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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五柳先生传》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

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

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

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

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

之俦乎？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试讲要求： 

1、 把握人物性格志趣。 

2、 把握文章主要内容。 

3、 试讲时间 10 分钟。 

教学设计： 

一、教学目标： 

1、借助工具书和课文注释，感知文意 

2、反复诵读，了解人物形象，把握其性格志趣及精神风貌。 

3、了解五柳先生的生活态度，培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二、教学重难点： 

分析人物形象，学习文章简明的语言风格。 

三、教学过程： 

（一）温故知新，导入新课 

说起陶渊明，同学们一定会感到亲切和熟悉。他曾经带着我们领略过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的桃源风光，欣赏过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林美景；

我们曾跟随他一起“种豆南山”“采菊东篱”。在陶渊明的诗文中，我们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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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了一个崇尚自然、热爱田园生活的隐者形象。那么，在陶渊明眼中，他

自己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今天，我们一起来研读《五柳先生传》，再次

走近陶渊明，加深对先生的印象。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学生分享交流——了解“传”及作者 

传，一种常见的文学形式，主要记述人物的生平事迹。自传，是传记

的一种，主要是记述自己的生平事迹。 

2、解决生字词 

嗜 shì 辄 zhã 吝 lìn 褐 hâ   箪 dān 汲 jí    俦 chóu   觞

shāng 

3、了解文章 

五柳先生是一个怎样的人？ 

明确：五柳先生是一个不慕名利、率真自然、安贫乐道的人。 

（三）细读课文，了解人物 

1、了解人物形象 

文章介绍了五柳先生哪些方面的情况？怎样描述的？ 

（1）名字由来 

（2）爱好 

A.好读书 

B.性嗜酒 

C.著文章 

（3）生活状况 

A.衣：短褐穿结 

B.食：箪瓢屡空 

C.住：环堵萧然，不蔽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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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析人物形象 

文中的五柳先生是什么样的性格和志趣？怎么看出来的？ 

（1）闲静少言，不慕荣利。 

明确：点睛句——最突出的地方。 

（2）好读书，不求甚解。 

明确：展现了一个在读书中得到精神愉悦的五柳先生，率性自然。 

（3）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 

明确：展示了一个率真放达的五柳先生。 

（4）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明确：描述了一个自得其乐、淡泊名利的五柳先生。 

3、加深对人物的认识 

以上是我们对五柳先生的评价，作者又是如何评价他的？与哪句话相

照应？ 

明确：赞曰：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这正好与前面写到的“不

慕荣利”相照应。传赞一体，互为补充，使人物个性更为鲜明。 

（四）品读课文，了解特点 

1、再次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2、了解文章的艺术特色。 

明确：本传记不足二百字，语言朴素洗练，看似平淡但寓意深刻。 

（五）拓展延伸 

你觉得五柳先生能成为你学习的榜样吗？说说理由。 

（六）课堂小结，布置作业 

1、积累有哲理的句子。 

2、模仿本文写法，用简洁语言介绍自己的个性特点。 

（七）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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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柳先生传 

                        好读书 

闲静少言，不慕名利      性嗜酒 

                        好文章 

 

 

第二篇 《岳阳楼记》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

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

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

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

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

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

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

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

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

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

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

斯人，吾谁与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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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试讲要求： 

1、 积累文言字词。 

2、 把握文章主要内容，体会作者情感。 

3、 试讲时间 10 分钟。 

 

教学设计： 

一、教学目标： 

1.积累文言字词，理解长难句 

2.整体感知文章写作思路，体会作者的情感 

3.学习作者的理想和抱负 

二、教学重难点： 

学习课文叙事、写景、抒情、议论相结合的写法。品味意境，理解作

者的思想感情。 

三、教学过程 

（一）利用多媒体，情境导入 

借助多媒体的帮助，让学生欣赏到我国的四大名楼：岳阳楼(湖南)、

黄鹤楼(湖北)、鹳鹊楼（山西）、滕王阁(江西)，最后定格在岳阳楼上。学

生通过观看多媒体会感受到洞庭湖水和岳阳楼的交相辉映之美。学生仿佛

身临其境，产生心旷神怡的情境，对文章的学习充满了期待和渴望。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 课前预习，课上交流背景资料 

