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名称 大学语文 授课学时 2 课时 

授课章节  《七月》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了解《诗经》的产生年代、创作背景及相关常识； 
2.了解《诗经》的大致内容、分类和主要思想； 
3.欣赏《七月》。 
◆能力目标： 
1.激发学生阅读《诗经》的兴趣； 

2.细读《七月》，了解我国上古时期季节、物象、农事的变化。 
3.进一步提高学生古文鉴赏能力。 
◆素质目标：  
激发学生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塑造高尚人格，提升人文素质。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 
细读《七月》，了解我国上古时期季节、物象、农事的变化。 
◆教学难点： 

用所学知识更好的运用到实际生活中。 

教学方法与 

策略 

 

◆教法：讲授法，任务驱动法 
◆学法：讨论法、小组探究法 

◆教学策略： 
三个教学阶段“课前——课中——课后”三个阶段； 
六个教学环节“导学、设疑——互动、思辨——扩展、实践”； 

思政元素设计 

本节课主要学习《七月·豳风》，在学习中主要结合我国
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讲解，通过学习，让学生更加热爱祖国，

热爱生活。通过学习，厚植爱国情怀、塑造高尚人格、提升人
文素质。 



 

教学过程 

 

 

◆任务引入（10分钟）  
在以往的学习中，大家都学习过《诗经》的哪些篇目。  
小组讨论 
选人回答 
 

◆《诗经》的讲解（25 分钟）  
（一）、《诗经》简介 
1、地位：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辑录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 300
多篇诗歌。春秋中叶以后流行于世，称诗或诗三百。孔子从教
最重要教材。 
2、组成：风——15国风——诸侯诗歌——160 

       雅——大、小——京城诗歌——105 
       颂——周鲁商——祭祀乐歌——40 

3、内容：社会生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世态、风俗、
人情等等各方面，侧重百姓疾苦，贵族享乐等。 
4、思想：大统、礼教、尊卑、宗法、人性 
5、艺术：赋——铺陈叙述 

       比——彼此相比 
       兴——托物起兴 

（二）、《诗经》篇目 
1、《国风》，诗 160 篇； 
2、《雅》包括《大雅》31篇，《小雅》74篇； 
3、《颂》包括《周颂》31篇，《商颂》5篇，《鲁颂》4篇。 

（三）、《诗经》的采集 
1、采诗说：周代朝廷采诗，民间献诗，以制作礼乐。 
2、献诗说：周代公卿列士作诗、献诗，以颂美或讽谏。 
3、删诗说：原来有数千，孔子删其重复，得 305篇。 

 

◆《诗经》的讲解（50 分钟）  

（一）、《七月》简介 

《七月》是《豳风》中的杰作。是记载周的祖先公刘率领族人

迁居豳地的史诗。 

（二）、原诗文本 

（三）《七月》主题 

1、这首诗历来受到重视的主要原因，在于它以连续性的画面，

具体全面地描绘了三千年前我国农奴的生活和劳动，真实反映

了商周之际农业社会的方方面面。 

2、《七月》是一幅形象的历史图景，具有很大的文学价值和

历史价值。本篇当作于西周初期，即公刘处豳时期。 

（四）《七月》主要内容 

诗从七月写起，按农事活动的顺序，以平铺直叙的手法，逐月

展开各个画面。 

（五）、文本讲解 

诗从七月写起，按农事活动的顺序，以平铺直叙的手法，逐月

展开各个画面。  

 

 

 

 

 



 

1章———总 

2-5章——衣 

6-8章——食 

（六）、总结 

中国古代诗歌一向以抒情诗为主，叙事诗较少。这首诗却以叙

事为主，在叙事中写景抒情，形象鲜明，诗意浓郁。通过诗中

人物娓娓动听的叙述，又真实地展示了当时的劳动场面、生活

图景和各种人物的面貌，以及农夫与公家的相互关系，构成了

西周早期社会一幅男耕女织的风俗画。 

（七）、难点讨论 

1.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2.我国古代历法的变化。 

3.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八）、延伸阅读  

孙作云：《读七月》选段  

余冠英：《诗经选》简介 

朱自清：《诗言志辨》提要 

 

◆作业（20分钟）  

1、谈谈学习这篇文章的感受 

2、预习下一课 

 

反思与改进 

《诗经》是孔子从教最重要教材，“诗可兴观群怨。”通

过本节课的学习，让同学们了解了《诗经》的产生年代、创作
背景及相关常识；了解《诗经》的大致内容、分类和主要思想；
通过学习《七月》了解了三千年前我国农奴的生活和劳动。但
因为时间有限，如果想让学生理解的更多，记忆的更深，需要
用更多的时间让学生查阅资料，表达自己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