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第七高级中学继续教育项目于 2021 年 6 月 28 日正式启动，现已开展

一个多月的时间，已经进入项目的中后期。截止今日（2021 年 8 月 5 日），平

台参训成员 302 人，已登录 222 人，登录率为 73.51%，已学习人数 216 人，学

习率 71.52%。合格人数 190 人，合格率 62.91%。培训详细数据分析如下：

表 1.项目总体学情（截至 8 月 5 日 9:00）

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还有 80 位学员老师没有登录学习，请各位老师抓紧

时间登录学习，互相督促，争取早日完成线上的研修任务，积极参与课程学习和

各项作业，积极提交作品，争取早日合格。

参训人数 登录人数 登录率 学习人数 学习率

302 222 73.51% 216 71.52%

合格人数 合格率
研修日志

提交数

资源分享

提交数

课程学习

分钟数

190 62.91% 382 375 258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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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各学科学情数据统计（截止至 8 月 5 日 9:00）

序号 区县 学员数 未学习人数 学习率 未合格人数 合格率

1 高中通用技术 2 0 100.00% 0 100.00%

2 高中生物 19 1 94.74% 1 94.74%

3 高中地理 13 3 76.92% 3 76.92%

4 高中英语 42 7 83.33% 10 76.19%

5 高中政治 16 5 68.75% 5 68.75%

6 高中体育 18 6 66.67% 6 66.67%

7 高中化学 32 6 81.25% 12 62.50%

8 高中语文 46 14 69.57% 19 58.70%

9 高中物理 34 11 67.65% 15 55.88%

10 高中数学 43 15 65.12% 19 55.81%

11 高中音乐 2 0 100.00% 1 50.00%

12 高中历史 14 5 64.29% 7 50.00%

13 高中信息技术 9 5 44.44% 5 44.44%

14 高中美术 3 2 33.33% 2 33.33%

15 高中综合实践活动 9 6 33.33% 7 22.22%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首先恭喜高中通用技术学科的学员老师合格率率先

达到 100%，还有几门学科的老师学习率、合格率未达到 50%以上，请各位学员老

师互相督促登录学习，争取下一阶段学习率、合格率达到 100%。

【辅导情况】

在项目开展期间，管理员工作积极主动，督促学员开展登录学习，及时有效

开展管理督导及辅导引领，感谢各位管理辅导者的积极配合及辛勤工作。您辛苦

了！

下一阶段，请校级管理员督促还未登录学习的老师，进行登陆学习，早日达

到全员学习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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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研修日志

研修日志

李莉

这些年我对学科教学有了深入的了解，同时也整理出了一套自我的心得，我

觉得教学对于每个教师来说是一门很深很深的学问，教学方法尤其重要，下头我

来和大家说说我的一些心得。

首先，我觉得要全面且充分地去了解学生，了解他们的个性，优缺点等等，

从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科素养，因为学科是一门充满思想、充满人

文精神、充满智慧的学科。在新课改的大背景中，学生的自主学习，培养学生的

创新本事，已成为教师关注的热点，讨论、交流、探究等学习方式已成为课堂的

主流。我在学科课堂教学中，力求做到让学生变得鲜活，让学生学得兴致盎然，

使学生在学科学习中享受学习的乐趣，从而发展学生的学科素养。最重要的，我

们要注意新课导入新颖。“兴趣是最好的教师”。在教学中，我十分注重培养和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譬如，在导入新课，让学生一上课就能置身于一种简便和