学生展示自己在课前收集的资料， 主要是作者范仲淹的简介、岳阳

楼的介绍、作者的写作时代背景介绍，同时还有范仲淹其人及励志故事，

让学生对课文，以及作者和写作背景有一个简单的了解，帮助学生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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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作者的情感和理想抱负。通过课前展示，教师把学生和作者之间拉近

了距离，促进了学生对于整篇文章的理解。 

2 整体感知，形成初步认识 

阅读文章，准确理解生词，理解文章结构，掌握阅读技巧。 

3 解决词句 

（1）注音 

滕（tãnɡ）谪（zhã） 日星隐耀（yào） 淫雨（yín）霏霏 

浩浩汤汤（shānɡ） 薄雾冥冥（bó mínɡ） 偕（xiã）皓月 

樯倾楫摧（qiánɡ jí） 岸芷汀兰（zhǐ） 

（2）通假字 

属予作文以记之（通“嘱”，嘱托） 

（3）难句翻译示例 

①政通人和，百废具兴： 

②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4.文章结构 

第一部分（1 段）：简介重修岳阳楼的背景和作记缘由。 

第二部分（2－4 段）：为全文主体，第二段写洞庭湖全景并提出“览

物之情，得无异乎”一问，第三、四段两个排比段分写“览物之情”，一

悲一喜，一明一暗，形成鲜明对比。 

第三部分（5 段）：抒发作者的阔大胸襟和政治抱负，这是全文的核

心。 

（三）研读课文，深入理解 

1 叙事分析，感受背景 

（1）作者在写《岳阳楼记》的时候时候不是直接写的而是通过一定

的背景，在这里是通过叙事的方式来进行写作的。文章写了滕子京的政绩，



 
  

 

经典篇目教案集 

               

9 

用到了“政通人和，百废具兴”说明了什么？ 

（2）滕子京虽遭贬谪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作者为什么要写到这

件事？ 

2 写景赏析，体会美景 

（1）美景欣赏： 

文章中有很多描写景物的语句，请找出来，加以分类： 

写天气的： 

写动物的： 

写植物的： 

（2）重点品读 

第 2 段写洞庭湖的全景，用“衔远山，吞长江”，如果把“衔”改为

“连”，把“吞”改为“接”好不好？ 为什么？ 

（3）作者进行景物描写的特点是什么？ 作者是如何抓住词语来表现

特点的？ 景物＋富有表现力的动词＋形容词＋修辞＝景物特点。 

3 自主探究，感受精神 

（1）自主探究任务： 

①“古仁人”的忧乐观是怎样的？ 

②“微斯人”的“斯人”指什么人？ 

③怎样理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 

（2）小组讨论： 

①作者用哪些话概括说明了“迁客骚人”的“悲”和“喜”？ 这样

的写作目的是什么？ 

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现代社会中还有借鉴和教

育的意义吗？ 

（3）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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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政治思想是什么？ 

明确：范仲淹写这篇文章用来勉励滕子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

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同时表现了他旷达的胸襟。 

（四）品读课文，总结艺术特点 

1 再次有感情朗读这篇课文 

2 总结本文艺术特点： 

结构严谨，剪裁得当；出色的景物描写；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散文

辞赋化。 

（五）小结本课，总结主旨 

本文题为《岳阳楼记》，自然要写岳阳楼的景色，但作者的意图却是

借题发挥，谈一个人应有的政治抱负：并以此规箴友人。文章先由叙事人

手从重修岳阳楼的背景，说到岳阳楼的“大观”，再写“迁客骚人”登楼

时一悲一喜的情怀，最后将这种情怀跟“古仁人之心”作对比，自然引出

议论，说明作者意图。文章把叙事、写景、抒情、议论自然结合起来，句

式上骈散交错，节奏不断变化，读起来声调铿锵，使人产生审美的愉悦。 

（六）课后作业，延伸学习 

1 背诵课文四、五段。 

2 积累文中四字词语，如：政通人和  百废具兴  浩浩汤汤   横无

际涯  朝晖夕阴   气象万千  淫雨霏霏  阴风怒号   浊浪排空  薄暮

冥冥 

3 思考：你熟悉历史上哪些迁客骚人？下节课交流。 

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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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试讲要求： 

1、 有感情地朗读诗歌，把握节奏。 

2、 感受诗歌意境，揣摩作者情感。 

3、 试讲时间 10 分钟。 

 

教学设计： 

一、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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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解诗歌内容，揣摩诗歌表达的情感。 

