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周庄水韵课后题 周庄水韵教案(通
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
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周庄水韵课后题篇一

有什么事情比在周庄的小河里泛舟更富有诗意呢？小小的木
船，在窄窄的河道中缓缓滑行，拱形的桥孔一个接一个从头
顶掠过。贞丰桥，富安桥，双桥……古老的石桥，一座有一
座的形状，一座有一座的风格，过一座桥，便换了一道风景。
站在桥上的行人低头看河里的船，坐在船上的乘客抬头看桥
上的人，相看两不厌，双方的眼帘中都是动人的景象。

周庄的河道呈“井”字形，街道和楼宅被河分隔。然而河上
有桥，石桥巧妙地将古镇连缀为一体。据说，当年的大户人
家，能将船划进家门，大宅后院，还有泊船的池塘。这样的
景象，大概只有在威尼斯才能见到。一个外乡人，来到周庄，
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这里的水，以及一切和水连在一起的景物。

我曾经三次到周庄，都是在春天，每一次都坐船游镇，然而
每一次留下的印象都不一样。

第一次到周庄，正是仲春，那一天下着小雨，古镇被飘动的`
雨雾笼罩着，石桥和屋脊都隐约出没在飘忽的雨雾中，那天
打着伞坐船游览，看到的是一幅画在宣纸上的水墨画。

第二次到周庄是初春，刚刚下过一夜小雪，积雪还没有来得
及将古镇覆盖，阳光已经穿破云层抚摸大地。在耀眼的阳光



下，古镇上到处可以看到斑斑积雪，在路边，在屋脊，在树
梢，在河边的石阶上，一滩滩积雪反射着阳光，一片晶莹斑
斓，令人目眩。古老的砖石和清新的白雪参差交织，黑白分
明，像是一幅色彩对比强烈的版画。在阳光下，积雪正在融
化，到处可以听见滴水和流水的声音，小街的屋檐下在滴水，
石拱桥的栏杆和桥洞在淌水，小河的石河沿上，往下流淌的
雪水仿佛正从石缝中渗出来。细细谛听，水声重重叠叠，如
诉如泣，仿佛神秘幽远的江南丝竹，裹着万般柔情，从地下
袅袅回旋上升。

最近一次去周庄也是春天，然而是在晚上。那是一个温暖的
春夜，周庄正举办旅游节，古镇把这天当成一个盛大节日。
古老的楼房和曲折的小街缀满了闪烁的彩灯，灯光倒映在河
中，使小河变成一条色彩斑斓的光带。坐船夜游，感觉是进
入梦境。船娘是一位三十岁的农妇，以娴熟的动作，轻松地
摇着橹，小船在平静的河面慢慢滑行，我们的身后，船的轨
迹和橹的划痕留在水面上，变成一片漾动的光斑，水中倒影
变得模糊朦胧，难以捉摸。小船经过一座拱桥时，前方传来
一阵音乐，水面也突然变得晶莹剔透，仿佛是有晃荡的荧光
从水下射出。船摇过桥洞，才发现从旁边交叉的水道中划过
来一条张灯结彩的船，船舱里，有几个当地农民在摆弄丝弦。

我很难忘记这个奇妙的夜晚，这是一个梦幻一般的夜晚，周
庄在宁静的夜色中变得像神奇的童话，古镇幽远的历史和缤
纷的现实，都荡漾在被竹篙和木橹搅动的水波之中。

周庄水韵课后题篇二

教学目标：

1、在熟读课文的基础上把握课文内容。

2、了解景物描写的时间和空间顺序，理清写作思路。



3、品析清新优美的抒情语言，体会作者的情感。

4、背诵精彩语段，增强语言的感悟及运用能力。

教学重点：了解景物描写的时间和空间顺序，品析优美的语
言。课时安排：2课时

课前预习要求：熟读课文，自行解决文中生字词，了解作者
及周庄。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

被称为“漂浮之都”的“水城”是意大利哪个旅游城市?(威
尼斯)被称为“中国第一水乡”的旅游景点在哪?(周庄)这两
个旅游景点的共同点是什么?(水多、桥多)

今天就让我们随同作家赵丽宏，一起去领略一下他笔下的周
庄，以及周庄给予他心灵的感悟。

二、学生交流搜集的有关作者及周庄的材料

三、整体感知，理清思路

1、学生有感情地朗读全文。

2、思考：周庄在我们的“脑海”中是一个什么印象呢?那么
作者向我们描述了旧镇周庄的哪几幅“水韵图画”?请找出其
起止段落并用最美最简洁的语言来概括周庄的“水韵”画面。
并用最美最简洁的语言来概括周庄的“水韵”画面。