谐的环境氛围中，而又不知不觉地学学科。我们要根据不一样的课型，设计不一

样的导入方式。能够用多媒体展示教材的画面让学生进入情景;也可用讲述故事

的方式导入，采用激发兴趣、设计悬念……引发设计，比起简单的讲述更能激发

学生的灵性，开启学生学习之门。

研修日志

裴玉

经过本次网上研修学习，我聆听了教育专家的精彩讲座，领悟了教育理念，

学到了更多提高自身素养和教学水平的方法，让我领悟到以下几个方面的资料。

首先，教师要懂得尊重和理解学生，在此基础上与学生构成心灵上的融合，

心理上构成一种稳定，持续的关系，不仅仅是在知识、潜力上的交往，也是情感

心灵上的沟通、交流，首要的是教师要对学生关心、信任、尊重。

其次，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不但要提出可供学生思考的问题，

更就应在每节课的开始创设悬念情境，激发学生主动探究的兴趣。教师导入新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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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语言巧妙合理、生动形象，能充分吸引住学生的注意力，触发学生的兴奋

点，激发学生学习的情趣。传统的章回小说，或评书艺人，常在讲到关键时刻，

突然停住：“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是卖关子，也就是设置悬念，

引起听众对下情的探究。这对我们教学工作很有启发。作为一个教师，如果也能

使学生越听越想听，就说明学生的学习兴趣被我们充分调动起来了，到达这种境

界就需要在教学中不断地创设“问题情境”，使教学过程变成一个设疑、激疑、

解疑的过程。教学中，教师要着重创设问题情境，具有恰当的提问语，组织学生

参与学习过程，掌握学习方向，帮忙学生自主探究知识，寻求问题答案。

最终，要加强学习，不断网上研修，自觉走进新课程。作为传道授业的教师，

仅有不断的更新自我的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不断的完善自我，才能教好学

生。如果自身散漫，怎能要求学生认真。要提高我们的自身素质，这要求我们年

轻教师多听取学生和老教师的各种意见。并且自身不断的学习，用心学习，不断

开辟新教法。摒弃旧的教学方法，把先进的教学模式引入课堂。

研修日志

郭松

通过这些天的理论与实践的学习，使我逐步更新了教育教学观念，了解了先

进的教育科学基本理论，应用在教学活动中；调整自身的角色和教学方式、方法，

把素质教育贯穿到学科教学过程中，贯穿到班级管理中。在培训期间，我发现了

自己在教育教学中需解决的根本的问题，发现了在教育教学中的差距与不足。只

有发现不足，找到差距，在今后的教学中，才能逐步改进。

教师是课堂的主人，对着教材照本宣科；学生在做笔记，两者都成了书本的

奴隶。现代的教师应成为学生潜在品质的开发者；成为教育教学的研究者；成为

学生的心理咨询者和健康的引领者；成为课程的开发者和建设者；成为学生学习

的引领者、促进者、合作者。在学生讨论时，教师也可积极地参与学生的讨论，

对学生的见解给予一定的评价，以自己的学识、水平、人格魅力去感染学生，实

现师生之间的互动。这当然要避免“抢戏”，在对话时学生始终是课堂的主角。

通过师生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补充，教师可以发现自己在教学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和不足，并及时地加以改进。学生也能在这一过程中受到启发，.增长见

识，找出自己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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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引领 成长可期

王蕊

1、用积极的态度拥抱教学。多位教师都提到过。原先总以为上完课就万事

大吉，对课堂对自我都要求不高。这样是对学生的不负责。随着年龄的增长，做

教师的这种使命感职责心让我意识到我们必须端正态度，进取主动，愿干想干才

是作好教师的前提。提升修养，淡薄名利，把工作当成一种享受。

2、让学习成为习惯。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再加上我个人本事不高，从教

本学科时间短，常常感到力不从心。要善于学习，学习身边的教师的长处，珍惜

每一次外出学习机会，加强书籍上的理论研究，，网络上学科资料等等，总之要

善于学习有益与教学的方方面面，并应用到教学实践中去，构建高效愉悦和谐课

堂，让我们师生都有幸福感。

3、锐意改革，切莫固步自封。我在平时的教学中利用的不很充分。要注重

图文转化，构建脑图，注重版图、读图、析图各个方面。利用好这种传统的教学

手段。当然，科技的发展，如多媒体课件给了我们极大的方便。对于教学中的难

点如经纬网地球的运动等，用课件能帮学生去理解，直观形象，有效突破难点，

激发学习兴趣。把多种教学手段根据教学实际需要，有机结合，扬长避短，可能

的提高课堂效率。

优秀资源分享

梦游天姥吟留别

许丽丽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认识李白，了解李白诗歌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2、技能目标