2、了解诗歌情境交融的特点，培养学生读古代诗歌的节奏感。 

3、品味诗句，感悟诗歌的意境，受到美的熏陶。 

二、教学重难点 

诵读诗歌，领会诗歌的意境美，感受诗歌的语言美，并理解诗歌表达

的思想感情。 

三、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激发兴趣 

同学们，你们见过大海吗？大海给你们留下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呢？

（学生畅所欲言）今天，我们就跟随一位古人跨越千年一同去领略大海的

风采吧！ 

（二）初读诗歌，整体感知 

1、展示资料，分享所得 

学生分享有关乐府诗和作者的资料，了解作者，并且了解诗歌的写作

背景。 

作者：曹操，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谯城）人。

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代表作品《蒿里行》《短歌行》《龟

虽寿》《长歌行》等。 

背景：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曹操亲率大军北上，追歼袁绍残部，

五月誓师北伐，七月出卢龙赛，临碣石山。他跃马扬鞭，登上当年秦皇、

汉武也曾登过的碣石，又当秋风萧瑟之际，心情像沧海一样难以平静，触

景生情写下这首壮丽的诗篇。 

2、解决生字词 

   碣（jiã）石    澹澹（dàn）  竦峙（sǒng  zhì） 

3、诵读诗歌，体会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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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生以他喜欢的方式读，并纠正发音有问题的字词。 

（2）教师范读，并指导朗读的断句与节奏。 

（3）播放音频文件《观沧海》。 

（三）细读诗歌，情景交融 

1、诗歌第一句，交代了哪些内容？全诗由哪个字统领？ 

   明确：交代了诗人登临的方位、地点、目的，由“观”统领。 

2、诗人站在碣石山上都看到了哪些景物？所写之景有哪些特点？ 

   水：澹澹         山岛：竦峙    洪波：涌起                                                                      

树木：丛生       百草：丰茂                          

日月之行         星汉灿烂 

3、诗歌最后说“歌以咏志”。曹操想借用这首诗表达什么志向呢？哪

一句透露了他的心思？ 

明确：“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表达了诗人一

统天下的宏大抱负以及博大的胸襟。体会情景交融的写作特色。 

（四）品读诗歌，体会写法 

本诗是一首写景抒情诗，“沧海”的壮美景象是如何呈现在大家眼前

的？ 

明确：动静结合，虚实结合 

（五）课堂小结 

带着豪气，有感情的朗读《观沧海》，深入地感受作者的伟大理想并

受到感染。 

（六）布置作业 

1、背诵《观沧海》。 

2、收集古今中外的诗歌名句，将其整理归类，并探讨抒发了作者什么

样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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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板书设计 

观沧海 

 

第四篇 《爱莲说》 

 

试讲要求： 

（1）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2）了解本文借物喻人、托物言志的写作手法。 

（3）试讲时间约 10 分钟。 

（4）有适当的板书。 

 

教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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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积累文言词汇；疏通文意。 

2、通过反复朗读，增强古文阅读能力，并且学习文章借物喻人、托物言

志的写作手法。 

3、了解作者对莲花的赞美之情，学习莲“出淤泥而不染”的高贵品格。 

教学重难点： 

重点：疏通文意，了解文章内容。 

难点：学习文章借物喻人、托物言志的写作手法。 

教学过程： 

（一）图片导入，激发兴趣 

出示一组莲花图片，让学生仔细观察。接着提出问题：这幅图画的是

什么？你们想到了什么？让学生畅所欲言，借此契机引入课文：本文写了

莲花的什么，同学们想知道吗？那我们一起去课文中寻找答案吧。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了解“说”及作者 

学生交流分享有关作者的资料，并了解“说”这种文体。 

明确：“说”，古代一种文体，可以记事，也可以议论，都是为了说明

一个道理。 

周敦颐，北宋道州人，字茂叔，文学家、哲学家，理学奠基人。晚年

在庐山莲花峰下建濂溪书堂讲学，世称“濂溪先生”。 

2、解决生字词 

蕃  淤  濯  涟  蔓  亵   

3、朗读课文，注意字音、节奏、语气、语调等。 

4、结合课下注释，了解文章大意。 

（三）再读课文，感受莲之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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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同学们从课文中找出描写莲花的句子。 

