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木兰诗说课稿和教案 木兰诗教学
设计(汇总9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问题
来了，教案应该怎么写？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
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木兰诗说课稿和教案篇一

分析形象，探究主题。

创造性复述故事情节，分析人物形象。

文章详略安排的巧妙用意。

学生日记中想象的画面朗读法背诵法讨论法

先检查学生背诵课文情况，并让两位学生谈自己的背书心得；
再分享学生日记中描述的想象故事情节的画面，让学生学习
创造性复述，学会在阅读中融入自己的体会，实现个性化阅
读；最后，解决本课的问题——“文章为什么这样安排详
略？”

为解决此问题，先让学生归纳故事情节，从中体会文章表现
了木兰怎样的优秀品质；接着，让学生找出文章是怎样安排
详略的？最后，引导学生思考：作者为什么这样安排详略？
从而，得出文章的主题：赞美了花木兰的优秀品质，表达了
爱国爱家的思想感情，歌颂了巾帼不让须眉的情怀。

在教学的拓展延伸环节，引导学生树立爱国之情，思考自己
爱国的方式。



一、抽查背诵：

请学生举手背诵，并请两位学生介绍自己的背书心得。

二、创造性复述故事情节：

展评学生日记。

按照段落顺序，依次展示七位学生的日记，并点评其想象的
优点，如加入“心事重重”的心理，突出了思念之情，体现
了人物品质，运用了对话、动作描写，添加了人物神态等。

三、分析文章详略安排的剪裁特色：

（一）请一生朗读后概括故事情节。

（二）思考：

你喜欢本文塑造的木兰形象吗？你特别欣赏她的哪一点？请
结合诗中描述，用下面句式来发表你的意见。

“我喜欢木兰，因为她＿＿＿＿，你看＿＿＿＿。”

由此，归纳出木兰的优秀品质：机智勇敢、忠孝两全、勤劳
朴实、热爱生活、深明大义、不慕名利等。

（三）讨论：

对木兰的描写，哪些详写？哪些略写？

明确：除“征战沙场”略写外，其余详写。

（四）探究：

为什么这样安排详略？用意何在？



明确：1、围绕“木兰是女郎”安排详略，以丰富女英雄形象。

2、突出主题：赞美了木兰的优秀品质；歌颂了“巾帼不让须
眉”的爱国爱家之情。

四、拓展延伸：

（一）你还知道哪些知名女性？与大家交流。

学生发言。

木兰诗说课稿和教案篇二

1．学会有感情、有节奏地朗读课文；

2．在疏通文意的基础上，整体把握故事情节，理清故事的基
本脉络；

3．品读课文，赏析木兰的人物形象。

4．认识民歌语言特色，能辨析修辞手法。

1.品读课文，赏析木兰的人物形象。

2.学习详略得当的叙事方法。

课时安排1课时

一提起花木兰这个人物，我们心中都有既亲切又遥远的感觉。
她是家喻户晓的中国古代女性形象，她那飒爽英姿、万丈豪
情丰富了人类历史，给我们的世界增添了绚丽的色彩。今天
让我们一同走进巾帼英雄花木兰，一起学习《木兰诗》。

1．有关《木兰诗》的基本知识



《木兰诗》选自_______朝_______编的_______。是南北朝时
的一首乐府民歌，这是一首叙事诗，这诗和_______合称
为“乐府双璧”。

2．给加点的字注音。

军帖可汗鞍鞯辔头燕山戎机朔气金柝

红妆著帖花黄傍勋赐姊鬓

1．这首诗叙述了一个什么故事？

2．情节概述在空白处填写恰当词语：

木兰停机（）——决心（）——从军（）——奔赴（）——
十年（）——拒赏（）——亲人（）

选自己喜欢段落读一读。

朗读课文其他同学进行评价。

一首诗歌要读出韵味来，要注意什么？

本诗读起来琅琅上口，富有趣味性，请大家找出韵律美的句
子读一读，并说说读诗注意什么？。

1．语句停顿适当。

2．语速疾缓适中。

3．语调高低讲究。

【策略】再读课文，小组讨论：要求以“我从课
文____________________读到木兰是一
个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人”句式来说。



