灾难。这首诗写于 20世纪 70年代末，当时正值我国结束“文革”灾难不久而开始新的历

史时期，诗人身在国外而关注中国大陆。经历十年浩劫后的中国，一切都开始显露生机，正如

春雨降临大地，万物复苏……这首诗中的“雨说”，其实也就是诗人在说。

这首诗采用的拟人手法，是文学作品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而不是一种修辞手法。 二者

的区别是：前者用于整体艺术形象的塑造，后者仅仅用于语句的修饰。

1.�理解诗的主、副标题的含义。

2.�体会诗的拟人化的艺术表现手法以及“雨”这一形象的象征意味。

3.�训练朗读，领会“雨”的形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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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WEN

笔 记

学情检测

1. 请用正楷字将下面的词语抄写在田字格里，要求书写规范、端正、整洁。

田圃 喧嚷 洗礼 襁褓 温声细语 润如油膏

2. 初步感知。

全诗分为 节。其中 次以“雨说”为提示语，是“雨”的诉说的内容变化

和 的线索。

诗的第 节与第 节前后照应形成鲜明的 。诗的最后一节

“雨说，我来了，我来了就不再回去”与第一节的“ ”

形成亲密的照应，使整首诗首尾一气，浑然一体。

3. 练练朗读。

朗读诗歌，要注意把握语气语调，注意投入感情，借助朗读语言的“情质”，表现诗中的形

象。这首诗长句比较多，既要读得连贯，也要在恰当的地方停顿，并要掌握好句中的重音。请按

照下面示例练读几遍后，给其他几节诗也作出朗读的标示，提高朗读的效果。

（

雨

5

雨

说：四月/已在大地上

雨

等

雨

待

雨

久

雨

了……）

雨

等

雨

待

雨

久

雨

了的/田圃跟牧场

雨

等

雨

待

雨

久

雨

了的/鱼塘和小溪

当

田

田

雨

圃

雨

冷

雨

冻了一冬/禁锢着

雨

种

雨

子

雨

牧

雨

场

雨

枯

雨

黄/失去牛羊的

田

踪

田

迹

当/

田

鱼

田

塘

田

寒

田

浅/留滞着

田

游

田

鱼

田

小

田

溪渐渐

田

喑

田

哑/歌不成

田

调

田

子

田

5

田

说，

田

我来了，我来

田

探

田

访/

田

四

田

月

田

的

田

大

田

地

田

第

田

一

田

样事，我要教你们/

田

勇

田

敢

田

地

田

笑啊

君不见，

雨

柳

雨

条

雨

儿见了我/笑弯了腰啊

雨

石

雨

狮

雨

子见了我/

雨

笑

雨

出

雨

了

雨

泪啊

雨

小

雨

燕

雨

子见了我/

雨

笑

雨

斜

雨

了

雨

翅

雨

膀啊

雨

第

雨

二

雨

样事，我

雨

还

雨

要教你们/

雨

勇

雨

敢

雨

地

雨

笑

那

雨

旗

雨

子见了我/笑得

雨

哗

雨

啦

雨

啦

雨

地

雨

响

只要

雨

旗

雨

子笑，春天的

雨

声

雨

音/就

雨

有了

只要

雨

你

雨

们笑，大地的

雨

希

田

望/就

田

有了

第二课 雨说———为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儿童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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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WEN… …

导 学 案

九年级·上册（人教版）

语文

笔 记

品读解析

1. 根据“雨说”提示语把握诗的内容，补全空白。

“雨说”一：“四月已在大地上等待久了……”春天来到之前，大地 。

“雨说”二：雨来探访四月的大地， ，满怀着爱心，希望孩子们 。

“雨说”三：雨告诉孩子们它是来亲近他们的。不仅如此，雨还 。

“雨说”四：雨告诉孩子们它是笑着长大的。 因此，雨要 。

“雨说”五：雨交代它最终的归宿。 雨最终牺牲自己，将生命变成 ，并融入

对孩子们的 。

2. 问题研讨。

（1）副标题为什么取做“为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儿童而歌”？（根据诗的内容，结合写作

背景思考回答。 ）

（2）诗人笔下的“雨”是一个怎样的形象，诗人用什么手法塑造这一形象？（结合内容具体

回答。 ）

（3）有人说这首词“雨”的形象以及种种情景都具有象征性，你认为“雨”和大地的景象分

别具有怎样的象征意味？

学有所得

1. 在阅读欣赏《雨说》的过程中，我们也许会联想起以下诗句，请你根据提示补全。

（1）“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 ”（杜甫《春夜喜雨》）

（2）“细雨鱼儿出， 。 ”（杜甫《水槛遣心》）

（3）“ ，客舍青青柳色新。 ”（王维《送元二使安西》）

（4）“ ，草色遥看近却无。 ”（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5）“小楼一夜听春雨， 。 ”（陆游《临安春雨初霁》）

（6）“ ，吹面不寒杨柳风。 ”（志南和尚《绝句》）

2. 优秀的诗人总有丰富的想象力，郑愁予自然没有例外。 学完《雨说》这首诗后，诗人留

给你具有丰富想象力的诗句有：

（1）“ ”用了 修辞，表达效果 。

（2）“ ”用了 修辞，表达效果 。

（3）“ ”用了 修辞，表达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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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 记