2、作者具体是从哪几个方面来描写莲花的？赋予了莲花什么样的品格？ 

明 确 ： 生 长 环 境 ： 出 淤 泥 而 不 染 ， 濯 清 涟 而 不 妖                     

高洁质朴 

         体态香气：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         

正直芳香 

         风 度 气 质 ： 可 远 观 而 不 可 亵 玩 焉                             

清高 

3、作者通过外形的描写，用一句话概括了莲的内在气质，是哪一句？ 

明确：莲，花之君子者也。 

（四）研读课文，探究莲之魂 

1、作者借花喻人，揭示了花中蕴含的君子品质。小组讨论，描写了君子

的哪些特质？ 

明确：         莲                                     君子 

         出淤泥而不染          不与世俗同流合

污 

         濯清涟而不妖           不攀附权贵 

         中通外直，不蔓不枝            独立高洁 

香远益清，亭亭净植           内心通达行为正

直 

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自尊自爱令人敬

佩 

2、作者通过写莲，其目的是什么？ 

明确：托物言志。表达自己想要像莲一样，特立独行，洁身自好，永

葆高洁，做一名君子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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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拓展延伸 

   在日常生活中，大家一定也有自己喜欢的植物。说说你喜欢什么？为

什么喜欢？ 

（六）课堂小结 

   有感情的朗读课文，体会作者情感。 

（七）布置作业 

1、背诵课文。 

2、运用托物言志的手法，写一篇小短文。 

（八）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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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背影》 

 

试讲要求： 

（1）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2）带领学生仔细揣摩文中作者对父亲背影的描写。 

（3）在 10 分钟之内完成试讲 

（4）有适当的板书。 

 

教案设计： 

教学目标： 

1、感知课文内容，理解背影的线索作用。 

2、学习本文抓住人物特征刻画人物的方法，品味朴实简介的语言。 

3、感受深切父爱，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教学重难点： 

学习本文刻画人物的方法，品味朴实简洁的语言。 

教学过程： 

（一）温故导入，进入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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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上节课所学，直接导入新课。 

上节课，我们主要解决了生字词，了解了文章的大致内容及主要脉络。

文章用父亲的“四次背影”将内容串联起来，今天我们就来仔细的学习本

文的重中之重——第二次和第三次背影。 

（二）细读课文，体会情感 

1、选择你最喜欢的方式来朗读这一段。 

2、父亲是一个怎样的形象？ 

    明确：质朴、爱子（黑布小帽，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微胖） 

3、父亲是如何给儿子买橘子的？找出描写父亲动作的词语，并说说体现

了什么？ 

    明确：蹒跚、走、探身、穿、爬。两手攀着、两脚上缩、向左微倾。

（说明父亲年纪大了，步履维艰，行动不便，但依然坚持要为儿子买橘子，

体现了浓浓的爱子之情） 

4、父亲回来后，“一股脑儿”的将橘子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什么是“一股

脑儿”？你能表演一下吗？这体现了什么？ 

    明确：体现了父亲的爱子情深，所有的好的都给自己的孩子。 

5、父亲将橘子给了儿子后，心情怎样？他当时的境地是真的很轻松吗？ 

    明确：很轻松似的。通过上面的内容我们知道，当时父亲祸不单行，

家境惨淡，这段时间父亲的心情并不轻松，加上身体又不好，而为了消除

儿子心中的不安，便故意装出轻松的样子来安慰儿子买来橘子，父亲觉得

尽到了照顾儿子的责任，感到了极大的欣慰和满足。 

6、本段写了两次父亲的背影，分别是在“月台买橘”和“父子分手”之

时，望着父亲的背影，儿子的感受是什么？ 

    明确：两次流泪。感动、心酸、懊悔、难舍夹杂的情感。 

7、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出父子之间什么样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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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父爱子，子爱父，浓浓的亲情。 

（三）研读课文，品味语言 

1、文中父亲的话不多，但句句都包含着真情，我们一起来体会品味。 

（1）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 

明确：在父亲眼中，儿子永远都是孩子。父亲怕儿子车上口渴，不顾

自己年老体弱，亲自去为儿子买橘子，同时还担心儿子跟着出来忘了行李，

父亲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 

（2）我走了，到那边来信。 

明确：关心儿子旅途是否平安，要等儿子回到北京来信报平安才能放

心。 

（3）进去吧，里边没人。 

    明确：父亲走了几步就回头，心里还是惦记着儿子。他又想到儿子带

的行李一刻也不能疏忽，叫儿子小心，什么都为儿子着想。 

2、看完父亲说的话，大家能够感受到本文的语言特色是什么样的？ 

明确：朴实简洁。语言朴实，情感也朴实；语言虽简洁，但情感却很

深厚。 

3、总结今天所学，我们来看看作者是如何将父亲形象塑造的如此生动呢？ 

    明确：外貌描写、动作描写、语言描写 

（四）拓展延伸 

父爱是伟大的，都说父爱如山，你和父亲之间有没有让你感动的事，

说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五）课堂小结 

   学生总结课堂所学，教师做相应的补充。 

（六）布置作业 

1、背诵积累你认为好的句子或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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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亲情，你一定有很多话想说，那不妨写一下吧。 