如：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愿”――勇敢坚毅，忠孝
两全。

五、赏一赏。品读《木兰诗》的语言美

（1）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

（2)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

(3)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

(4)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5)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

(6)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

（7）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

互文、顶针、对偶、夸张

假如你是木兰的伙伴：木兰啊，你……

假如你是木兰的父母：木兰啊，你……

假如你是当朝的天子：木兰啊，你……

假如你是《木兰诗》的读者：木兰啊，你……

请你选择一种身份，说出你最想对木兰说的话。

你柔弱的身躯

却负起了剑戟刀枪



为了一个决定

一声叹息，你选择了战场

为了一个信念

关山重重，你奔赴远方

你驰骋疆场，披一身寒霜

绝不是为了赢得赞赏

你战功赫赫，却辞官还乡

只是为了亲人期盼的目光

默默不张扬

隐忍而坚强

你爱武妆，更爱红妆

你是一个传奇

是世上最美的姑娘！

让我们再一次以饱含深情的语气朗诵这首诗。

木兰诗说课稿和教案篇三

《木兰诗》一文以民歌的形式刻画了一个传说中的女英雄形
象，虽然是古诗，但因为流传已久，通过影视动画等，很多
学生对其已很熟悉。本节课教师把教学目标定为以下两点：
一分析木兰形象，二讨论材料取舍问题。纵观整节课，发现
课堂教学内容集中，教学流程自然，尤其可贵的是师生双边



活动活跃，学生思考积极，交流探讨都很出色，具体简评如
下：

一、教学环节设计有创意。除了常规齐读课文以外，教师在
课堂中设计了几个颇有新意的环节。如利用媒体在屏幕上显
示有关木兰活动的一些场景，要学生看图片用原句表达。通
过这一环节，学生对课文的内容就有了比较深刻的感性认识，
并且对几个有争议的画面通过互相探讨逐渐统一，加深了学
生印象。还有用四字短语概括1—6节的意思，也让学生动了
一番脑筋。至于后面的让学生说说木兰是个怎样的人，并用
原句作分析，同样体现了教师备课时的“吃透两头”的原则，
发挥了学生的积极性，并且让学生能“跳一步就摘到果实”，
相信这样的设计对于学生来说，是难度适中又有一种成就感。

二、交流充分，探讨热烈是本节课的另一个特色。由于教
师“木兰是个女孩子，也是个女英雄，你认为本诗中重点刻
画的是哪个形象？”一问，激起学生千层浪，课堂气氛以下
子活了起来。通过前后桌讨论，全班交流，很多学生都作了
畅所欲言的回答，并且学生的回答能言之成理，自圆其说，
表达完整，我想这应该就是这一问题设计的初衷了。这一环
节显然成了这节课的高潮，学生兴致勃勃，师生探究都比较
投入。

三、在上一环节的铺垫下，下一问题迎刃而解，这也是教师
的有意设计之一。教学环节的设计最忌讳的就是彼此孤立，
互不关联。而这节课就在这点上有了突破。并且在时间分配
上也有主次之分，关于诗歌的详略问题教师就安排了比较少
的时间。

一点商榷：“女英雄”与“女孩子”这两概念本身并不对立，
一定要说出课文到底是写出了一个女英雄形象还是一个女孩
子形象，似乎没有必要。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木兰诗说课稿和教案篇四

教学目标：

1、结合注释，疏通课文，积累重点字词的意思。

2、能用简洁的语言复述课文内容。

3、理解课文内容，能概括出花木兰人物形象。

教学重点：

概括木兰这一古代巾帼英雄形象。

教学过程：

一、导入：（3分）

同学们都知道中国历史上有哪些杰出的巾帼英雄？像花木兰、
穆桂英、梁红玉、红娘子等。今天我们一起认识一位女子，
他曾经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并立下赫赫战功，说到这同学们
都已知道这位英雄是花木兰，这节课我们一起近距离的了解



