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一英语诗歌鉴赏课：A Red, Red Rose  

 

教学课题     A Red, Red Rose 诗歌鉴赏课 

教材分析 
本课为选修八第六模块的自选扩充内容，引领学生赏析英文诗歌，

感受英文诗歌的美。 

三

维

目

标 

知识与能力 

1、 知识目标：(1) 了解英文诗歌的声音美：韵律、反复、节奏；(2) 

理解体会英语诗歌的语言美：意象的使用；(3) 体会诗中出现的

感情基调。 

2、 能力目标：(1) 能够体会赏析英文诗歌； (2) 能够将自己的情感

融入诗歌中诵读； 能够充分运用想象力；(3) 能够利用所学诗

歌的美的要素来写诗；(4) 能够独立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勇于

展现自我风采。 

过程与方法 

1、 学习过程：自主，合作，探究； 

2、 教学方法：讲授法，讨论法，联想法及多媒体演示法。 

3、 过程及方法的确立原则： 

(1)学生的认知规律：由浅入深、由简至繁、循序渐进的原则； 

(2)师生互动原则，突出教师主导地位和学生主体地位，加强师生

双边活动，进行启发式教学。 

情感态度价值观 

1、 建立或加深对诗歌的热爱； 

2、 通过诗歌抒发情感进行亲情教育； 

3、 加强合作意识。 

教学重点 赏析诗歌 a red, red rose 的美 

教学难点 欣赏英文诗歌的方法 

教学方法 讲授法、交际法、讨论法和活动教学法相结合 

学法指导 渗透、交流、点拨和示范指导 

教学用具 黑板、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 

课堂类型 新授课 

教  学  过  程  与  步  骤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新

课

导

入 

 

提出问题，让学生列举表达爱意的方式 

学生想象情境，选择表

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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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词 领读，提出学习这些词语在文学鉴

赏中的重要性 

跟读，自读以扫清理

解和朗读障碍，便于

今后学习欣赏其他英

语诗歌。 

诗歌赏析 

1. 读信息 

1. 第一遍读，让学生捕捉细节或根

据诗歌的语言自由想象作者的性别 

2. 想象诗歌的写作背景 

 

学生捕捉细节，思维

展开，自由想象 

2. 感受赏析诗歌 

的美 

 

1) 感受诗歌的声音美 

 

1. 播放这首诗的诵读音频 

2．理性分析诗歌的声音美 

3. 总结读诗的益处之一：美的享受；

引出读诗的另一益处：书读百遍，

其义自见。 

听以体会诗歌的美感

和感情基调，学生产

生诵读跟赏析的兴

趣； 

理性分析诗歌的声音

美 

2) 感受诗歌的语言美 

 

1. 理解 

2. 欣赏 

让学生找出 image 并分析 image 

的美如何表现人，和诗人的情感。 

学生推测理解或翻译

字面意思和字里行间

的言外之意；分析体

会意象的使用。 

 

第 2 部分总结 

 

问题：找出最打动你的地方 找到并谈论最打动自

己的地方 

3.创造诗歌的美 1. 鼓励学生以自己的理解来诵读

出诗歌的情感 

2. 引导学生由翻译最喜欢的句子

到最喜欢的章节 

 

融入自己的理解，在

读中建构诗的美和诗

人的情感世界； 

选出最喜欢的一段翻

译。 

课

堂

总

结 

    今天大家对这首诗歌的美的领悟力和创造力发挥得淋漓

尽致。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这首诗歌的美和生命力被挖掘

得很充分。同时，是诗歌唤起了这节课里我们对美的热情和

追求。这就是诗歌的魅力。希望我们中有更多的人成为诗歌

魅力的欣赏者同创造者。 

学生对诗歌的理解和

诠释获得教师的肯

定、尊重同赞赏，得

到鉴赏和创作诗歌的

鼓励。 

练

习

与

作

业 

创造另一种美。 

布置引导学生进行英文诗歌写作。 

学生通过诗歌写作巩

固诗歌的美的要素，

并表达对父亲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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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Red, Red Rose    

                              

                 Read for information         create a new beauty 

                   Feel the beauty 

                  Create the beauty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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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课依据：部分高中生学习英语的功利心很重，其表现为把英语学习的范畴

局限为高考中考查的语法和词汇知识，而忽视英语语言的应用性和文学性。这些学生

淡化了对语言美的感受，学习兴趣在这样的氛围中逐渐被抹杀。但学生对美的事物的

趋向性是不曾改变的，他们，已具备中文诗歌的鉴赏能力，对英语学习的热情能否通

过英语诗歌的美去唤醒？这堂课给了肯定的答复。 

2. 鉴赏层面：英语诗歌鉴赏包括理性层面和感性层面。这堂课将在多大程度上

分别覆盖这两个层面，将哪个层面作为切入点是教学设计中的首要问题。始于理性的

诗歌鉴赏更注重学生对诗歌知识的了解和掌握这一目的，诗歌本身成为了解诗歌特点

的一个辅助，诗歌整体的美易被理论知识的教学破坏；始于感性则侧重对诗歌本身的

美的感受和探究，并为理性层面的学习做好铺垫。基于引领学生体会并创造英语诗歌

的美，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热情的教学目标，我选择从感性层面入手，淡化理性层面，

利用理性知识服务于感性层面的欣赏和创作。 

3. 创造性阅读：阅读的最高境界是创造性的阅读。感受诗歌的美是偏于隐性的

创造性阅读，这一环节让学生通过诵读和翻译两个任务建构诗的美，进行显性的创造。

两名学生的精彩诵读彻底消除了之前他们对自己能更美的诵读这首诗的怀疑态度，大

大增强了他们的信心。带着信心和喜悦，他们进入下一个创作过程——翻译喜欢的诗

节。诵读译作的学生不仅仅征服了同学，也震撼了在场的教师。情绪高涨的学生们意

识到他们的创造能力成功的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进行到这里，我欣喜的看到教学

目标的达成。 

4. 缺陷：这堂课如果将诗歌的韵律介绍进来，会为诗歌的美增色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