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离骚教学设计一等奖(汇总8篇)
在提出意见建议时，我们要注意言之有物、言之有理，不能
草率妄为。以下是对一些实际问题提出的意见建议范文，希
望对您有所帮助。

离骚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一

1、引导学生了解掌握“楚辞”、屈原的相关文学常识

2、引导学生学会朗读并体会诗歌中所展示的人物形象

3、引导理解诗歌的“移情法”和浪漫主义风格

赏读课文，体会屈原人物形象

朗读中“兮”语气的把握

诗歌教学读是重点，所以由读导入，通过读来理解诗人形象。
但由于课文篇幅所限，很多知识不能通过课文本身的解读来
得到，所以在学生学习过程中，随机增加一些相关资料，以
增强学生的认知范围，拓展知识面，深化对诗人形象的理解。

一课时

一、导入：

1、老师有感情地诵读，带动学生齐读。

2、屈原留给学生的印象及相关诗句。

3、学生所掌握的有关屈原的资料。（相关材料汇集）

二、学生朗读全诗，并初步体会诗歌：



1、一读诗歌。这首诗歌与我们之前学过的诗歌相比在形式上
什么特点？

（引出“楚辞”的定义和特点。《离骚》是其中的代表作；对
《离骚》创作缘起的解说，并借用《史记》和《四库提要》
中的相关资料。

2、再读诗歌。注意“兮”的语气。

三、赏读诗歌，体会人物形象

3、三读诗歌。诗歌当中的哪些描述与你意想当中屈原的形象
是相似的？

4、诗歌当中有两个“恐”字，他们怎么解释？从诗的前面两
节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自信的屈原的形象，他还在“担心”
什么？（时光的流逝，汲汲以修：君王老去，积极预政）

5、屈原是内修外美，有着崇高理想的诗人，也是忠君爱国，
力图致君尧舜的政治家。为了丰富这一人物形象，请同学欣
赏本文之后的一个语段。（“昔三后……夫惟灵修之故也”）

四、读完这首诗之后，感觉它的最大艺术特点是什么？

（香草、美人的比喻；浪漫主义风格）

五、齐读结束

六、作业

1、背诵全文

2、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的地位是相当高的，而这些谋臣策士
中如苏秦、张仪等人都是在本国不得志的情况下离开故土，
而在异国有所作为。据此有人认为屈原的行为是一种愚忠，



他大可不必为楚国而死。你怎么看，试着写一篇六百字以上
的小论文。

文档为doc格式

离骚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二

1、引导学生了解掌握“楚辞”、屈原的相关文学常识

2、引导学生学会朗读并体会诗歌中所展示的人物形象

3、引导理解诗歌的“移情法”和浪漫主义风格

赏读课文，体会屈原人物形象

朗读中“兮”语气的把握

诗歌教学读是重点，所以由读导入，通过读来理解诗人形象。
但由于课文篇幅所限，很多知识不能通过课文本身的解读来
得到，所以在学生学习过程中，随机增加一些相关资料，以
增强学生的认知范围，拓展知识面，深化对诗人形象的理解。

一课时

一、导入：

1、老师有感情地诵读，带动学生齐读。

2、屈原留给学生的印象及相关诗句。

3、学生所掌握的有关屈原的资料。（相关材料汇集）

二、学生朗读全诗，并初步体会诗歌：

1、一读诗歌。这首诗歌与我们之前学过的诗歌相比在形式上



什么特点？

（引出“楚辞”的定义和特点。《离骚》是其中的代表作；对
《离骚》创作缘起的解说，并借用《史记》和《四库提要》
中的相关资料。

2、再读诗歌。注意“兮”的语气。

三、赏读诗歌，体会人物形象

3、三读诗歌。诗歌当中的哪些描述与你意想当中屈原的形象
是相似的？

4、诗歌当中有两个“恐”字，他们怎么解释？从诗的前面两
节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自信的屈原的形象，他还在“担心”
什么？（时光的流逝，汲汲以修：君王老去，积极预政）

5、屈原是内修外美，有着崇高理想的诗人，也是忠君爱国，
力图致君尧舜的政治家。为了丰富这一人物形象，请同学欣
赏本文之后的一个语段。（“昔三后……夫惟灵修之故也”）

四、读完这首诗之后，感觉它的最大艺术特点是什么？

（香草、美人的比喻；浪漫主义风格）

五、齐读结束

六、作业

1、背诵全文

2、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的地位是相当高的，而这些谋臣策士
中如苏秦、张仪等人都是在本国不得志的情况下离开故土，
而在异国有所作为。据此有人认为屈原的行为是一种愚忠，
他大可不必为楚国而死。你怎么看，试着写一篇六百字以上