她。

《木兰诗》是南北朝时期北方的一首乐府民歌，《木兰诗》和
《孔雀东南飞》被称为“乐府双璧”，这样脍炙人口的名篇
值得大家传诵。

二、检查背诵（5分）

1。抽5名同学背前五段，齐背最后两段

（要求：学生听她们有无背错的地方或者读音有误的）

三、疏通课文，理解文意（小组合作完成）（15分）

要求：

1、学生结合注释理解课文内容

2、将疑难句子写在黑板上，师生共同解疑

例如：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将军身经百战有的'死了，壮士（木兰）征战多年胜利归来。

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军旅生活之苦）

北方的寒气传送着打更的声音，冰冷的月光照在士兵的铠甲
上。

古今义区分：阿爷无大儿（爷：古义，父亲今义，爷爷）

双兔傍地走（走：古义，跑今义，行走）

出郭相扶将（郭：古义，外城今义，常用作姓氏）



一词多义：东市买骏马（市场、集市）名词

愿为市鞍马（买）动词

通假字：对镜帖花黄（帖通贴，粘贴）

过渡语：疏通文意之后，大家用自己最简洁的语言说说这首
诗讲述了一个什么故事？

四、整体感悟，走近木兰

1、这首诗叙述了一个什么故事？（3分）

2、答：诗中叙述了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故事。

离家———从军———立功———拒赏———回家（提示）

过渡语：一千多年来，木兰的形象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那
她是个什么样的女子呢？

1、让我们从课文中找找。

2、我认为花木兰是一个的女子，从课文中可以看出。（5分）

例：（1）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
息。――勤劳孝顺。

（2）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愿”――勇敢坚毅，忠孝
两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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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坚强的英雄气慨。

（4）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不慕
名利



（5）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
郎。――机智、谨慎。

师总结：木兰形象特点，并一边分析，一边板书：果敢坚强、
英勇善战、不慕名利、谨慎机敏。

预设：学生质疑

齐背一遍

五、小结

花木兰既是一位平民女子，更是一位巾帼英雄，在那个封建
时代，女子的地位虽然低下，但花木兰的传奇故事又证明了
男子能做到的，女子一样可以做到。

板书设计

巾帼英雄

果敢坚强

英勇善战

不慕名利

谨慎机敏

木兰诗说课稿和教案篇五

【知识与能力】



结合注释解释全文大意，理清故事脉络;了解乐府民歌知识;
理解文中所涉及的互文、对偶、排比等修辞。

【过程与方法】

学生通过朗读、阅读和品味语言等方法，结合教师解释和自
主合作交流等方式，在理解故事脉络的基础上分析木兰的人
物形象。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学生通过学习本文，领略到以木兰为代表的古代劳动人民的
乐观勇敢和爱国主义精神。

二、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学生通过朗读、阅读和品味语言等方法，结合
教师解释和自主合作交流等方式，在理解故事脉络的基础上
分析木兰的人物形象。

【教学难点】学生通过学习本文，领略到以木兰为代表的古
代劳动人民的乐观勇敢和爱国主义精神。

三、教学方法

谈话法、小组合作探究法、多媒体辅助教学法。

四、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2.用ppt出示《木兰诗》相关知识如下：

《木兰诗》是一首北朝民歌，是一首长篇叙事诗，选自宋朝
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这是南北朝时北朝民歌的代表作。



“乐府诗”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汉魏六朝文学出
现一种能够配乐歌唱的新诗体。《木兰诗》与《孔雀东南
飞》，被称为“乐府双璧”。“乐府”本是官署的名称，负
责制谱作曲，训练乐工，采辑诗歌民谣，以供朝廷祭祀宴享
时演唱，并可以观察风土人情，考查政治得失。

(二)通读全文，整体感知

1.通读课文，结合注释理解文章大意。

2.用ppt展示本文生词“唧唧、机杼、可汗、鞍鞯、辔头、溅
溅、胡骑、朔气、旧时裳、理云鬓”