在朗诵中体会诗歌丰富的想象和天马行空的行文气势。

3、情感目标

熟悉诗人当进的写作心境，体悟诗歌所表现出的复杂的思想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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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难点

1、鉴赏雄奇瑰丽、变幻莫测的梦境以及深层含义。

2、感悟李白蔑视权贵、追求自由的思想感情，学习他独立傲岸的人格。

课时安排 3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有这样一副对联:千古诗才，蓬莱文章建安骨;一身傲气，青莲居士谪仙人。

请问:这幅这联写的是谁?(李白)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李白专题》。李白是我们陌生的老朋友。李白字太白，

号青莲居士，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人称“诗仙”，与人称“诗圣”的杜甫

是唐代诗坛的双子星座。

二、作者介绍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盛唐诗人，是我国古代继屈原之后

的又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誉为“诗仙”。 既然要学习李白，我们就应

该对李白有个大体的认识，关于李白的生平在基础训练和导学练上有详细的论

述，同学们利用自习时间仔细去读，现在我讲几个小故事，咱们感性的了解一下

李白。

才华横溢，飘逸洒脱:

1、李白刚到长安时，住在旅馆中，贺知章听说他的声名，就前往拜访他。

一见面非常惊叹他的容貌，见到他的诗歌《蜀道难》后更是惊叹说:“子，谪仙

人也。”把身上佩带的金龟取下换来酒与李白畅饮。

据《本事诗》记载:“李白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

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完，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

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

2、唐玄宗第一次召见李白，看到李白“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竟然

“不觉忘万乘之尊”。就像歌迷见到歌星一样，有点晕了，“因命纳屦”，李白

就把脚抬到高力士面前说了两个字:“去靴。”

3、李白有个追星族叫魏颢的曾这样形容李白的容貌:“眸子炯然，哆如饿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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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时束带，风流蕴藉。”

自信自负，自命不凡:

1、“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身长不满七尺，

而心雄万夫。王公大人许其义气。”(《与韩荆州书》)

2、“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傲视权贵, 笑傲王侯

强调追求个性的独立，自由人格，独立人格。

1、杜甫《饮中八仙歌》:“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

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2、李白开元中谒宰相，封一板上，题云‘海上钓鳌客李白’。相问曰‘先

生临沧海钓巨鳌，以何物为钩线?’白曰‘以风浪逸其情，乾坤纵其志;以虹霓为

丝，明月为钩。’相曰‘何物为饵?’白曰‘以天下无义丈夫为饵。’时相悚然。”

3、“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

4、力士脱靴，国舅研磨，贵妃拂纸

白犹与饮徒醉于市。帝坐沈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为乐章;召入，而白

已醉，左右以水靧面，稍解，援笔成文，婉丽精切无留思。帝爱其才，数宴见。

白尝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素贵，耻之，擿其诗以激杨贵妃，帝欲官白，

妃辄沮止。

理想崇高，信念豪迈，

“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

然后功成身退，泛舟五湖:“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

一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

存交重义，轻财好施

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此则是

白之轻财好施也。又昔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禅服

恸哭，若丧天伦。炎月伏尸，泣尽而继之以血，行路闻者，悉皆伤心，猛虎前临，

坚守不动。遂权殡放湖侧，使之金陵。数年来观，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申

洗削，裹骨徒步，负之而趋，寝兴携持，无辍身手，遂丐贷营葬于鄂城之东，故

乡路遥，魂魄无主，礼之迁窆，式昭朋情，此则是白存交重义也。(《上安州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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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史书》)