的小论文。

离骚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三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了解屈原及其作品;掌握重要的文言虚词、
实词;能结合诗句分析屈原的形象和塑造人物的手法。

2。过程与方法：掌握诗歌朗读的基本方法，在熟读的基础上
理解文意;学会自主、合作、探究问题，客观地分析问题，评
价问题。

3。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感受屈原屈原爱国忧民的情感和追求
理想九死不悔的精神，培养爱国忧民的思想感情。

教学重点：能结合诗句分析屈原的形象和塑造人物的手法。

教学难点 ：对关键词语的疏通理解。

教时安排：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 阐释毛爷爷《沁园春》诗中“风骚”两字导入

“风”指《国风》，代表《诗经》;“骚”即《离骚》，概括
《楚辞》。《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楚辞》是我
国第一部文人创作的诗歌，分别开创了我国现实主义和浪漫
主义的诗风，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源头，“风骚”也因此
成为文学的代名词，泛指文学。



二、简介《楚辞》和屈原。

《楚辞》是战国时代在我国南方楚地形成的一种叫
做“辞“的新诗体。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屈原的代表作《离
骚》，屈原是“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者，后人又把“楚
辞”的体裁称为“骚体”， “兮”就是一个标志。

有关屈原的了解结合注释1，由学生补充。

三、结合背景知识释题

结合当时楚国的政治现实和屈原的“美政”理想以及两次被
罢官流放的不平遭遇。“离骚”有三种合理的解释：

1。“离”通“罹”， 遭遇;“骚”，忧愁。“离骚”即作者
遭遇忧愁而写成的诗句。

2。“离”，离别。作者抒写离别之愁。

3。《离骚》是楚地歌曲名称，意义与“牢骚”一词相同，含
有牢骚不平之意。

四、诵读课文

1。录音范读，学生轻声跟读，正音。

2。老师范读第一段后总结：

（1）骚体诗的朗读节奏：一般是三、四个节拍，随文切分。

（2）“兮”字是语气助词，读时应拉长语气。

3。学生大声朗读，读准读清。

五、整体感知课文



（一）学生借助课下的注解，小组合作疏通课文的句子，注
意生字、生词及常用字、词的特殊用法，难点由教师点拨。

重点字词小结（投影）

1。通假字

辟：通“僻”，幽僻 道：通“导”，向导 正：通“证”，
作证，为证

2。古今异义

朕：第一人称代词“我” / 用于特指古代皇帝的自称

以为：“以之为”的省略 / 认为

代序：依次替代 / 把与本书相关的文章放在书前来代替序言
的文章

纯粹：美德，完美 / 1、不搀杂别的成分 2、副词，表示判
断、结论的不容置疑

捷径：邪出的小路 / 近路

党人：结党营私的小人 / 同一个党派的人

武：足迹 / 关于军事的

3。词类活用

名余曰正则兮 名，名词用作动词，命名，取名。（字余曰灵
均）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 美，形容词用作名词，美德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 难，形容词意动用法，以。。。。。。为
难

4。特殊句式

恐年岁之不吾与 否定句中代词作宾主，宾语前置，应为“不
与吾”。

肇锡余以嘉名 介词结构后置

（二）学生讨论课文内容，理清思路，把握主旨。

课文节选部分，作者表达了三层意思：自叙身世（家世、生
辰和美名）;自叙追求（品德、才能、理想）;回顾历史，表
明忠心及不为君王理解的苦闷之情。从这三层中，表现了屈
原坚持“美政”、至死不渝的高尚节操，抒发了诗人忧国忧
民、献身理想的爱国情感。

六、布置作业

熟读全诗，背诵第二段。

第二课时

一、 导入

《离骚》是屈原的真情告白，本节课我们一起走近屈原，触
摸他的灵魂，再次感受屈原不屈的心跳。

二、 人物形象研讨

课文从哪些方面写出了屈原的与众不同？

齐读全文，引导学生结合有关诗句分析，并摘抄。



（一）出身不凡，血统高贵。

（二）打扮与众不同，有着突出的外部形象特征，表明其品
质高洁，志向坚贞。

扈江离辟芷，纫秋兰

朝搴木兰，夕揽宿莽

乘骐骥以驰骋

《离骚》原文补充：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

（三）鲜明的思想性格特征：忠君报国，虽死不悔，正直敢
言，执著追求。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离骚》原文补充：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三、 研讨诗歌塑造屈原形象的的艺术手法。