3、阅读有关亲情或者朱自清的其他作品。 

（七）板书设计 

 

第六篇 《云南的歌会》 

 

试讲要求： 

（1）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2）感受云南歌会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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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体会作者的写作手法。 

（4）有适当的板书。 

 

教案设计：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山野对歌”的场面。 

2、通过反复诵读，品味文章语言，学习体会作者所使用的写作手法。 

3、感受作家笔下的美好生活，了解祖国各地的风俗，培养热爱祖国的感

情。 

教学重点： 

了解“山野对歌”的场面，了解祖国各地的风俗。 

教学难点： 

了解人物描写对表现文章主题的作用。 

教学过程： 

（一）图片导入，激发兴趣 

多媒体展示有关云南民族风情的图片，让学生欣赏谈感受。 

教师引导：这些散发着浓郁民间文化信息的有关云南的图片是多么的

美丽，多么的让人心旷神怡啊，今天，咱们就一起走进云南，走进云南乡

下那些动人的唱歌场面。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解决生字词 

大声朗读课文，借助字典，结合文中语句认识并解读关键字词，如酬

和、蹲踞。 

2、朗读课文 

（1）范读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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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名朗读，共同评价 

3、概括文段内容 

   明确：山野对歌 

（三）细读课文，体会美感 

1、这部分主要在哪些方面进行了描写？侧重点是什么？ 

   情景描写：对歌的场所 

   事情描写：对歌的内容 

   人物描写：唱歌的女人（侧重点） 

2、对调子都唱些什么？ 

明确：多是情歌酬和 

3、“多”字说明什么？能不能去掉？ 

明确：不能。“多”说明“对调子”多数以情歌为主，但也有其他方面

的内容。 

4、这里作者着重写了“一个年轻妇女一连唱败了三个对手，逼得对方哑

口无言”的情景。请同学们齐读这个内容，看看作者从哪三个方面刻画这

个年轻妇女？ 

明确：动作、神态、外貌 

5、其中第三段作者不惜浓墨重彩、工笔描绘了人物的外貌，分别从面容、

牙齿、衣饰，特别是对衣着的描写，你觉得这个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具有什

么样的性格特征？ 

明确：性情开朗、活泼、聪明、手脚勤快 

6、在这个对歌场面中，作者侧重写了唱歌人，有什么作用？ 

明确：烘托出活泼欢快的场面，描绘出朴素动人的情景。 

7、以男女对读的方式，体会愉快的心情。 

（四）研读课文，品味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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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文主要运用了什么样的描写手法？ 

   明确：人物描写 

2、这样的描写有何作用？ 

   明确：以生动形象的语言在山野对歌中写出了唱歌人的淳美，字里行

间洋溢着对人、对自然、对艺术的品味与赞赏。生活的美好，人生的美好

在作者抒情的笔调中缓缓流出。 

（五）拓展延伸 

用自己的语言，介绍云南的歌会。 

（六）课堂小结 

配乐朗读，读出相应的情感。 

（七）布置作业 

1、摘抄喜欢的美词美句，注意积累优美的散文语句。 

2、写一篇关于当地风俗或是自己去过的地方的所喜欢的风俗的小短文，

可根据课文进行仿写，字数不限。 

（八）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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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试讲要求： 

（1）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2）感受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 

（3）在 10 分钟之内完成试讲。 

（4）有适当的板书。 

 

教案设计： 

教学目标： 

1、把握诗歌的韵律和节奏，朗诵诗歌并能理解诗歌的内容。 

2、通过品析诗歌，体会杜甫诗歌沉郁顿挫的语言风格，培养学生对古诗

文语言初步的鉴赏能力。 

3、感受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以及“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博大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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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 