讨论、明确：

第一幅——碧波荡漾小桥流水人家的周庄整体图



第二幅——仲春(烟雨笼罩的周庄迷蒙水墨画)

第三幅——冬天(冰雪融化的周庄动感版画)

第四幅——春夜(水天一色的周庄七彩梦幻图)

3、全文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1-3)：叙述周庄水乡给人们的总体印象

第二部分(4-6)：三次游周庄的情景和感受

(1)齐读第1—3段的文字。

(2)找出文中作者表述对周庄水乡整体印象的句子。

讨论、明确：“来到周庄，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这里的水，以
及一切和水连在一起的事物。”

(3)找出作者对这样的印象评价的句子。

讨论、明确：“这样的景象，大概只有在威尼斯才能见
到。”

(4)说说作者将周庄与威尼斯比较的用意。

明确：突出周庄所具有的特别的“水”的特点。

(5)第一部分作者从哪些方面描写了周庄所具备的这些特点。

教师点拨，学生讨论：水中的倒影是清晰的`还是怎样的?从
文中找出一些词来形容，(斑斓)、(朦胧炫目)(斑斓迷离);作
者还描写了小石桥，都举了哪些桥?这些桥都是一个样的吗?
古老的石桥，一座有一座的形状，一座有一座的风格，过一
座桥，便换了一道风景，很有特色，各呈风采;“站在桥上的



行人低头看河里的船，坐在船上的乘客抬头看桥上的人”则
化用于一首现代诗，诗的原句是这样的：“你站在桥上看风
景，看风景的人在桥上看你。”意境是一样的。“相看两不
厌”则源自于李白诗：“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除此
以外，作者还用什么将街道和楼宅连缀为一体?(桥)

(6)小结：第一部分叙述了周庄水乡给人们的总体印象——河
水、波光、倒影、古桥、小舟、行人、游客，古雅优美，充
满了诗情画意。我们可以用简洁的语言来概括：

板书：

小水中倒影斑斓迷离

桥

流水上石桥各呈风采诗情画意

水

人水傍古镇浑然一体

家

四、作业：课后习题二、三

周庄水韵课后题篇三

《周庄水韵》的作者用优美的文笔将水乡古镇的美景及韵致
描绘得淋漓尽致，让人犹如欣赏了一幅有声有色、韵味十足
的动态风景画。

以学生为主体，尊重学生的个性，给其自由发挥、发展的空
间，在朗读、品味课文的语言中欣赏美，感悟美，把对课文



的学习转化成个人独具个性的创造性审美活动。

学生已经学过《桃花源记》《小石潭记》《记承天寺夜游》
等文言文，因此对游记这一体裁有一定的了解，但还不够，
应该再加深对游记的理解，学会评价，从而激发学生浓厚的
学习兴趣。

知识与能力

1、了解课文随“时(令)”换景，景色各异、多角度写景，融
情于景的写景方法；

2、学习掌握写景的顺序和方法，品味本课清新优美、抒情性
强的语言。

过程与方法

在朗读讨论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品味清新优美的语
言。

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体会祖国山川美丽多娇，享受美的乐趣，培养审美
能力。

品味清新优美的语言，欣赏周庄水韵的古典意境。

1、学习写作方法。

2、对周庄历史人文的当代价值做出正确的评价。

板书设计

周庄水韵



赵丽宏

仲春——雨雾朦胧——水墨画

周庄、冬天——冰雪消融——版画

春夜——盛大节日——梦境

教学环节教师活动学生活动媒体使用

新课情境导入

相信大家对这样一句话都非常熟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其实在江苏苏州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小镇，它四面环水，因
其咫尺往来，皆须舟楫，历代免受战乱，虽说历经900多年的
沧桑，仍然保持着独特的古朴神秘的江南水乡的水乡的风貌，
这就是被誉为“中国第一水乡”的周庄。

现在就让我们乘着一叶小舟，摇着木橹，在水面上缓缓前行，
也许你就会获得很美的享受。

看图片，考眼力

看图片，挑出不属于周庄的一幅，并说明理由。欣赏周庄的
图片

一、整体感知

作者曾经三次游览周庄，到底周庄给作者留下了怎样的的印
象呢？下面来学习课文。

作者曾经三次游览周庄，都是在什么样的季节里，印象如何？

1）作者第一次游周庄，是在什么季节？



赶上了怎样的天气？用一个词形容一下当时的情境？

给作者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文章的题目是《周庄水韵》，那它体现周庄水的那份情致，
那份水韵的？