三、解题

“吟”本指吟咏，即作诗。以后作为一种诗体的名称，成为乐府歌行体的一

种。“留别”，是临行前留下这首诗向朋友话别的意思。所以整个题目的意思就

是用梦游天姥的诗向朋友话别。梦游是借“别”表明自己的态度与意向是真。另

名《梦游天姥山别东鲁诸公》。

旧诗分“古体”和“近体”，始于唐朝。唐人把当时新出现的格律诗称为近

体诗，把产生于唐以前较少格律限制的称为古体诗。后来人们袭用唐人的说法。

《梦游天姥吟留别》是古体诗。

四、背景简介

1、李白是在天宝元年(742 年)来到长安的。此时唐玄宗已作了 31 年皇帝。

唐玄宗是一位有为的皇帝，他夙兴夜寐、宵衣旰食、励精图治，开创了繁荣富强

的“开元盛世”。但此时的唐玄宗已经不是这样了，他已经迷醉在唐朝的繁盛景

貌中了。此时，狡猾的高力士已侍奉他 11 年，奸诈的李林甫为他做宰相已经 8

年，而 24 岁的“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的杨玉环也以“太真道士”

的身份出入宫掖，陪侍在他的左右。唐玄宗需要的已不再是忠言直谏，而是粉饰

太平;已不再是辅弼大臣，而是逢迎小人;已不再是开拓创新，而是安享太平。此

时的大唐虽然经济依然繁荣，文化依然鼎盛，军事依然强大，但政治已不再清明。

权谋机诈管控着臣僚，龌龊卑鄙侵蚀着官场，腐败业已产生，黑暗开始降临，危

险正潜滋暗长。

2、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白高歌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来到了长安。那么很明显，才华横溢、品行高洁、行为狂放、志向远大的浪漫主

义诗人与这样的政治环境、官场风气是格格不入的。此时我们为他的狂放不羁而

惊叹，但也可以深深感知他遭遇的挫折磨难，内心的愁闷彷徨。所以度过了近两

年纵酒高歌、闲适无聊的生活后李白于天宝三年(744 年)选择了离开，重新开始

了漫游生活，也重新开始了自由洒脱的漫游生活。

3、天宝四年，李白将由东鲁南游吴越，行前写了这首诗歌与友人作别，我

们可以看作这是他新的理想信念、新的人生抱负的展现。

五、字，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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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姥、瀛洲、剡溪、渌水、澹澹、霹雳、石扉、訇然、青冥、魂悸、鼓瑟、

觉时、天台、语天姥、谢公屐、殷岩泉、栗深林、鸾回车

第二课时

一、赏析第一节

1、齐读并思考:

①前四句诗写了什么?既然题为“梦游天姥”，为什么要从瀛洲写起?

明确:写天姥山的神秘飘渺、迷离恍惚。

以瀛洲来陪衬天姥(侧面描写)。天姥山像传说中的瀛洲一样，神秘而又美妙。

然而瀛洲的“信难求”让人怯步，而天姥的“或可睹”则成了一种强烈的诱惑。

如此以瀛洲陪衬天姥，以虚衬实，不仅给天姥山蒙上了一层神秘美妙的面纱，而

且勾起了作者神游天姥的念头。

②后四句诗写了什么?用的是什么方法?

明确:写天姥山的高峻、雄伟。

对比、衬托。用五岳、天台来衬托天姥的雄峻巍峨，进一步勾起了作者神游

天姥的强烈愿望。

用“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两句说明其高大无比。再以天台作

陪衬，说天台之高“一万八千丈”，但在天姥面前却显得十分矮小，好象要拜倒

在它的脚下。这样高大雄伟的天姥山，这样美丽的大自然，怎能不引起诗人梦游

之念呢?

讨论:

诗人“梦游天姥”，为何开篇要“谈瀛洲”?

除了瀛洲外，此段中还提到了哪些山?有何作用?