诵读诗歌，通过朗读来表现作者情感，把握诗歌内容。 

教学难点： 

品味语言，感受诗人忧国忧民，心系苍生的博大情怀。 

教学过程： 

（一）视频导入，激发兴趣 

播放“杜甫草堂”的视频，激发兴趣。 

（二）初读诗歌，整体感知 

1、走进作者，了解背景 

学生分享交流搜集到的有关作者和写作背景的内容。 

然后课件展示“名人风采”，并出示背景链接，加强认知。 

2、解析诗题 

   （1）“为”的读音 

   （2）“为„„所”被动句式 

（3）歌行体 

歌行体，其特点是不讲究格律，任由诗人创作兴致所至，抒发情感，

句数不限。 

3、解决生字词 

怒号     挂罥     长林梢      庇护     突兀     布衾     三

重茅      沉塘坳 

4、朗读 

（1）播放范读录音 

要求：注意字音；把握感情基调；注意节奏、重音、语速。 

（2）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朗读 

（3）指名读，师生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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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齐诵 

（三）细读诗歌，明诗意，悟情感 

1、这首诗讲了一件什么事？  

明确：秋风破屋的不幸 

2、用几个词或短句概括诗人遭遇了哪些不幸？ 

   明确：怒风洒茅   群童盗茅  漏雨难眠    

3、在这些不幸中，作者的心情都有怎样的变化？ 

   怒风洒茅——急 

   群童盗茅——叹 

   漏雨难眠——悲 

4、诗人生动形象的写出了自己遭遇的不幸，那么，作者写这些不幸遭遇

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仅仅是为了发泄因秋风破屋的不幸而产生的不满

吗？ 

   明确：不是。体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即：渴望广厦——忧。 

（四）研读课文，品词析句 

默读诗歌，找出你认为写的精彩的字、词或句，进行赏析。例如： 

1、卷我屋上三重茅。“卷”如果换成“吹”，好不好，为什么？ 

   明确：“卷”字体现风的猛烈。 

2、布衾多年冷似铁。“铁”换成“冰”，好不好，为什么？ 

   明确：“铁”字说明被子又冷又硬，很陈旧。 

（五）拓展延伸 

   观看视频“杜甫很忙”。讨论看法。 

（六）课堂小结 

   带着感情齐读诗歌，体会作者忧国忧民的情感。 

（七）布置作业 



 
  

 

经典篇目教案集 

               

28 

1、背诵诗歌。 

2、诵读杜甫诗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3、假如你能穿越时光隧道，回到唐朝，你会对杜甫说些什么呢？写一写。 

（八）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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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雪》 

 

 

试讲要求： 

（1）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2）体味文中两幅雪景的不同。 

（3）探究在不同雪景的描绘中所寄寓的作者的精神追求。 

（4）有适当的板书。 

 

教案设计： 

教学目标： 

1、了解文章写作背景及写作内容，体味两幅雪景的不同；有感情地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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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 

2、通过诵读，感受语言的清新，学习作者对比衬托手法的运用。 

3、感受鲁迅不屈的精神。 

教学重点： 

体味两幅雪景的不同。 

教学难点： 

探究在不同雪景的描绘中所寄寓的作者的精神追求。 

教学过程： 

（一）诗歌导入，渲染氛围 

PPT播放臧克家的《有的人》。“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这首诗知道是写给谁的吗？你们对鲁迅有多少了解？（学生

畅所欲言）今天，我们来学习他的一首散文诗——《雪》。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了解背景 

明确：文章写于 1925 年，正值不平凡的年代。南方的革命形势蓬勃

发展，可谓正是春暖花开，然而，北方还处于一片寒冬之中。面对黑暗的

现实与冷酷的季节，鲁迅将自己的心境写入文中，以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

战士的精神，去寻求“革命的破坏者”，去争取理想的春天。 

2、重要字词 

磬口    塑罗汉    脂粉奁    灼灼    朔方    凛冽 

3、朗读 

   （1）听读。听范读录音，体会文章的语言美。 

（2）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朗读，读出相应的情感。 

4、层次梳理 

明确：（1-3）写江南的雪。（4-6）：写朔方的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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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细读课文，欣赏雪景 