3）第三次游览是在什么季节？

赶上了一个什么样的特殊日子？

用一个词形容这个日子的特点？

这一次带给作者的既不是水墨画，也不是版画，而是什么呢？

小结：刚刚我们在浏览课文时，从找到的信息中可以看出作
者三次游览周庄，每一次带给作者的感受都不一样，那么到
底作者是怎样展示它不一样的感受呢？抓住了景物的什么特
点来进行描述的？接下来我们一具体的来看课文。

二、研读课文

1、在作者描写周庄的语句中，哪些词语体现了水墨画的特点？

作者从什么角度表现了周庄的“水韵”？

除此之外还选取了怎样一个全新的角度来描写周庄的？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你能用一个词来形容吗？

如果说前面两次走入周庄带给作者的是平面的周庄，是妙不
可言的周庄，那么作者第三次走入周庄，走入梦境一般的周
庄，那感受就更不一般了。

我想想问一问同学们，什么样的情境称为梦境？



3、文中哪些语句的描写能给人带来梦境般的感受？

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这是“盛大”的节日？

这段所写内容很多，但是却很有条理，那么作者是采用什么
样的顺序来描写的呢？

提示：作者怎样游览的？经过了哪些地方？找出表示地点的
词语

课堂小结：

1、写景方法灵活多样

移步换景

从视觉、听觉等角度去描写

2、先略后详，逐步加深了描写

3、文章语言清新优美，抒情性强

——比喻生动、贴切

三、品味赏析

请同学们选择你喜欢的一幅图画，找出你喜欢的句子放声朗
读出来。

友情提示：

可以从修辞方法、词语运用等角度去品味，体味作者所表达
的感情。

赏析：



词语运用：“悠然”“不慌不忙”等词恰到好处地表现了恬
静与闲适的周庄。

修辞角度：作者将小船划过、木橹搅动的河面比做“在风中
漾动的一匹长长的彩绸”，比喻十分形象，既抓住了河面晃
动、倒影纷杂而富有光泽的特点，而且显得极其柔美。

春天—仲春

雨天---雨雾笼罩水墨画

冬天版画

春天---夜晚旅游节

盛大梦境

看第一次游览周庄

词语：雨雾笼罩、隐约

飘忽、出没

还没有来得及将古镇覆盖、斑斑积雪

参差交织、黑白分明

视觉

齐读课文“在阳光下”至本段结尾

学生自由发表自己的看法

阅读课文第5段



小组讨论，交流看法

找出文中相应的语句

一座拱桥——桥洞——古镇的尽头

（移步换景）空间方位顺序

船娘……

几个当地农民摆弄丝弦

齐读诗歌

朗读自己喜欢的语句，并作简要分析

出示问题1及词语

出示问题2及语句、词语

背景音乐《高山流水》

出示杜荀鹤的《宋人游吴》

课堂小结

不错，被誉为“中国第一水乡”的古镇周庄，有着近千年的
悠久历史。《周庄水韵》通过作者在不同季节里三次游览古
镇周庄时的所见所感，运用优美的文笔将这座水乡古镇的美
景及韵致，描绘得淋漓尽致，让人读后回味无穷。课下请同
学们再读课文，好好从这优美的字里行间领略周庄“小桥、
流水、人家”的美妙风情。

作业



1、背诵“第二次到周庄是冬天……用人类的乐器永远也无法
模仿”

2、将文中你喜欢的句子摘抄下来，并仿照其句式、修辞等特
点进行仿写。

课后反思

1、通过阅读,学生是否感悟了周庄水韵之美境,真正受到了美
的熏陶。

2、学生是否体会了本文语言的精妙,理解了多角度描写以及
综合运用多种修辞手法的特点。

3、学生能否在实际写作中得以恰当的运用。

周庄水韵课后题篇四

二、研读课文第二部分

1、有感情地朗读文章第4―6段。

2、概括这部分的内容

讨论、明确：叙写三次去周庄的印象，也就是我们上节课概
括的第二到第四幅周庄水韵图。三次游历周庄的时令不同，
感悟不一，作者的观擦角度和详略安排也不一样。

作者三次游周庄的情景及感受

3、过渡：不管是水墨画、版画还是油画，它们无不充满了诗
情画意，富有韵味。请同学们选择你喜欢的一幅图画，找出
你喜欢的句子放声朗读出来。



4、品析语言(本文语言准确、生动、清新、优美，抒情性很
强，尤其是文中所使用的比喻非常生动而贴切，在这一过程
中引导学生注意)