3.请学生简述故事的脉络是怎样的。

(起：1-3段---替父从军;承：第4段---征战沙场;转：5-6段-
--辞官还乡;合：第四段---故事结局)

(三)细读课文，深入研读

学生对故事已有了全局上的把握，本文故事是围绕人物展开，
分析出人物的特色，故事的关键就把握住了。教师将下列问
题用ppt出示，请学生默读，然后教师点名回答。

1.从第一部分可以看出，木兰有什么担忧?能看出木兰怎样的
品质?

(家里没有男丁，父亲要去充军。木兰对长辈的关爱，对家庭
的责任感，以及勇敢果断的性格。)

2.从第二部分我们能看出木兰怎样的品质?

(身为女子，战场上奋勇杀敌，巾帼不让须眉。表现出木兰勇
敢无畏爱国的英雄气概)



3.从第三部分，我们能看出木兰怎样的品质?

(木兰请求辞官还乡，说明木兰不慕名利，情系故乡，热爱和
平生活;同行十二年，战友未发现木兰是女子，说明木兰谨慎
小心又机智。)

4.请同学们总结一下木兰是一个怎样的人?

(木兰是一位深爱家人，热爱和平生活，同时又英勇果敢，谨
慎机制，不慕名利又爱国的女性。)

(四)小组讨论，拓展延伸

对比阅读《陌上桑》，结合修辞分析两篇文章所展现的主角
的品质精神。

(五)回顾全文，小结作业

小结：结合板书请学生集体简述本文说明的内容，结束课文。

木兰诗说课稿和教案篇六

教学目标

1．学习古代劳动人民勇敢乐观的爱国精神和对和平生活的向
往。

2．学习本文详细得当的叙事方法，领会故事情节曲折，富于
戏剧性，充满传奇色彩的特点。

教学重点：

（1）复述故事

（2）理解木兰的人物形象及所表现的思想感情。



教学难点：

详略得当的写作特点。

预习指导

1．，读准下列加点字的音。

机杼可汗鞍鞯辔头燕山胡骑戎机朔气金柝红妆著我旧时裳傍
地走阿姊

2.熟读课文。

教学过程

一、三分钟演讲

二、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同学们有没有听说过古代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故事？
千百年来，这位花木兰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巾帼英雄的形象，
成为中国妇女学习的榜样。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这首北朝民歌
《木兰诗》。《木兰诗》又叫《木兰辞》，选自宋朝郭茂倩
编的《乐府诗集》，这是南北朝时北方的一首民歌，北朝民
歌以《乐府诗集》所载“梁鼓角横吹曲”为主，是当时北方
民歌一种在马上演奏的军乐，因为乐器有鼓角，所以也
叫“鼓角横吹曲”。《木兰诗》则是北朝民歌的代表作。

三、朗读指导

1．请一学生朗读课文，师生共同纠正读音

2．老师范读，做到标准正确

3．优生范读



4．自读体会

5．抽查朗读

四、疏通大意。

1．学生自己疏通字词含义，有不明白的问老师，准备复述这
首诗的故事情节。

2．抽查三个学生复述

3．老师评价纠正

注：复述故事指导：复述故事情节不必像翻译那样，要求字
字落实，复述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来叙述，必要时还可以增加
一些细节描写。人称上可用第三人称。

五、几个问题（讨论解决）

（木兰看到皇上征兵的文告，上面每卷都有父亲的名字。木
兰既考虑到父老弟幼，无人从军的困难，又考虑到天子征兵
是为保家卫国的大计，于是毅然女扮男装替父从军，表现她
深明大义、勇敢、坚强的性格。）