1、南方的雪和朔方的雪分别有何特点？ 

明确：江南雪：滋润美艳，生机盎然；朔方雪：如粉如沙，蓬勃奋飞。 

2、作者是如何描写江南的雪的？ 

明确：①写雪的质地、颜色；②描写一幅雪野图。 

3、作者又是如何描写朔方的雪的？ 

明确：写雪的质地、形状、存在状态 

4、作者对不同雪景的情感态度是什么样的？ 

明确：①对南方雪：充溢着怀念和喜爱之情；②对朔方雪：寄寓了深

切的同情和热情讴歌。 

（四）研读课文，体会情感 

1、鲁迅当时正住在北京，他所看到的只是朔方的雪，那他为什么又要花

大量的笔墨描绘江南的雪呢？ 

明确：衬托朔方的雪的孤独处境和战斗精神。 

2、作者写本文仅仅是为了描绘雪景吗？ 

   明确：不是，是作者情感的寄托。 

3、作者通过写这两种雪，寄寓了什么的追求？ 

明确：滋润美艳的南方雪，寄托鲁迅对美好理想的火热追求；旋转飞

腾的朔方的雪，则蕴藏了鲁迅反抗冷酷的实际社会的斗争品格。两幅鲜明

对立的图景，贯穿着一个道理：要用战斗来创造一个春天一般美好的世界。 

（五）拓展延伸 

对比阅读老舍《济南的冬天》，看看二人对于雪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六）课堂小结 

学生小结本节课所学内容，教师做补充。 

（七）布置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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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积累文中优美的语言。 

2、看到雪，能够引起你怎能样的联想？请写一写。 

（八）板书设计 

 

               

 

第九篇 《春》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

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

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

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 

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

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

是桃儿、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

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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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星星，还眨呀眨的。 

“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

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儿，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

里酝酿。鸟儿将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

的喉咙，唱出宛转的曲子，跟轻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

候也成天嘹亮地响着。 

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

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树叶儿却绿得发亮。

小草儿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

片安静而和平的夜。在乡下，小路上，石桥边，有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

地里还有工作的农民，披着蓑戴着笠。他们的房屋，稀稀疏疏的，在雨里

静默着。 

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

小，也赶趟儿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

做各的一份事儿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儿，有的是工夫，有的是

希望。 

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 

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领着我们上前去。 

 

试讲要求： 

（1）试讲时间约 10 分钟。 

（2）理解课文主要内容。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分析春草图。 

（4）结合板书进行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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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设计： 

教学目标 

1 朗读课文，概括文章基本内容。 

2 体会春草图美景。 

3 通过反复朗读，感受作者描写景物的手法。 

4 感受作者对春天的喜爱。 

教学重难点： 

1 体会春天美景，尤其是春草图。 

2.学习课文写景的方法。 

教学过程： 

一、诗文导入 

1、一年四季中的春天让你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参考：春天万物生机勃勃；春天的雨；春天的花„„ 

2、回顾学过有关“春”的句子。 

参考：《春夜喜雨》（杜甫）、《春晓》（孟浩然）、《清明》 

3、引导语： 

春，会在我们的心灵中幻化出一派充满诗情画意的美好景象。春天是

美丽的，当我们带着对美好景物的热爱、赞美之情的时候，我们思想的河

流会跳动出充满对生命热爱的美妙无比的浪花；我们感情的波澜也会在秀

美迤逦的景色的云海中起伏飘荡。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一篇现代散文《春》。

（展示课件） 

二、作者介绍： 

1、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呢？——朱自清 

2、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提醒学生看 P64注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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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展示课件）补充介绍。 

三、初步感知课文： 

1、课件展示生字词，朗读下列词语。 

酝 酿 嘹亮 撑 伞 蓑 笠 稀 疏 抖 擞 安巢 

2、听朗读（配画配乐） 

要求：对照课文，找找看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注意停顿；给生字

词注音，解释。  

3、文章的题目是“春”，那么作者写了春天中哪些东西？分别是在课

文的第几段？ 

参考：春天的草（3）；春天的花（4）；春天的风（5）；春天的雨（6）；

春天中的人们（7）。 

四、赏析春草图： 

1 朗读课文，交流感触最深的句子： 

⑴“偷偷的”，“钻”——写出小草破土而出的挤劲，顽强的生命力，

写出不经意间，春草悄然而出的情景和作者惊喜的感觉。这样使无意识的、

无情感的小草似乎有了意识，有了情感（修辞：拟人）。 

⑵“嫩嫩的，绿绿的”——写出了春草嫩绿的特点。 

⑶哪一句可以看出小草的生长的状态？——第二句——长势喜人，面

积大。 

⑷除了写这些，还写了在草地上玩耍的人们，为什么要写呢？ 

参考：写人是为了衬托草，因为春天的草太可爱了，软绵绵的，所以

有许多人想亲近它。（侧面描写） 

2 师生共同小结： 

本文描写了春草生长的动作、春草的颜色质地和人们对春草的喜爱，

综合运用拟人、正侧面描写相结合的写作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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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朗读中感受作者的喜爱之情 