走访过众多名山大川的李白，怎么会梦游天姥山?天姥山有什么特点?请概

括。

神秘、高峻、伟丽 寄予的情:景仰向往。

2、小结:

概括大意

本节总写天姥山的高峻、雄伟、神奇，这是入梦之由。

二、赏析第二节(结合多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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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小节是诗的主体部分。可划分为梦到剡溪、著屐登山、夜间景象、神仙

洞府、梦境消失五个层次，请概括景物的特点以及李白心情的变化。

(1)梦到剡溪:清幽寂静

我想依据越人的介绍，梦游吴越，一夜之间就飞过洒满月光的镜湖。湖光月

色照着我的身影，送我到美丽的剡溪。谢灵运住过的地方现今还在，清清的溪水

荡漾，猿猴的啼声凄清。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直挂云帆济沧海——飘然快意春风得意的李白 踌

躇满志兴高采烈的李白

(2)著屐登山:壮美奇绝

我脚上穿着谢灵运(穿的那种)木屐，身子登上直入云霄的山路。(上到)半山

腰就看到从海上升起的太阳，还听到空中天鸡的鸣啼。山岩重叠，不知道拐了多

少弯，我迷恋着花，依倚着石，不觉天色已经晚了。

陶醉的乐而忘返的李白

(3)夜间景象:离奇险怪

熊在怒吼，龙在长吟，像雷鸣般的声音，震响在岩石和泉水中间。使深林战

栗，使层巅震惊。黑云沉沉啊将要下雨，水波摇动啊升起烟雾。

迷惘震惊苦闷抑郁的李白

(4)神仙洞府:壮丽辉煌美妙无比

电闪雷鸣，山峦崩塌。仙府的石门，訇的一声从中间打开。青色的天空广大

无边望不见底，日月照耀着金银筑成的宫阙。穿着彩虹做的衣裳乘着风，云中的

神仙啊纷纷降下。老虎弹奏瑟啊鸾鸟驾着车，排列的仙人啊象麻一样难以数清。

飘飘欲仙的李白

(5)梦境消失(过渡句，写面对现实的无限痛苦):

如此景象令我的魂魄忽然惊动，恍然站起身来，又长叹不已。醒来时身边只

有睡过的枕席，刚才(梦中)所见的烟雾云霞消失了。

更加失落惆怅郁闷的李白

总说:这里的象征意味是多重的。

梦游天姥的历程与作者寻梦长安的经历何其相似。

这不也是人生历程的写照吗?满怀理想，苦苦追寻，始达目的，但曲终人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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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归沉寂。

但这里更是作者新的理想追求，山川的俊美，仙境的奇妙，神人的自在，都

深深吸引了作者，引发作者深沉的思考:什么才是人生的至境?什么才是真正的追

求?

一个梦境即如是美好，那么真的名山大川呢?真的神仙洞府呢?

七、赏析第三节

1、“世间行乐亦如此”中的“此”指什么?

明确:指上节所写的梦境如烟，瞬息即散。这表明了作者陷入重重矛盾后无

可奈何的自我解脱和伤感情绪。“世间”两句，是作者在当时的社会矛盾里无可

奈何的自我解脱。

2、“古来万事东流水”一句流露出诗人怎样的思想感情?

明确: 流露出诗人对人生的几多失意与深沉感慨，这同时也表明，浪迹山水，

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寻仙问道，正是为了心灵的抚慰。

3、“且放”两句反映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感情?

明确:一方面，放鹿青崖、骑访名山反映了诗人与现实的对立，对恶势力决

不妥协;另一方面，也表现出诗人放达的情怀和逃避现实的态度。

4、“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两句反映了诗人怎样的性格?

在全诗起什么作用?

