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教学反思(精
选7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教学反思篇一

夜深了，在月郎星细的夜空下，黄沙岭显得格外寂静，大词
人辛弃疾按奈不住心中的冲动，想出来散散步，亲近大自然。
皎洁的月光渐渐地洒向了枝头，惊起了还不愿过早安眠的鹊
儿。这些夜精灵在横斜突兀的树枝间飞绕着，穿梭着，使得
树枝摇曳了起来，清风乍起，叶影吹动，传来了一阵清脆、
响亮地蝉鸣，显得清幽、旷远。这时，词人俯视着岭下黄澄
澄的稻田，闻着扑鼻而来的醇和的稻花香，聆听着清亮的蛙
声，不禁为今年这一丰收之年而高兴、激动。

正当辛弃疾被这丰收之景做喜悦、陶醉时，天空中飘来了几
缕阴云，挡住了闪烁着的群星，山前淅淅沥沥的下起了牛毛
细雨。这一突然变化，使得大词人措手不及，连忙开始寻找
以前所熟悉的茅店。但由于对这优美的田野风景太入迷了，
词人转了好几圈，才在西桥旁的林边找到了住所。

进了土地庙，辛弃疾回想着今天的所见所闻，突发诗兴，挥
别写下了一首千古绝唱——《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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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江月（其一）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
草莽。

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
诽谤。

西江月（其二）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
无望。

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
形状。

11.这两首词内容表现的侧重点有何不同？表达了作者对贾宝
玉怎样的思想感情？（5分）

12.这两首词运用的最主要的表现手法是什么？请简要分析。
（6分）

答：

11、其一侧重表现贾宝玉行为、性格（脾气）的“偏
僻”“乖张”（1分）。其二侧重表现贾宝玉不学无术的“无
能”和“不肖”（2分）。这两首词表达了作者对贾宝玉叛逆
性格的赞美和褒扬（2分）。

12、这两首词运用的最主要的表现手法是反语，明贬实褒，
似嘲实赞（2分）。表面上是用世俗的眼光批判贾宝玉，句句
是对他的嘲笑和否定（2分），实质上句句是对他的赞美和褒



扬，是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写照（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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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有感情的吟诵全词

2、通过想象画面，大致理解词的意思

3、品味词所蕴含的感情。

教学重难点：

1、有感情的吟诵全词

2、品味词所蕴含的感情。

教学过程：

一、导入

二、读

（1）重读夜（生读）（如知时间）

（2）重读行（生读）（如闻事件）

（3）重读黄沙（生读）（如晓地点）

那题目的意思就是？

2、好，千古美文在手，须得朗朗上口！今天就让我们像读题
目一样，细细地读这篇词，首先请大家根据自己的理解读一
读。（生读）



3、古人常说，歌之不足，舞之蹈之。既然是一首词，我们也
可以手舞足蹈一番，体会其节奏美。请伸出你的手把上阙手
舞一番。

不仅可以手舞，还可以足蹈，可以踏歌，让我们一起来踏歌
下阙。

把整首词手舞足蹈一番

4、我们的诗歌也好，词也好，不仅要读出节奏，还要读出音
韵美。请大家打开你的书，划出节奏，（生划好后）看看你
们的节奏划得是否和老师一样呢？现在我们根据节奏来读读
这首词，要做到音断气连（师试读一句，生再自读，再抽生
读）

三、想

1、词读百遍，其义自见，在夜行的道中，词人“遇”到了些
什么？

（明月，阙，清风，蝉，稻花，蛙，星，桥）

2、读着这首词，说说你眼前出现了哪些画面？

（一轮明月挂在天空，喜鹊被惊飞到了其他的树枝上，蝉此
起彼伏的叫着，微风吹来很是惬意，稻田里飘来阵阵芳香，
青蛙们聚在一起讨论丰收的场景，几颗星星挂在天边，几点
雨落在我身上，我猜想大雨快来了，急忙想到找地方躲雨。
以前熟悉的茅店好像就在土地庙旁边，怎么没看见了，转过
溪桥，哦，原来它就在这里）

四、品

1、这些自然而然的景物，诗人对此赋予了什么样的感情，从



这首诗中的哪个字可以看出来？（惊）

2、请大家默读这首词，拿起笔，一边读一边品，推敲这词中
的哪些地方，饱含了“惊”。

（1）“惊”月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什么被惊动了？鹊，是什么惊动了它？月，月亮太迷人，
惊动了熟睡的喜鹊，让我想起了一句诗：月出惊山鸟，时鸣
春涧中，可见这月亮可真有魅力，所以我们惊叹月亮。鹊出
来，谁也跟着来赏月了？蝉，好像也被月亮迷住了，不停地
唱着歌儿。）