1。《离骚》中作者常以“香草”、“美物”来比喻自己、贤
士和君王，并表达政治理想，这是《离骚》的一大艺术特色，
这种方法叫做“移情法”，即不直接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而
是把它寄寓于某一物上，也就是“移情于物”，这种方法在
古典诗词中广泛运用，在政治不清明的时代，借用“移情”，
可言难言之语，抒难抒之情。

请找出相关的诗句，说说诗人是怎样运用这些比喻来表达政
治理想的？

明确：用香草比喻内在的美好品德，用美人比喻理想中的君
王，

2。在诗中，除了使用比喻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还使
用了什么手法？

对比手法。如：古代明君用群贤与昏庸君王狂放不羁“路幽
昧以险隘”的对比，党人贪图个人享乐与自己为国为民不惜
身遭灾祸的对比。

3。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具体体现在丰富的联想和想像上，
在诗中，诗人尽情地发挥他那神奇的想像力，用奇特的爱好
表达心声，把现实的背景与虚设的幻境巧妙地融为一体，表
现了屈原志洁行高，执着追求的精神，显示了浓厚的浪漫主
义气息。

四、拓展阅读与探究，进一步理解屈原形象。

（二）屈原之死的意义探讨。学生言之有理即可，但要客观
的看待问题。

五、总结

屈原是个爱美的诗人，对美好事物的追求，美政的理想，而



现实却是小人不容，君王不察，忠佞不分，世事不明，在现
实与理想的冲突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孤独的唯美主义和理
想主义者，而他留给我们的是，他和他的《离骚》，那飞扬
的想象力，不羁的洒脱，还有九死而不悔的执著，（朗诵全
诗）

六、布置作业

读《离骚》，读屈原，写一首题为《读你》的现代诗。教师
范文（略）

离骚教学设计一等奖篇四

1、了解屈原的生平和《离骚》，领悟其爱国的实质，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2、诵读课文，理解并掌握诗中的关键语句，培养学生初步鉴
赏古诗的能力。

3、了解“骚体诗”的形式特点，及《离骚》艺术特色。

1、了解《离骚》的艺术特色。

2、鉴赏重要语句，感觉屈原高尚的人格美。

一、导入

二、补充背景资料

1、作者其人。

2、“离骚”的含义

楚辞是战国时期兴起于楚国的一种诗歌样式，又由于楚辞中



最有代表作的作品是屈原的《离骚》，所以后人也以指称楚辞
“骚”，《诗经》被称为“风”，二者合称“风骚”。(补
充)

《离骚》是中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在诗坛当中光芒四射，
可与日月争辉。不仅有着丰富的内容，浪漫的想像，还有强
烈的感情，自成一格的写作手法，历来备受推崇。司马迁对
《离骚》的题解，是“离骚者，犹离优也”。 “离”——遭
遇，“骚”——忧愁，“离骚”即作者遭遇忧愁而写成的诗
句。也有其他的见解认为“离别的忧愁”。

三、诵读课文

1、注意骚体诗的朗读节奏：一般每句三至四个节拍，随文切
分。如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姱/以
鞿羁兮，謇朝碎而夕替。

2、“兮”字是语气助词，没有实在意义，读时应拉长语气。
“兮”用在上下句中间，使全诗具有回环往复的旋律，增强
了诗歌的节奏感。

3、此诗中连词是划分节拍的标志之一，连词前划为一拍。

四、解析第一节

1、生自读第一自然段或生范读

2、疏通难字词

兮：语气助词，无意义。

以：连词并列，“又”例：长太息以掩涕兮

以之为，把…当作或觉得…是，例：竞周容以为度



承接，例：宁溘死以流亡兮

因为，例既替余以蕙纕兮

之：代词，例：

结构助词取消句子的独立性，不译；“的”

古今异义：浩荡：古义，荒唐 ; 今义，形容水势广阔、壮大

工巧：古义，善于取巧;今义，技艺巧妙。

穷困：古义处境窘困;今义，经济苦难

流亡：古义，随流水而消逝；今义，因为灾害或别原因，被
迫离开家乡。

词类活用：步，使……步行，使动用法；

高，加高，形活用为动

厚，推重，形活用为动

群，名活用为动，合群

屈、抑，使动用法，使-受屈，使-受抑

3、疏通重点语句

解析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表现了诗人的极
度苦闷、难以排解的心情，为下面情绪的抒发定下了基调，
这两句承上启下，“民生”也可理解为“人生”，即自叹人
生多艰。

原因是以下几个：



“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茝”。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