(2)天下着小雨，古镇被飘动的雨雾笼罩着，石桥和屋脊都音
乐出没在雨雾中，打着伞坐船游览，看到的是一幅画在宣纸
上的水墨画。

(3)古老的砖石和清新的白雪参差交织，黑白分明，像是一幅
色彩对比强烈的版画。

(3)在阳光下，积雪正在融化，到处可以听见滴水和流水的声
音，小街的屋檐下在滴水，石拱桥的的栏杆和桥洞在淌水，
小河的石河沿上，往下流淌的雪水仿佛正从石缝中渗出来。
细细谛听，水声重重叠叠，如诉如泣，仿佛神秘悠远的江南
丝竹，裹着万般柔情，从地下袅袅回旋上升。

(4)古老的楼房和曲折的小街缀满了闪烁的彩灯，灯光倒映在
河中，使小河变成一条多姿多彩的光带。

5、小结：课文运用比喻、拟人、通感等修辞手法描写景物，
增强了文章语言的感染力，使描绘的景物具体可感，生动形
象。又调动视觉、听觉等多角度进行描写，绘形写声，给人
以身临其境的实感。

6、朗读第五段，想想作者按照怎样的顺序来描绘周庄旅游节
欢乐气氛的?

讨论、明确：从岸上写到水中。写河中景物先写河中倒映的
光带，再写河中张灯结彩的花船，写船上传来的丝竹管弦之
声，再写到小船划到古镇尽头所见的景色和突然看到的缤纷
礼花，听到四面八方传来的欢呼声。有条有理，顺序井然。

7、这样的描写与作者所要表露的情感有何联系?



讨论、明确：文中描绘了节日夜景下五彩缤纷的周庄，表现
了改革开放后的人们幸福的生活，表达了作者的欣喜之情及
对改革开放的讴歌之情。

三、教学总结

本文通过三次写游周庄的情景和感受，充分表现了周庄
的“水韵”，写出了它的多姿多彩和动人心弦的景象，表现
了周庄水乡在改革开放以后充满生机，反映了周庄人民的幸
福欢乐生活和对外开放意识。

四、作业

课下背诵：“第二次到周庄是冬天”到“用人类的乐曲永远
也无法模仿”这部分。

板书：

周庄水韵

周庄水韵课后题篇五

《周庄水韵》的作者用优美的文笔将水乡古镇的美景及韵致
描绘得淋漓尽致，让人犹如欣赏了一幅有声有色、韵味十足
的动态风景画。

以学生为主体，尊重学生的个性，给其自由发挥、发展的空
间，在朗读、品味课文的语言中欣赏美，感悟美，把对课文
的学习转化成个人独具个性的创造性审美活动。

学情分析

学生已经学过《桃花源记》《小石潭记》《记承天寺夜游》
等文言文，因此对游记这一体裁有一定的了解，但还不够，



应该再加深对游记的理解，学会评价，从而激发学生浓厚的
学习兴趣。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

1、了解课文随“时(令)”换景，景色各异、多角度写景，融
情于景的写景方法；

2、学习掌握写景的顺序和方法，品味本课清新优美、抒情性
强的语言。

过程与方法

在朗读讨论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品味清新优美的语
言。

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体会祖国山川美丽多娇，享受美的乐趣，培养审美
能力。

教学重点

品味清新优美的语言，欣赏周庄水韵的古典意境。

教学难点

1、学习写作方法。

2、对周庄历史人文的当代价值做出正确的评价。

板书设计



周庄水韵

赵丽宏

仲春--雨雾朦胧--水墨画

周庄冬天--冰雪消融--版画

春夜--盛大节日--梦境

教学环节教师活动学生活动媒体使用

新课情境导入

相信大家对这样一句话都非常熟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其实在江苏苏州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小镇，它四面环水，因
其咫尺往来，皆须舟楫，历代免受战乱，虽说历经900多年的
沧桑，仍然保持着独特的古朴神秘的江南水乡的水乡的风貌，
这就是被誉为“中国第一水乡”的周庄。