明确:①傲岸性格，表现了诗人追求个性自由和蔑视权贵的精神。②是“诗

眼”，起了揭示主题的作用。

第三课时

一、字词总结

实词

我欲因之梦吴越 梦：梦游

天姥连天向天 横：遮断

仙之人兮列如麻 列：排列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事：伺候，侍奉

古今异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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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涛微茫信难求 信：实在

云霞明灭或可睹 灭：暗

势拔五岳掩赤城 拔：超出

通假字

列缺霹雳 列：同“裂”，分裂。

词类活用

1.名词作动词：

虎鼓瑟兮鸾回车 打鼓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侍奉

云青青兮欲雨 下雨

2.名词作状语：

对此欲倒东南倾：向东南

訇然中开：从中间

古来万事东流水：向东

3.使动用法：

栗深林兮惊层巅：使……战栗；使……惊

熊咆龙吟殷岩泉：使……震响

二、鉴赏要点

从表面看，这是一首游仙诗，它的主体部分(“云青青兮欲雨……仙之人兮

列如麻”)是关于神仙世界的描写;但诗人的游仙之念决不同于那种完全置身于世

外的幻想，他之所以向往这个世界，是因为他厌恶眼前的黑暗的现实世界。这一

点，诗人在诗尾有明确的表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才

是全诗的主旨。从这里可以看出诗人追求个性解放和蔑视权贵的精神。

李白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在这首诗里也表现得很明显。一是丰富的想象。诗

人的想象有来源于民间传说，例如关于仙境的种种细节描写;也有出于诗人的人

性爱好的，例如明月“送我于剡溪”，这跟“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

下独酌》)一样，是诗人把月看成最亲密的朋友。二是大胆的夸张。这种夸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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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简单的放大事物，而是融合着诗人美好的感情，如诗的开头写天姥山横空出世

的雄姿，其中蕴含着诗人对天姥山的景仰和向往之情。杜甫说李白“飘然思不群”，

于此可见一斑。

概括主题:通过描写梦境，反映了作者政治上不得意，写出了诗人憎恨现实，

追求自由

板书

梦游天姥吟留别

李白 字太白 号青莲居士

一、梦之由 现实天姥 神奇雄峻 景仰向往 对比衬托夸张

二、梦之境 梦到剡溪 清幽寂静 兴奋、轻松愉快

著屐登山 壮美奇绝 陶醉、乐而忘返

夜间景象 离奇险怪 迷惘、困惑

神仙洞府 绚烂辉煌 极度兴奋、愉快 绘声绘形绘色

梦境消失 无限哀痛、留恋

三、梦之感 蔑视权贵 追求自由解放乐土的理想，表现了诗人蔑视权贵的精

神。

延伸

以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作为内容，以“尊严”为话题，谈谈人生。

布置作业

把仙境改写成一个想象成一个场面

教学反思:

让学生在朗诵中体会诗歌丰富的想象 和诗人当时的写作心境，体悟诗歌所

表现出的复杂的思想情绪，赏析雄奇瑰丽、变幻莫测的梦境。感悟李白蔑视权贵、

追求自由的思想感情，学习他独立傲岸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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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服务保障】

培训开展期间，我们为大家提供了专业高效的项目支持服务，参训各角色遇

到培训问题，均可随时与我们联系。

咨询热线（免长途费）：400-010-0910，工作日：周一至周五早 9:00 至

晚 17:30

咨询邮箱：zixun@teacheredu.cn 随时可以发送邮件，工作日专员会定期

进行反馈回复。

项目辅导管理微信群等。

各角色手册：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现平台操作

【项目提示】

请工作坊坊主，引导学员提交高质量的作品，并定期推荐和批阅。

请管理员积极督促学员，完善各项考核，查漏补缺，尽快达到合格。

请参训成员根据考核方案，合理规划自己的研修时间，积极参与学习，达到

合格。

此次培训重在应用提升，希望大家不要单纯追求成绩，希望大家能够在研修

中学有所获，学以致用。在培训过程中如有任何问题，可根据以上信息进行联系。

祝各位研修之旅学习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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