“众女嫉余之娥眉，谣诼谓余以善淫”。

“固时俗之工巧，背绳墨以追曲”。

（2）面对这么复杂，黑暗的环境，对自己不公正的待遇，诗
人是报着什么样的态度?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只要是我所向往的美
德啊，即使为之死去多次我也不会后悔)

明确：为了追求自己所崇尚的美德，屈原显示自己的坚定的
决心，“虽九死其犹未悔”，非常直接与正面表示自己的决
心，可见诗人对完美人格的执着追求。(坚持真理，献身祖
国)

“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 (宁愿突然死去，随
流水而消逝啊，我也不肯做出那种世俗小人的丑态。)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保持清白而死于忠直
啊，本来是古代圣贤所所推重的。)

又再次表明自己的坚定意志，为了保持我自己的清白，不放
弃我的理想，我不在乎死。表现作者以前贤为榜样，同时它
也透露了作者精神力量的重要来源。

板书：

坚持真理，献身祖国

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



刚正不阿，一身正气

一、生集体读第二段

二、疏通难字词

请学生翻译，老师做补充

三、探究

1、弄清文中一系列的意象群的含义。

2、前文说“虽九死其犹未悔”，后文说“悔相道之不察兮”，
两者之间是否构成矛盾？

四、写作特色

1、语言方面

（1）句式以六言为主，兼有杂言，整首诗整齐而节奏鲜明。
例如“哀民生之多艰”“终不察夫民心” (六)“众女嫉余之
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2）大量运用“兮”字，不仅加强了生活色彩，而且使诗歌
回环反复，更具有节奏感。

2、修辞手法

（1）大量运用了比喻象征的手法。

如以采摘香草喻加强自身修养，佩戴香草喻保持修洁等。但
诗人的表现手段却比一般的比喻高明得多。如利用蕙纕、揽
茝、蛾眉比喻自己的美德;用灵修比喻君王，众女比喻群奸。
其次，运用了不少香花、香草的名称，例如蕙、芰荷、茝等
来象征性地表现政治的、思想意识方面的比较抽象的概念，



不仅使人感受到花草的色、香，从直觉上增加了作品的色彩
美，也把我们引向一种更深远美好的境界。

（2）运用了对偶的修辞手法，如“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
诟”、“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高余冠之岌
岌兮，长余佩之陆离”等，将“兮”字去掉，对偶之工与唐
宋律诗对仗无异。

（3）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其具体体现在丰富的联想和想像
上，在诗中，诗人心情地发挥他那神奇的想像力，把现实的
背景与虚设的幻境巧妙地融为一体，显示了浓厚的浪漫主义
气息。

（4）多用双声叠韵联绵词及叠音词。如“羁”“郁邑”“侘
傺”“陆离”等是双声词，“岌岌”“菲菲”等是叠音词。

五、总结

五千年中华文明史少不了屈原，灿烂的中国文学史少不了屈
原。屈原的伟大，在于他的矢志不移的爱国精神，不与小人
同流合污的高风亮节。同时，在于他所写成的诗歌，使诗歌
中的精品，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透过这两节课，希望同学
们在赏析《离骚》的艺术特色，也能去体会诗人的高尚的品
质，为人生树立一面镜子。

六、作业

背诵《离骚》并整理出课文中的通假字，词类活用的用法。

政治理想：哀民生、遵规矩、施美政

政治遭遇：灵修不察、众女嫉余、时俗工巧

操节心志：屈心抑志、九死未悔



退隐闪念：回车复路、退修初服

离骚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五

1.知识与能力：了解屈原及其作品;掌握重要的文言虚词、实
词;能结合诗句分析屈原的形象和塑造人物的手法。

2.过程与方法：掌握诗歌朗读的基本方法，在熟读的基础上
理解文意;学会自主、合作、探究问题，客观地分析问题，评
价问题。

3.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感受屈原屈原爱国忧民的情感和追求
理想九死不悔的精神，培养爱国忧民的思想感情。

能结合诗句分析屈原的形象和塑造人物的手法。

对关键词语的疏通理解。

2课时

“风”指《国风》，代表《诗经》;“骚”即《离骚》，概括
《楚辞》。《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楚辞》是我
国第一部文人创作的诗歌，分别开创了我国现实主义和浪漫
主义的诗风，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源头，“风骚”也因此
成为文学的代名词，泛指文学。

《楚辞》是战国时代在我国南方楚地形成的一种叫
做“辞“的新诗体。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屈原的代表作《离
骚》，屈原是“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者，后人又把“楚
辞”的体裁称为“骚体”，“兮”就是一个标志。

