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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AD_E8_AF_AD_E6_c38_56577.htm 教学设想 学习这五首

诗词，应引导学生在反复朗读中，结合时代背景和诗人的生

活经历、思想倾向，来品味诗词的语言及意境，感悟其思想

内涵和艺术特色。在理解其内涵的基础上，学生对这五首诗

词要熟读成诵，能在语文实践活动中灵活运用其中的名句。 

教学时宜精讲多读，以读带悟，以悟促背。 课时安排：2课

时。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和步骤 一、朗读导入 1．学生试读。 

要求学生结合注释将这五首诗词浏览通读一遍。 2．教师范

读。 3．学生分小组朗读。 4．学生齐读。 二、理解五首诗词

的大意 在学生反复朗读的基础上，教师介绍本课五首诗词的

相关背景知识，以加深对各首诗词主要内涵的理解。 1．《

汉江临眺》 开元二十八年(740)秋，王维40岁时，以殿中侍御

史的身份去黔中、岭南任选补使。选补使是朝廷派往边远地

区选拔地方官员的使臣，是一种为期几个月的临时出差，不

同于放外任或贬谪，所以王维此时的心情是比较舒畅的。在

去桂林任所途中经过襄阳时写了这首诗。《汉江远眺》即来

到汉江登临眺望。这是一首五言律诗，诗人写了在汉江边登

临远眺之所见所感。首联总写汉江形势；颔联、颈联突出地

描绘了汉江水势的雄伟壮观。尾联作者以山翁自喻，表达了

对汉江风景的赞美。诗人紧紧扣住临眺之所见，即总是在写

自己的视觉感受。他运用想像和夸张的手法，又通过人的错

觉来写水势之大，流速之快。从江流到山色，从郡邑到远空

，视野极其开阔，境界极其广远。王维不只是诗人，还是一



名画家。在这首诗中，王维把画家的观察、诗人的思考、绘

画的技巧、诗歌的手法极自然地结合起来了。他巧妙地描绘

了同时并列于空间的景物，生动地表现出自然界持续性的运

动、变化。 2．《宜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 李白于天宝元

年(742)抱有“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政治理想来到长安

，任职于翰林院。两年后，因被谗毁而离开朝廷，内心十分

愤慨地重又开始了漫游生活。在天宝十二年(753)的秋天，李

白来到宣州，他的一位官为校书郎的族叔李云将要离去，为

饯别行人而写成此诗。诗中并不直言离别，而是重笔抒发自

己怀才不遇的牢骚、愤懑。谢跳楼是南齐诗人谢跳在宣州任

太守时在陵阳山上建成的一座楼。 这是一首七言古诗，又并

不囿于七言，其语句之长短可以随抒情的需要而伸缩。开头

两句就是用散文句法表达内心浓重的烦忧。诗的中间部分从

“多烦忧”一转而“酣高楼”、“揽明月”，再转到“愁更

愁”，又转到结句的“弄扁舟”，起伏跌宕，开阖变化，充

分体现诗人内心有无法解开的烦忧之结。 3．《浣溪沙》 北

宋初年词的创作主要承袭五代遗风，多为宴席间娱宾遣兴而

作。所以要求协律，宜于歌女逐弦管之音演唱。从内容看多

是吟风雪咏花草，写离别道相思之作；在艺术上则以委婉浓

丽为主导风格。 晏殊官至宰相，一生显贵，以“善知人”著

称。他生活优裕，喜聚客宴饮。其《珠玉词》被视为婉约词

派的正宗。这首《浣溪沙》是晏殊的代表作，也是宋词中被

后人广为传诵的名篇。 这首词分上下两片，每片三句。主要

写作者在春天黄昏时的生活和心情，它的好处在于摆脱了代

歌女立言的代言体，直接真实地抒发了个人的生活感受。上

片写作者在唱一曲新词，饮一杯醇酒时，竟感到这样的生活



已经无数次地重复，因为春天的天气同去年一样，亭台景物

也都依旧。下片进一步写这种生活感受。在词中作者对生活

的体验，对岁月的爱惜和对生命的珍惜，借助曲、酒、夕阳

、燕子并通过自己的观察与感受表现出来，所以做到了景与

情自然结合，浑然一体。“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

来”是晏殊颇为自得的奇偶佳联，也深受后人的赞赏。 4．

《江城子》 苏轼在熙宁四年(1071)因对王安石变法持不同政

见而自请外任。朝廷派他去当杭州通判，三年任满转任密州

太守。这首词是熙宁七年(1074)冬与同僚出城打猎时所作。 

这首词的上片记叙此次出猎的情况。下片以抒情为主，写自

己的雄心壮志。作者并不在意自己衰老，而更在意的是希望

朝廷能够重用他，给他机会去建立功业。表达了自己关心国

家命运，要报效国家的爱国精神。 这首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

，突破了晚唐以来儿女情词的局限，从题材、情感到艺术形

象、语言风格都是粗犷、豪放的。 5．《破阵子》 这首词写

于淳熙十五年(1188)左右，辛弃疾退居江西上饶时。辛弃疾不

只是词人，还是一位爱国武将，他积极主张抗金北伐，在任

职期间坚持练兵备战，因而不断遭受主和派的排斥、诬陷。

淳熙八年(1181)，辛弃疾在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任上，被人

弹劾罢官。他不得已而在上饶带湖赋闲家居。陈同甫，名亮

，也是主张北伐的爱国志士，与辛弃疾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二人经常有书信往来，诗词唱和。这首词就是寄给陈亮的。

“壮词”，即内容、情感、形象、语言等方面都豪放、壮美

的作品。 这首词上片描述军旅生活。这些都是作者热爱的生

活和抹不掉的记忆，它说明已被削去官职退居山林的作者仍

十分企羡军中生活，渴望再有机会从军杀敌，建立功业。这



首词下片前四句描写战斗场面。但结语却只有五个字“可怜

白发生”。这五个字一方面表明了前面所描述的年轻时的经

历现在只是一种追忆。一方面说明自己已年近半百，两鬓染

霜，还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吗?所以最后一句也是壮语，

只是它已变雄壮为悲壮，充满了作者壮志不遂的抑郁、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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