过渡：惊有惊叹的意思，还可以是惊动或者是惊讶

（2）“惊”声

月亮惊动了哪些声音啊？

鹊声，蝉声，蛙声还可能有人声，我们也惊讶词人在夜晚能
听到这么多的声音，那是不是说夜晚很热闹呀？这些声音其
实是突出了夜晚的宁静（以动衬静）

其实这首词里不久有声音，它还感官齐聚，说说还有哪些？
（嗅觉、触觉、视觉）

（3）“惊”见

月亮太美是惊叹，它惊动了鹊和蝉，声音太多是惊讶，惊动
了各种声音，那忽然出现的桥是惊喜，词人为什么会惊喜呢？
（他太沉醉月色，忘记了身边的一切，连以前熟悉的茅店都
找不到了，忽然找到自然惊喜，也不会淋雨了）



我们再来看看这一句：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看这
两句里面的数字，你有什么发现？（七八比较大，却是形容
星星少，月明星稀，而两三点，数字比较小，却形容雨点大
而稀。我们上阙的听取蛙声一片，这个一，数字最小，却感
觉最大，满满的一大片全都是）

这样美好的夜晚，给我们勾勒出一幅什么图呢？给它取个名
字？（乡村月夜）

月色迷人，丰收在望，诗人的心情自然是高兴的，此情此景，
自然想到了老百姓的生活，这可以说是？（安居乐业）

看到这“安居乐业”，你觉得词人最终向往的应该是什么呢？
（看时间是否讲故事）

（希望天下所有的人都能安居乐业，渴望国泰民安）

小结：真好，这才是词人月夜所想，“安居乐业”才是他追
求的境界，是词人寄托的精神家园。此景，此情，此刻，惊
叹月夜，让我们带着这些感受，再次吟诵起来吧！

五、唱

千年前的月夜，让我们惊叹，让我们惊讶，让我们惊喜，就
让我们把这“月夜”吟唱出来吧！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教学反思篇四

（一）知识储备点

1．了解古代诗词的有关常识。

2．理解词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二）能力培养点

运用联想和想象赏析诗词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三）情感体验点

感受诗人热爱农村、关心农事的质朴情怀。

1．重点：如何理解诗歌的思想内容，鉴赏精彩的诗句。

2．课型及基本教学思路

通读感知词的节奏、韵味以及所表达的思想感情；精读全词，
理解词的意境；鉴赏精彩语句，发挥想象和联想，品味其中
的深刻内涵。

词是古代诗歌的一个分支，原来也称曲子词，又因句子参差
不齐而称长短句。词，最早都是入乐的，要按照曲调的要求
来写，所以作词也叫“填词”。每一个曲调都有一个名称，叫
“词牌”，如这首词的词牌名《西江月》。词按字数多少分
为小令、中调、长调三种，58字以内为小令，91字以上为长
调，58字以上至90字为中调。其实并无根据，但习惯如此。
长一点的词还可以分段，有双调、三叠、四叠之分。这首词
有50字，仍属小令，但有两段，故称双调。读双调的词要注
意上、下段（又称上片、下片或上阕、下阕）之间的联系。

辛弃疾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词人，他写的许多词都跟当时的政
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有关。由于他力主抗金收复失地，跟当政
的投降派发生矛盾，曾两次罢官。这首词是他罢官后隐居在
上饶带湖期间写的，记一次夜行的经历，比较容易读懂。

教师领读全词一至二遍，着力培养学生的节奏感，也可让学
生试读。



互动1：词人这次夜行的路程长不长？你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

明确：长。因为天气有变化：开始有明月、清风，后来乌云
四合，下了几滴雨，还可以从词人找避雨地看出雨有下大的
趋势。

互动2：路长，为什么要夜行？

明确：白日酷热，因为从鸣蝉、说丰年、骤雨等可以看出这
时正值夏季。

互动3：谁能用自己的话说出上片的内容？

明确：深夜时分，月儿从云缝里钻了出来，山林顿时变的明
亮起来，惊动了在枝头上栖息的山鹊，清风吹拂，蝉也叫的
格外欢快。此时，词人和他的同伴们正行进在黄沙道中，一
路上他们都闻到了稻花的香气，田间的青蛙也不断的鸣叫，
他们一边走一边谈论着今年定是一个好年成。

互动4：下片一开始就说“七八个星天外”，这意味着什么？

明确：到了后夜，天边尚余几颗星。

互动5：“两三点雨山前”，雨不大嘛，词人着急吗？

明确：从下句看，他是着急的，因为这是骤雨将至的信号。

互动6：词人此刻一定是快步急行，他对这条路熟悉吗？

明确：从下文“旧时”二字可知他是熟悉的。

互动7：最后两句注释里的话跟词人的表述有什么不同？

明确：词人用的是倒语，表现词人的惊喜之情，因为他找到
避雨的地方了。



补充解释：词中常常出现倒语，有的出于表达内容的需要，
有的出于押韵的需要，更多的是两种需要兼而有之，这两句
就是这样。

学生创造性的表述下片内容（可参照上片的表达方式）。

凡双调的词，内容重点大多在下片。这首词也是如此：它上
片写月明之景表达词人轻松、喜悦的心情，其实只是烘托；
下片写避雨才是词人本意所在。在山野里夜行遇雨而能找到
避雨的地方，这种乐趣只有身历其境的人才能体会到。