有关屈原的了解结合注释1，由学生补充。

结合当时楚国的政治现实和屈原的“美政”理想以及两次被



罢官流放的不平遭遇。“离骚”有三种合理的解释：

1.“离”通“罹”，遭遇;“骚”，忧愁。“离骚”即作者遭
遇忧愁而写成的诗句。

2.“离”，离别。作者抒写离别之愁。

3.《离骚》是楚地歌曲名称，意义与“牢骚”一词相同，含
有牢骚不平之意。

1.录音范读，学生轻声跟读，正音。

2.老师范读第一段后总结：

(1)骚体诗的朗读节奏：一般是三、四个节拍，随文切分。

(2)“兮”字是语气助词，读时应拉长语气。

3.学生大声朗读，读准读清。

(一)学生借助课下的注解，小组合作疏通课文的句子，注意
生字、生词及常用字、词的特殊用法，难点由教师点拨。

重点字词小结(投影)

1.通假字

辟：通“僻”，幽僻道：通“导”，向导正：通“证”，作
证，为证

2.古今异义

朕：第一人称代词“我”/用于特指古代皇帝的自称

以为：“以之为”的省略/认为



代序：依次替代/把与本书相关的文章放在书前来代替序言的
文章

纯粹：美德，完美/1、不搀杂别的成分2、副词，表示判断、
结论的不容置疑

捷径：邪出的小路/近路

党人：结党营私的小人/同一个党派的人

武：足迹/关于军事的

3.词类活用

名余曰正则兮名，名词用作动词，命名，取名。(字余曰灵
均)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美，形容词用作名词，美德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难，形容词意动用法，以……为难

4.特殊句式

恐年岁之不吾与否定句中代词作宾主，宾语前置，应为“不
与吾”。

肇锡余以嘉名介词结构后置

(二)学生讨论课文内容，理清思路，把握主旨。

课文节选部分，作者表达了三层意思：自叙身世(家世、生辰
和美名);自叙追求(品德、才能、理想);回顾历史，表明忠心
及不为君王理解的苦闷之情。从这三层中，表现了屈原坚
持“美政”、至死不渝的高尚节操，抒发了诗人忧国忧民、
献身理想的爱国情感。



熟读全诗，背诵第二段。

《离骚》是屈原的真情告白，本节课我们一起走近屈原，触
摸他的灵魂，再次感受屈原不屈的心跳。

课文从哪些方面写出了屈原的与众不同?

齐读全文，引导学生结合有关诗句分析，并摘抄。

(一)出身不凡，血统高贵。

(二)打扮与众不同，有着突出的外部形象特征，表明其品质
高洁，志向坚贞。

扈江离辟芷，纫秋兰

朝搴木兰，夕揽宿莽

乘骐骥以驰骋

《离骚》原文补充：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

(三)鲜明的思想性格特征：忠君报国，虽死不悔，正直敢言，
执著追求。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离骚》原文补充：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1.《离骚》中作者常以“香草”、“美物”来比喻自己、贤
士和君王，并表达政治理想，这是《离骚》的一大艺术特色，
这种方法叫做“移情法”，即不直接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而
是把它寄寓于某一物上，也就是“移情于物”，这种方法在
古典诗词中广泛运用，在政治不清明的时代，借用“移情”，
可言难言之语，抒难抒之情。

请找出相关的诗句，说说诗人是怎样运用这些比喻来表达政
治理想的?

明确：用香草比喻内在的美好品德，用美人比喻理想中的君
王，

2.在诗中，除了使用比喻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还使
用了什么手法?

对比手法。如：古代明君用群贤与昏庸君王狂放不羁“路幽
昧以险隘”的对比，党人贪图个人享乐与自己为国为民不惜
身遭灾祸的对比。

3.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具体体现在丰富的联想和想像上，
在诗中，诗人尽情地发挥他那神奇的想像力，用奇特的爱好
表达心声，把现实的背景与虚设的幻境巧妙地融为一体，表
现了屈原志洁行高，执着追求的精神，显示了浓厚的浪漫主
义气息。



(二)屈原之死的意义探讨。学生言之有理即可，但要客观的
看待问题。

屈原是个爱美的诗人，对美好事物的追求，美政的理想，而
现实却是小人不容，君王不察，忠佞不分，世事不明，在现
实与理想的冲突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孤独的唯美主义和理
想主义者，而他留给我们的是，他和他的《离骚》，那飞扬
的想象力，不羁的洒脱，还有九死而不悔的执著，(朗诵全
诗)

读《离骚》，读屈原，写一首题为《读你》的现代诗。教师
范文(略)