现在就让我们乘着一叶小舟，摇着木橹，在水面上缓缓前行，
也许你就会获得很美的享受。

看图片，考眼力

看图片，挑出不属于周庄的一幅，并说明理由。欣赏周庄的
图片

一．整体感知

作者曾经三次游览周庄，到底周庄给作者留下了怎样的的印
象呢？下面来学习课文。

作者曾经三次游览周庄，都是在什么样的季节里，印象如何？



1）作者第一次游周庄，是在什么季节？

赶上了怎样的天气？用一个词形容一下当时的情境？

给作者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文章的题目是《周庄水韵》，那它体现周庄水的那份情致，
那份水韵的？

3）第三次游览是在什么季节？

赶上了一个什么样的特殊日子？

用一个词形容这个日子的特点？

这一次带给作者的既不是水墨画，也不是版画，而是什么呢？

小结：刚刚我们在浏览课文时，从找到的信息中可以看出作
者三次游览周庄，每一次带给作者的感受都不一样，那么到
底作者是怎样展示它不一样的感受呢？抓住了景物的什么特
点来进行描述的？接下来我们一具体的来看课文。

二．研读课文

1.在作者描写周庄的语句中，哪些词语体现了水墨画的特点？

作者从什么角度表现了周庄的“水韵”？

除此之外还选取了怎样一个全新的角度来描写周庄的？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你能用一个词来形容吗？

如果说前面两次走入周庄带给作者的是平面的周庄，是妙不
可言的周庄，那么作者第三次走入周庄，走入梦境一般的周
庄，那感受就更不一般了。



我想想问一问同学们，什么样的情境称为梦境？

3.文中哪些语句的描写能给人带来梦境般的感受？

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这是“盛大”的节日？

这段所写内容很多，但是却很有条理，那么作者是采用什么
样的顺序来描写的呢？

提示：作者怎样游览的？经过了哪些地方？找出表示地点的
词语

课堂小结：

1.写景方法灵活多样

---移步换景

---从视觉、听觉等角度去描写

2.先略后详，逐步加深了描写3.文章语言清新优美，抒情性
强

---比喻生动、贴切

三．品味赏析

请同学们选择你喜欢的一幅图画，找出你喜欢的句子放声朗
读出来。

友情提示：

可以从修辞方法、词语运用等角度去品味，体味作者所表达
的感情。



赏析：

词语运用：“悠然”“不慌不忙”等词恰到好处地表现了恬
静与闲适的周庄。

修辞角度：作者将小船划过、木橹搅动的河面比做“在风中
漾动的一匹长长的彩绸”，比喻十分形象，既抓住了河面晃
动、倒影纷杂而富有光泽的特点，而且显得极其柔美。

春天-仲春

雨天---雨雾笼罩水墨画

冬天版画

春天---夜晚旅游节

盛大梦境

看第一次游览周庄

词语：雨雾笼罩隐约

飘忽出没

还没有来得及将古镇覆盖斑斑积雪

参差交织黑白分明

视觉

齐读课文“在阳光下”至本段结尾

学生自由发表自己的看法



阅读课文第5段

小组讨论，交流看法

找出文中相应的语句

一座拱桥---桥洞---古镇的尽头

（移步换景）空间方位顺序

船娘….

几个当地农民摆弄丝弦

齐读诗歌

朗读自己喜欢的语句，并作简要分析

出示问题1及词语

出示问题2及语句、词语

背景音乐《高山流水》

出示杜荀鹤的《宋人游吴》

课堂小结

不错，被誉为“中国第一水乡”的古镇周庄，有着近千年的
悠久历史。《周庄水韵》通过作者在不同季节里三次游览古
镇周庄时的所见所感，运用优美的文笔将这座水乡古镇的美
景及韵致，描绘得淋漓尽致，让人读后回味无穷。课下请同
学们再读课文，好好从这优美的字里行间领略周庄“小桥、
流水、人家”的美妙风情。



作业

1.背诵“第二次到周庄是冬天……用人类的乐器永远也无法
模仿”

2.将文中你喜欢的句子摘抄下来，并仿照其句式、修辞等特
点进行仿写。

课后反思

1.通过阅读,学生是否感悟了周庄水韵之美境,真正受到了美
的熏陶。

2.学生是否体会了本文语言的精妙,理解了多角度描写以及综
合运用多种修辞手法的特点。

3.学生能否在实际写作中得以恰当的运用。

[《周庄水韵》教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