2．提问：这首诗在叙事的详略上有什么特点？为什么这样安
排？

（详写从军缘由、出征想家、辞官还乡、会见亲人；略写十
年战斗生涯和出征前的准备。因为诗歌紧扣“木兰是女郎”
的性格特征安排详略，对能表现中心思想的材料详写。）

3．提问：第5自然段写木兰辞官还家，运用哪些修辞手法，
表现木兰的什么情操？（运用夸张，写木兰功劳之大，天子
赏赐之多，木兰辞官不就，表现她不图功名利禄，向往和平
的`劳动生活的高尚情操。）



11．提问：这首诗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这首诗通过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故事，表现了古代
劳动人民乐观勇敢的爱国精神，以及对和平劳动生活的向往。
）

六、小结

《木兰诗》这首叙事诗塑造了花木兰这个不朽的女英雄形象。
她既是一个云鬓花黄的少女，又是一个金戈铁马的战士。在
国家需要的时候，她挺身而出，驰骋沙场，立下汗马功劳。
得胜归来之后，她又谢绝高官，返回家园，重新从事和平劳
动。她爱亲人也爱国家，把对国家对亲人的责任感融合在一
起。木兰的形象，集中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勤劳、善良机智、
勇敢、刚毅、敦朴的优秀品质。这首诗在叙事上有详有略，
对木兰从军缘由、恋别、辞官和还家写得比较详细，淋漓尽
致地写出人物的思想感情；对出征前的准备和军旅生活则写
得比较简略，前者只有四句，后者也仅有六句，详略得当，
是这首诗写作上的一个显著特点。

七、作业

a．1．课后练习一至四题。2．预习《卖油翁》翻译在作业本上

b．默写

[说课精要]

本文主要在熟读基本成诵的基础上理解写作方法和思想内容.

木兰诗说课稿和教案篇七

1.学习古代劳动人民勇敢乐观的爱国精神和对和平生活的向
往。



2.学习本文详细得当的叙事方法，领会故事情节曲折，富于
戏剧性，充满传奇色彩的特点。

（1）复述故事。

（2）理解木兰的人物形象及所表现的思想感情。

详略得当的写作特点。

1.查字典，读准下列划线字的音。

2.熟读课文。

一、三分钟演讲

二、创设情境，导入  新课

同学们有没有听说过古代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故事？
千百年来，这位花木兰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巾帼英雄的形象，
成为中国妇女学习的榜样。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这首北朝民歌
《木兰诗》。《木兰诗》又叫《木兰辞》，选自宋朝郭茂倩
编的《乐府诗集》，这是南北朝时北方的一首民歌，北朝民
歌以《乐府诗集》所载“梁鼓角横吹曲”。

为主，是当时北方民歌一种在马上演奏的军乐，因为乐器有
鼓角，所以也叫“鼓角横吹曲”。《木兰诗》则是北朝民歌
的代表作。

三、朗读指导

1.请一学生朗读课文，师生共同纠正读音

2.老师范读，做到标准正确

3.优生范读



4.自读体会

5.抽查朗读

四、疏通大意。

1.学生自己疏通字词含义，有不明白的问老师，准备复述这
首诗的故事情节。

2.抽查三个学生复述

3.老师评价纠正

注：复述故事指导：复述故事情节不必像翻译那样，要求字
字落实，复述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来叙述，必要时还可以增加
一些细节描写。人称上可用第三人称。

五、几个问题（讨论解决）

（木兰看到皇上征兵的文告，上面每卷都有父亲的名字。木
兰既考虑到父老弟幼，无人从军的困难，又考虑到天子征兵
是为保家卫国的大计，于是毅然女扮男装替父从军，表现她
深明大义、勇敢、坚强的性格。）

2.提问：这首诗在叙事的详略上有什么特点？为什么这样安
排？

（详写从军缘由、出征想家、辞官还乡、会见亲人；略写十
年战斗生涯和出征前的准备。因为诗歌紧扣“木兰是女郎”
的性格特征安排详略，对能表现中心思想的材料详写。）

3.提问：第5自然段写木兰辞官还家，运用哪些修辞手法，表
现木兰的什么情操？

（运用夸张，写木兰功劳之大，天子赏赐之多，木兰辞官不



就，表现她不图功名利禄，向往和平的劳动生活的高尚情操。
）

4.提问：这首诗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这首诗通过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故事，表现了古代
劳动人民乐观勇敢的爱国精神，以及对和平劳动生活的向往。
）