离骚教学设计一等奖篇六

《离骚》第一课时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1.赏文:反复吟诵古诗词，读准字音、读通诗句、把握节奏。

2.品人:疏通文意，理解并掌握关键语句，体悟诗人情感，背
诵诗歌。

教学重难点：

1.重在指导学生读准字音，读通诗句.粗通文意。

2.在粗知文意的基础上，指导学生“情读”诗歌。

教学方法：

1.运用讲读法、逐节诵读、讲讲背背，指导朗读，指点难字
读音、难字词义。



2.运用讨论法，让学生理解诗中作者的爱国忧民感情及他为
追求理想而九死未悔的精神。

教具准备：

多媒体

教学步骤：

激趣导入，明确目标：

由端午节是为了纪念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导入，屈原是世界文化名人。为什么屈原能够赢得全世界人
的尊重呢今天让我们带着这一问题一起走进历史上的宏伟诗篇
《离骚》赏其文，品其人，寻找答案。

板书课题:

《离骚》

三读三求，理解文本。

听读，读准字音，感受一段音乐美。

1.听配乐朗读，要求学生听准字音并关注重点字词的读音，
并且给句子划分节拍。（投影展示读要求及骚体诗的诵读指
导）

2.听生试读第一段，注意字音和句读，让学生评价；学生自
由读读准字音句读；再找一位学生范读进行前后比较。

3、全班同学齐读课文。

意读，读通文意，触发一份《离骚》情。



1.解题：“离骚”，“遭忧也。”多媒体展示关于屈原和
《离骚》的文学常识。

（1）简介屈原

屈原，名平，字原。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楚辞”
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上个世纪中，曾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
人。

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生活在时代大动荡，社会
大变革的战国中期。当时，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贵族集团
的残余势力，在宗国内部和宗国之间进行着内外交错的复杂
斗争。据《史记屈原列传》记载，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
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义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
宾客，应付诸侯。王甚任之。”还曾“使屈原造为宪令”。
屈原力主革新政治，举贤授能，除残去秽，励精图治。这就
突破了贵族阶级的局限，而适应了新兴阶级的政治要求。楚
国贵族集团中的顽固派不断打击和排挤屈原，使他一生为之
奋斗呼号的政治理想不能得到实现。他就用诗歌倾吐自己的
忧愁幽思、缠绵悱恻的情绪。

（2）《离骚》

《离骚》是屈原一生寻求爱国真理并为之奋斗不息的一个缩
影，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一首政治抒情诗，是“可与日
月争光”的一篇浪漫主义杰作，是诗人的一篇主要代表作品，
也是“楚辞”体的重要代表作品，人们往往以此来统称屈原
的全部诗作，它在我国文学史是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人们
常将“风”“骚”并称，用“风”来概括《诗经》，
用“骚”来概括《楚辞》。

《离骚》的主题表现了诗人为实现祖国富强的崇高目标所作
的热烈追求和不屈的斗争。“离”——忧愁，“离骚”即作
者遭遇忧愁而写成的诗句。全诗373句是屈原的思想结晶，是



他政治失败后用血和泪写成的一篇扣人心弦的抒发忧国之思
的作品，本课便是选于其中的20-32节。

点拨重点字词，明确诗人心志：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至死不改

“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宁死不从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刚正不阿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修身洁行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坚定信念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绝不改变

美读，读准感情，与尔同销万古愁。

屈原把他的遭遇、理想、热情、痛苦全部寄托于《离骚》之
中，可以说《离骚》是作者用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
篇。希望同学们能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点拨:诗人在感叹时要读得深沉有力;

在充满理想时要读得激越而高昂;

在遭遇屈辱之时要读出屈辱与愤懑。

一男生一女生有感情地范读，让学生点评，提到感情要读出
跌宕起伏，不能一个基调。

全班同学有感情地齐读课文。

三、总结全文，背诵课文：



在我们课前我曾问同学们为什么屈原能够得到全世界人的尊
重？想必答案已然知晓。沈从文先生的姨妹曾经给沈从文先
生写得挽联评价道：“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老师觉得用
来评价屈原也是很合适的；而对于《离骚》这样的千古奇文
我们应该牢牢地记住它。