五、拓展延伸 

拓展：你能给这幅春草图配一句古诗吗？ 

参考：“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浅草才能没马蹄” 

六、作业布置 

片段练习,试运用本文写作方法描写一处景物。 

板书设计： 

春 

春草图 

“偷偷的”，“钻” 

“嫩嫩的，绿绿的” 

第十篇 《木兰辞》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 

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

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

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

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

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

壮士十年归。 

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

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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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

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

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

木兰是女郎。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试讲要求： 

（1）试讲时间约 10 分钟。 

（2）分析木兰形象。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把握文中互文的修辞手法。 

（4）结合板书进行讲解。 

 

教案设计: 

教学目标 

1. 了解有关乐府诗知识，背诵古诗词。了解木兰的美好形象。 

2. 通过反复阅读课文，学习文中互文的修辞手法。 

3. 通过多读和多说，激发学生对木兰可亲可近的情感，学习木兰勤

劳，机智，勇敢，爱国，爱家的精神。 

教学重难点： 

重点：感受木兰的美好形象和精神。 

难点：学习作者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 

教学过程： 

一、导语 

同学们，请看大屏幕，这是谁？这些图给我们讲了个什么样的故事？

（多媒体按顺序展示木兰图集）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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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简单介绍《木兰诗》、《乐府诗集》、《木兰诗》时代背景 

《木兰诗》选自宋朝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是南北朝时期的一首

北朝乐府民歌。在中国文学史上与南朝的《孔雀东南飞》合称为“乐府双

璧”。 

《乐府诗集》是最完备的一部乐府歌辞总集，其中的民歌，较生动地

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风土人民，分南歌、北歌两大部分。北歌，即北

方民族民歌，题才广泛，格调遒劲、热烈、质朴。 

南北朝（４２０年——５８９年，共１６９年）是两晋以后中国历史

上一个分裂时期，到５８９年北隋灭南陈结束。南方先后经历了宋、齐、

梁、陈四个朝代，历史上总称为南朝。北方则经历了北魏、东魏、西魏、

北齐、北周，历史上总称北朝。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南北朝政权更迭频

繁，战乱纷争不断。这就是《木兰诗》故事产生的时代背景。 

三、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老师范读，学生在听中提出应注意的字音。 

2．小组疏通文意，说说情节：学生用自己语言简要复述故事情节。 

3、要求以“木兰_________”句式概括每节内容，横线上限填四个字。  

（木兰停机叹息、代父从军、奔赴战场、征战沙场、还朝辞官、会见

亲人、讴歌英雄） 

四、研读课文，分析形象 

思考：从文中你看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木兰？ 

勤劳：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孝顺： 

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 

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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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

战死，壮士十年归。 

淳朴：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 

爱美：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  

机智：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 

四、写法探究 

1 思考：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这句话

怎么理解？ 

明确：这句话字面上理解是在东市上买来骏马,西市上买来马鞍和鞍

下的垫子,南市上买来马嚼子和缰绳,北市上买来长马鞭，但实际上句中的

“东、南、西、北”便都是虚位而非实指。这里写出木兰出征前的准备工

作,突出战事急迫,时间紧张,渲染出一种紧锣密鼓的气氛,这种写法交互

文。 

2 请同学们阅读课文，看看文中是否还有其他使用互文的地方，一起

交流。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 

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 

3 朗读课文，边读边体会文中互文的修辞手法的作用。 

五、小结 

《木兰诗》热情赞颂劳动人民出身的妇女英雄——木兰，这位传奇女

子勤劳善良的品质，保家卫国的热情，英勇战斗的精神，以及端庄从容的

风姿。此外，还反映出北方人民憎恶长期的战乱，渴望过和平、安定的生

活。对木兰的热情歌颂，显然也打破了当时社会男尊女卑观念的束缚。 

文中作者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尤其是互文的手法，突出表现了人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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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六、作业 

1 背诵全文 

2 阅读《乐府诗集》其他作品，感受其中语言特点。 

板书设计： 

木兰辞 

木兰形象 

互文：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