六、小结

《木兰诗》这首叙事诗塑造了花木兰这个不朽的女英雄形象。
她既是一个云鬓花黄的少女，又是一个金戈铁马的战士。在
国家需要的时候，她挺身而出，驰骋沙场，立下汗马功劳。
得胜归来之后，她又谢绝高官，返回家园，重新从事和平劳
动。她爱亲人也爱国家，把对国家对亲人的责任感融合在一
起。木兰的形象，集中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勤劳、善良机智、
勇敢、刚毅、敦朴的优秀品质。

这首诗在叙事上有详有略，对木兰从军缘由、恋别、辞官和
还家写得比较详细，淋漓尽致地写出人物的思想感情；对出
征前的准备和军旅生活则写得比较简略，前者只有四句，后
者也仅有六句，详略得当，是这首诗写作上的一个显著特点。

七、作业 

a.1.课后练习一至四题。2.预习《卖油翁》翻译在作业 本上

b.默写

说课精要

本文主要在熟读基本成诵的基础上理解写作方法和思想内容。



木兰诗说课稿和教案篇八

下面是初中语文《木兰诗》说课稿，仅供参考!

一、教材分析

《木兰诗》是人教版初一下册第二单元以“热爱祖国”为主
题的一篇乐府诗，这也是初中学习的第一篇乐府诗。文章写
了女子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充满传奇色彩。塑造了一个
深明大义、果敢智慧的巾帼英雄形象。全诗风格明朗、质朴
生动，是学生学习古诗文技能的基础篇章。

二、学情分析

初一学生接触古文只有一个学期，初步学会了识读，对于通
过阅读来理解

诗文内容、感悟其中的情感，有一定难度。

学生对木兰形象有一定认知，听过花木兰的故事，对学习本
课有兴趣。

三、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掌握重点实词和虚词的意思和用法，理解古文
句子含义，学会翻译古文。

过程与方法：通过对全诗中精彩语句的学习，体会全诗明朗
刚健、质朴生动的风格，能够辨别和理解“互文”修辞。

情感与价值观：树立高尚的爱国情感。

四、重点、难点



重点：掌握古文的修辞手，积累精彩语句。

难点：掌握古文修辞手法，句子含义。体会古文的美感。

五、教法和学法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引导者，采用
讲授、启发、欣赏为本课教学的主要方法。

采用让学生自主学习、小组讨论的方法。

六、教学过程

1、激发兴趣、导入新课

2、初步朗读、整体感知

让同学们默读全诗，遇到不懂词语可借助词典，尝试翻译古
文。在默读的过程中想一想，每一段的故事情节是什么。故
事是如何展开的。

以小组为单位，归纳讨论各段故事情节，每组选一位代表说
出本组的观点。老师进行归纳总结，引导全班得出本文的故
事线索。

3、抓住重点、释疑解难

带领学生学习古文，逐段进行研读，课文中的重难点句子、
词语通过讲解的方式让学生理解，结合学生之前对古文词语、
句子的尝试翻译，掌握古文修辞手法的运用，以及实词、虚
词的意义和用法。然后学生结合注释、老师的讲解，对段落
进行现代文翻译。

4、整体回顾、拓展延伸



学生复述《木兰诗》的故事情节。翻译本课所学的互文句。

5、布置作业

新课标要求初中学生能够诵读古代诗词，尤其是其中的精华
篇章。本文质朴生动、朗朗上口，而且在整个初中的古文中
地位重要，安排本课的作业：请同学们背诵前4段。

木兰诗说课稿和教案篇九

木兰功成身退，返回家园。详略叙述的恰当。

1.（课前重书上节课的板书）由上节课分析的木兰代父从军，
奔驰征途，引到继续分析后文。

2.指定学生朗读第三部分后，引学生分析这一部分。

(1)这一部分前两句在诗篇前后段落上起着什么作用？具有什
么样的表现力量？

学生回答，教师明确：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是对上段描写的奔驰征途情景高
度的、形象的概括，表明驰抵战场，引到描写战场上的生活
和战斗，在诗篇前后段落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两句诗，
夸张地表现出木兰身跨飞驰战马，万里奔赴战场，穿过关隘、
飞越层峦的矫健雄姿（板书：夸张）。