先尝试名句背诵；

段落上下句填空背诵

让学生大胆尝试背诵第一段。

四、布置作业：

板书设计：

离骚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伟大伟大

屈原

六、教学反思：

离骚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七

1、了解屈原的生平，感知其高贵的个人品质和忠君爱国的思
想。

2、了解“骚体诗”的形式特点，抓住关键词语，疏通诗句，
培养学生初步鉴赏、评价古诗文的能力。

3、了解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特征。



1、了解屈原生平及《楚辞》的一般特点。

2、疏通语句，分析表达的思想感情。

3、欣赏诗中的比喻手法，了解《离骚》的浪漫主义特色。

1．理解屈原的精神表现和诗人讴歌、追求的政治理想。

2．文言词句的理解。

三课时

第一课时

一、有关资料

1、屈原生平

屈原，战国末期楚国人，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名平，
字原，丹阳（今湖北秭归）人。他出身于楚国贵族，与怀王
同祖。屈原学识渊博，对天文、地理、礼乐制度以及周以前
各代的治乱兴衰等都很熟悉，善外交辞令。据《史记屈原列
传》记载，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
王图义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付诸侯。王甚任
之。”在政治上他推崇“美政”，即圣君贤相的政治，认为
只有圣君贤相才能把国家治理好，有强烈的忧国忧民，忠君
致治的思想。屈原“美政”的另一体现是民本思想。这在他
的作品里也有很清晰的表述，如“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
之多艰”、“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所谓圣君贤相，
所谓美政，就是要看能否解决民生疾苦问题，能否致民于康
乐之境。屈原曾任左徒，辅佐怀王，参与议论国事及对应宾
客，起草宪令及变法；对外参加合纵与秦斗争，两度出使齐
国。



2、楚辞

楚辞是战国时期兴起于楚国的一种诗歌样式。宋代黄伯思在
《校定楚辞序》中概括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
声，记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在战国中期，
随着屈原等人的一系列作品出现于楚国文坛之后，楚辞于是
形成为一代文学样式。把《诗经》三百篇特别
是“雅”、“颂”中的古板的四言方块诗改为参差不齐，长
短不拘、灵活变幻，词藻华美，对偶工巧的骚体诗，建立一
种诗歌的新体裁，标志着我国文学史的诗歌的新发展，是
《诗经》以后的一次诗体大解放。

3、《离骚》

《离骚》是《楚辞》篇名，是中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离
骚》又常被举作屈原全部作品的总称。在文学史上，还常
以“风”“骚”并称，用“风”来概括《诗经》，用“骚”
来概括《楚辞》。

《离骚》是屈原一生寻求爱国真理并为之奋斗不息的一个缩
影。

二、朗读

1、教师领读，总结：

（1）骚体诗的朗读节奏：一般是三、四个节拍，随文切分。

（2）“兮”字是语气助词，读时应拉长语气。

2、学生自由诵读。参照注释，疏通文义，划分朗读节奏。

三、从“帝高阳”到“曰灵均”八句为第一段。诗人自述家
世、出生年月日和名字由来。



1、自述家世、出生时辰。

高阳，苗裔，朕（秦始皇后成皇帝专称），皇考（如丧考
妣），摄提，贞，孟陬

从远古帝颛顼帝说起，显示诗人与楚国同姓宗亲的血缘关系，
既表现了诗人对祖先的崇拜，又表现他贵族出身的优越感和
责任感。

2、皇考为作者命名。

览揆，初度，正则：公正而有法则（平），灵均：善良而又
平均（原）

自述出生于寅年寅月寅日，诗人以为这是包含特殊文化内涵
的吉宜时日；加上他出生时器度非凡，又获嘉名，诗人认为
这正是他高贵血统和得天独厚的内在美质之所在。这既是他
日后存君兴国、变法图强、热爱宗国的思想感情的原动力，
又是他的悲剧的根源。

四、从“纷吾既有”到“先路也”为第二段。诗人通过“扈
江离”“纫秋兰”“朝搴”“夕揽”等比喻，自述一生不断
追求美好事物、提高自身修养的嘉德懿行。

3、作者内美且修能。

纷，修能，扈：披，辟芷：幽僻的白芷。芷，香草名，白芷。
纫

作者身披各种香草（比喻良好的品德），具有高尚的品德和
修养，希望有所作为。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
余佩之陆离”。



4、早搴夕揽惜时修德。

汩：水急流通状，搴，阰，宿莽

早起登山，夕入洲泽，所采的都是芳香坚固耐久的植物，比
喻自己精勤修德，所行皆忠善长久之道。

5、时不我待，担心美人迟暮。

由其自身深感时不我待，推广开来，言及天时运转，春秋轮
转，草木零落，年岁将尽，担心君王如不能及时举贤用能，
则将无所成就，表达积极进取、忠君忧国的生活态度。

6、弃秽改度用贤才。

提出“抚壮”“弃秽”和任用贤才的政治主张。节末用比喻
的手法，表示愿做革新强国的先驱者，为楚王和国家献身，
一往无前。诗人有着美好的品德，又积极进取，而且胸怀大
志，愿为国家效力，按理应得到楚王的了解和信任，这就为
下文诗人良好的主观愿望与残酷的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
以及诗人所遭遇的挫折作了铺垫。