此外，读词也要注意词中的关键性字眼，过去叫做“炼字”。
这首词中“忽见”二字就炼的好，集中表达了词人喜出望外
之情。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教学反思篇五

欣赏这首词，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品读辛弃疾的词，可从
词中品出更有韵味的戏剧来，虽然在写词中，恰如其分地引
入戏剧性场景并非辛弃疾发明，但是在他手上得到了发扬光
大，在他的词中，这种情况十分常见。这是值得肯定的。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通篇“醉”字出现了三
次。难道词人真成了沉湎醉乡的“高阳酒徒”么？否。盖因
其力主抗金而不为南宋统治者所用，只好借酒消愁，免得老
是犯愁。说没工夫发愁，是反话，骨子里是说愁太多了，要
愁也愁不完。

“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才叙饮酒，又说读书，
并非醉后说话无条理。这两句是“醉话”。“醉话”不等于
胡言乱语。它是词人的愤激之言。《孟子·尽心下》：“尽
信书，则不如无书。”本意是说古书上的话难免有与事实不
符的地方，未可全信。辛弃疾翻用此语，话中含有另一层意
思：古书上尽管有许多“至理名言”，现在却行不通，因此



信它不如不信。

以上种种，如直说出来，则不过慨叹“世道日非”而已。但
词人曲笔达意，正话反说，便有咀嚼不尽之味。

下片写出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词人“昨夜松边醉倒”，居
然跟松树说起话来。他问松树：“我醉得怎样了？”看见松
枝摇动，只当是松树要扶他起来，便用手推开松树，并厉声
喝道：“去！”醉憨神态，活灵活现。词人性格之倔强，亦
表露无遗。在当时的现实生活里，醉昏了头的不是词人，而
是南宋小朝廷中那些纸醉金迷的昏君佞臣。哪怕词人真醉倒
了，也仍然挣扎着自己站起来，相比之下，小朝廷的那些软
骨头们是多么的渺小和卑劣。

辛弃疾的这首小词，粗看，正如标题所示，是一时即兴之作。
但如果再往里仔细一看，那么会发现作者是在借诙谐幽默之
笔达发泄内心的不平。如再深入研究，我们还可洞察到作者
是由于社会现实的黑暗而忧心忡忡，满腹牢骚和委屈，不便
明说而又不能不说，所以，只好借用这种方式，来畅快淋漓
地宣泄他的真情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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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夜里，诗人辛弃疾来到黄沙道，明月渐渐升了起来，山
林顿时明朗起来，诗人心裂即走进了森林，呼吸着森林带来
的新鲜空气，它看见月亮一升起在树枝上栖息的鸟儿就飞了
起来，而让人舒服的微风吹拂中，蝉儿叫个不停。

“咦，什么味到？”我轻一嗅，是稻花香弥漫在空中，细细
闻来味道是那样醇美，那样浓郁，再仔细看一只青蛙，仿佛
在向我问好，也好像在说，又是一个丰收之年，天色忽然暗
了，我抬头仰望天空，灰蒙蒙的夜空中有几颗敬业的星星还
在守，还守自己的岗位上，其他星星呢？或许钻进了被窝里
吧，也或许是在听月亮婆婆讲故事吧。“嘀嗒~~，”几个小



雨跳到了我的身上，这雨水仿佛也散发出稻花的清香。“嘀
嗒，嘀嗒”这多像欢快的鼓掌声呀！

我边走边看，却找不到过去熟悉的茅店，我东张西望，在转
过溪角的小桥后才一下子发现她在树林边，他还在那儿，我
不由自主地吟道：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明出蝉，稻花香
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
忽见。

《鸟鸣涧》扩写作文

《江雪》扩写作文

《归园田居》扩写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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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门，就与花香撞了个满怀。傍晚，好芬芳！

天色渐渐深了，明月也升上了树梢。原本津津乐道和几只喜
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飞离了树梢，很快地消失在了夜
色中。入夜，凉爽的清风吹拂着我的脸颊，蹂躏着柔嫩的树
叶，沙沙的声音好像一首“小令”。耳边有蝉在不时地鸣叫，
使这道“小令”变得更加多彩而神秘。

清新的空间中散发着稻花的香味，令人如痴，如醉。人们在
这奇妙的香味中高声谈论着丰收的年景，破坏了我独享的幽
静。突然耳边传来一阵蛙叫的声音，把我从陶醉中惊醒。这
是乡村的气息；也是田野的声音。

深蓝的天空中飘着几朵轻云，使单调的星空变得更加多姿多
彩。闪烁的星辰像一盏盏路灯，点缀着这昏黑的夜晚，虽时



隐时现，但对这原始的田野，已经足够了。

我恋恋不舍地从草地上起身，拍落衣衫上的泥土，最后一次
望向这山林美景，转身向我投宿的茅舍小店走去。起风了，
风儿再次掠过土地庙旁的树林。我缓缓地走向不远处的山路。

就这样麻木地走着。

猛一回神，发现曾经令我无比留恋的溪流又呈现在我眼前。

别了！我的田野！

别了！我的星空！

别了！我的乡村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