(2)后四句运用了什么修辞方法？具有什么样的表现力量？

学生回答，教师明确：

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两句对偶（板书：对偶）：凛冽
的北风传送着打更的声音，将士们在军中宿营；寒冷的月光



照射着明晃晃的铠甲，哨兵们在深夜值勤；在艰苦环境的烘
托中（板书：烘托），表现出木兰在战场上的艰苦生活。将
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两句对偶，又是互文，互相渗透（板
书：互渗）：将士们出征十年，经历过上百次激烈战斗，有
的战死沙场，有的'凯旋归来；表明了木兰身经长期激战，英
勇善战，凯旋归来（板书：长期激战凯旋）。

3.指定学生朗读第四部分后，引导学生分析这一部分。

学生回答，教师明确：

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夸张，对偶，互相补充，表明天
子为木兰记多次功、赏赐甚丰，并且还问所欲，意将封任高
官；这就有力地衬托了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
还故乡（板书：夸张衬托），表现出木兰功成身退、眷恋家
乡耕织生活、不慕荣华富贵的纯真性格、高贵品质（板书：
功成身退不慕荣华富贵）。

学生回答，教师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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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排比修辞方法，铺陈地写出
一家亲人因木兰归来而各自产生的符合年龄、身份、性别特
征的行动，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亲切意味。表现出木兰胜
利归来给全家亲人带来了一片欢乐（板书：排比铺陈亲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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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排比修辞方法，铺陈地写出木兰
一连串富有年轻女性特征的换装梳妆动作，表现出木兰久征
胜利归来，恢复女妆，欣喜兴奋的感情。

出门看火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
表现出伙伴看到木兰是女郎时的惊诧和赞叹（板书：伴惊），
衬托了木兰在长期从军当中的谨慎和机警。木兰从军的故事



也就在喜剧高潮中结束（板书：喜剧高潮结束）。

4.指定学生朗读第五部分后，引导学生分析这一部分。

学生回答，教师明确：

这一部分以双兔为喻，很有风趣；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
雄雌，我字，具有代木兰说话的意味，体现了对木兰十分亲
切和非常喜爱的感情（板书：双兔为喻风趣亲切），赞美了
木兰在从军十二年中未被发现是女郎的谨慎和机警（板书：
赞美谨慎机警）。

如有学生把这四句诗归入上一部分，理解为木兰自己的话，
认为木兰在这以兔自喻当中闪耀着风趣、智慧的光芒，体现
了喜悦、自豪的感情，也应予以肯定。

5.引导学生分析这首诗详略叙述的恰当。

这首诗详写什么？略写什么？诗人为什么这样处理题材？

学生回答：教师明确：

这首诗详写木兰的从军缘由、行前准备、征途思亲、凯旋辞
官、返回家园，略写战场生活、百战情况。所以这样详略地
处理题材，原因在于这首诗不是重在表现木兰怎样作战取胜，
而是重在表现木兰这个年轻女郎深明大义、代父从军、性格
纯真、品质高贵。所以诗中扣住从军故事的始末，着重描写
她的内心世界，表现她的思想感情，刻画出了这个血肉丰满
的年轻女郎英雄形象。这样根据人物特点，诗篇主题来详略
地处理题材，非常恰当。

6.指定学生一人朗读全诗。

要求缓急得当，读出气势感情。



背诵并进一步品味这首诗。完成课后练习。

木兰

1.母问女答表明缘由毅然代父从军

3.夸张对偶烘托互渗长期激战凯旋

5.双兔为喻风趣亲切赞美谨慎机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