拓展延伸

1. 学习郑愁予的《雨说》，诗人的“深爱”“博爱”一定会感动你，触发你的热情，请你代表

《雨说》中“中国大陆上的儿童”，以第二人称口吻，对《雨说》中的“雨”写几行赞美的诗，诗题就

命名为《雨的赞美诗》。

2. 阅读短文，并回答问题。

雨

郁达夫

周作人先生名其书斋曰“苦雨”，恰正与东坡的喜雨亭名相反。 其实，北方的雨，却都可

喜，因其难得之故。 像今年那么大的水灾，也并不是雨多的必然结果；我们应该责备治河的

人，不事先预防，只晓得糊涂搪塞，虚糜国帑，一旦有事，就互相推诿，但救目前。人生万事，总

得有个变换，方觉有趣；生之于死，喜之于悲，都是如此，推及天时，又何尝不然？ 无雨哪能见

晴之可爱，没有夜也将看不出昼之光明。

我生长江南，按理是应该不喜欢雨的；但春日暝蒙，花枝枯竭的时候，得几点微雨，又是

一件多么可爱的事情！“小楼一夜听春雨”，“杏花春雨江南”，“天街细雨润如酥”， 从前的诗

人，早就先我说过了。 夏天的雨，可以杀暑，可以润禾，它的价值的大，更可以不必再说。 而秋

雨的霏微凄冷，又是别一种境地，昔人所谓“雨到深秋易作霖，萧萧难会此时心”的诗句，就在

说秋雨的耐人寻味。 至于秋女士的“秋雨秋风愁煞人”的一声长叹，乃别有怀抱者的托辞，人

自愁耳，何关雨事。 三冬的寒雨，爱的人恐怕不多。 但“江关雁声来渺渺，灯昏宫漏听沉沉”的

妙处，若非身历其境者绝领悟不到。 记得曾宾谷曾以《诗品》中语名诗，叫作《赏雨茅屋斋诗

集》。他的诗境如何，我不晓得，但“赏雨茅屋”这四个字，真是多么的有趣！尤其是到了冬初秋

晚，正当“苍山寒气深，高林霜叶稀”的时节。

（1）这篇散文从空间、时间两个角度表现对雨的喜爱与欣赏，它们分别是什么？

（2）散文中，作者多处引用古诗句，有哪些作用？

（3）上面选文和课文都表达了对雨的爱，试说说两者的不同之处。（可结合时代背景，郁

达夫这篇文章写于 1935年。 ）

第二课 雨说———为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儿童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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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学 案

九年级·上册（人教版）

语文

笔 记

第三课 星星变奏曲

江 河

学习目标

温馨帮助

1. 走近作者。

江河，原名于友泽，1949年生，北京人。 1968年高中毕业。 1980年在《上海文学》发表处女

作《星星变奏曲》，著有诗集《从这里开始》《太阳和他的反光》等，是新时期朦胧诗的代表诗人之

一。 他常在诗作当中灌注厚重的历史感，以《纪念碑》等政治抒情诗和古代神话组诗《太阳和它

的反光》赢得社会瞩目。

2. 走进作品。

（1）关于朦胧诗。

朦胧诗，作为一个独特的诗学概念，它指称的是以舒婷、顾城、江河、杨炼、芒克、方含、食

指、多多、梁小斌等为代表的一批“文革”中成长的青年诗人的具有探索性的新诗潮。 朦胧诗

孕育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下文学”，他们的诗以手抄形式流传。

朦胧诗作为一种新诗潮，一开始便呈现出与传统诗歌不同的审美特征。对人的自我价值

的重新确认，对人道主义和人性复归的呼唤，对人的自由心灵奥秘的探索构成了朦胧诗的思

想核心。 诗人在觉醒与叛逆、迷惘与清醒、痛苦与庄严、失落与寻找、追悔与重建的感伤诗情

中试图建构一个新的诗学主题。意象化、象征化和立体化，是朦胧诗艺术表现上的重要特征。

（2）“变奏”在本诗中的运用。

变奏曲是音乐术语，是指乐曲的下一曲保持上曲原有的基本轮廓而以变化的面貌出现，

谓之变奏。 系统地运用变奏手法做成的乐曲称“变奏曲”。

《星星变奏曲》一诗的上下两节，共同以“星星”为主要意象来表现追求光明的主题，并且

结构对称，基本句式、修辞手法和一些用语也是相同或近似的，因而具有同样的韵律（“保持

原有的基本轮廓”）。但诗的下一节与上一节相比，情境、意味发生变化并形成强烈对照，基本

句式和一些用语也有所变异（“以变化的面貌出现”）。 所以，诗题叫《星星变奏曲》，可谓名副

其实。

学情检测

1. 请用正楷字将下面的句子抄写在田字格里，要求书写规范、端正、整洁。

谁不喜欢春天，鸟落满枝头，像星星落满天空。

1.�了解“变奏曲”在诗的构思上的运用。

2.�感知“星星”的形象，领会其象征意义，把握诗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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