第二课时

一、从“昔三后”到“而改路”为第三段。诗人先回顾历史
上兴衰成败的教训(前八句)，而后联系楚国的黑暗现实，反
复申诉自己的謇謇忠心和事君不合的悲惨遭遇(后十四句)。

7、赞颂三后之纯粹。

诗人赞颂先古三王的美好品行，重用各种贤才，希望楚王能
向古圣先王学习。

8、尧舜和桀纣的对比。



耿介，昌被：穿衣而不系带的样子，比喻狂放不羁。捷径：
喻政治上的邪道。

帝王不同的政治作为，委婉的告诉楚王要向先圣王学习，遵
循治国之道，任用贤才。

9、党人和自己的对比。

党人只图享乐，结果祸国殃民，既表示对党人的痛恨又替君
王国家担忧，告诉楚往要远小人，任用真正的贤才，委婉地
劝告怀王莫蹈昏君亡国的覆辙。

10、自己忠而被谤的遭遇。

踵：脚后跟，武：足迹，荃：香草名，喻楚怀王

他希望楚王仿效明王圣君，而怀王却被小人包围，听信谗言，
致使诗人忠而被谤，信而见疑。

11、最后又以婚约失败为喻，表达了变法革新所遇的挫折，
委婉地发出对楚王昏庸无能、反复无常的痛心。

总结：课文节选部分的诗句，突出表现了诗人的高尚情操、
纯洁德行、心忧天下和嫉恶如仇的品性。这些情感具有深远
宏大、剧烈动荡的特点。在写法上，以抒情为主，描写和叙
事为辅，但抒情又不空洞苍白或呐喊狂叫，而是用美丽的想
像和诗化的语言表现出丰富的内心世界。

第三课时

一、艺术欣赏

1、《离骚》中作者常以“香草”、“美物”来比喻自己、贤
士和君王，并表达政治理想，这是《离骚》的一大艺术特色，
这种方法叫做“移情法”，即不直接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而



是把它寄寓于某一物上，也就是“移情于物”，这种方法在
古典诗词中广泛运用，在政治不清明的时代，借用“移情”，
可言难言之语，抒难抒之情。

请找出相关的诗句，说说诗人是怎样运用这些比喻来表达政
治理想的？

明确：用香草比喻内在的美好品德，用美人比喻理想中的君
王，

用采摘和披挂江离秋兰比喻修身养性，

用乘骐骥比喻追求和实现美好的政治理想，用荃草比喻现实
中的君王，

用众芳，椒、桂、蕙、比喻群贤，用黄昏期而中道变卦比喻
君王失信。

2、在诗中，除了使用比喻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还使
用了什么手法？

对比手法。如：古代明君用群贤与昏庸君王狂放不羁“路幽
昧以险隘”的对比，党人贪图个人享乐与自己为国为民不惜
身遭灾祸的对比。

3、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具体体现在丰富的联想和想像上，
在诗中，诗人尽情地发挥他那神奇的想像力，用奇特的爱好
表达心声，把现实的背景与虚设的幻境巧妙地融为一体，表
现了屈原志洁行高，执着追求的精神，显示了浓厚的浪漫主
义气息。

二、语法总结

1、通假字



辟：通“僻”，幽僻道：通“导”，向导正：通“证”，作
证，为证

2、古今异义

朕：第一人称代词“我”/用于特指古代皇帝的自称

以为：“以之为”的省略/认为

代序：依次替代/把与本书相关的文章放在书前来代替序言的
文章

纯粹：美德，完美/1、不搀杂别的成分2、副词，表示判断、
结论的不容置疑

捷径：邪出的小路/近路

党人：结党营私的小人/同一个党派的人

武：足迹/关于军事的

3、词类活用

名余曰正则兮名，名词用作动词，命名，取名。（字余曰灵
均）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美，形容词用作名词，美德

4、特殊句式

恐年岁之不吾与否定句中代词作宾主，宾语前置，应为“不
与吾”。

肇锡余以嘉名介词结构后置



5、课文中大量运用语气助词“兮”，其作用是什么？

明确：“兮”是有浓厚的楚国地方色彩的语气词，它在诗句
中的位置不同，作用也不尽一样。用在句中，表语音的延长；
用在句间，表语意未竟，待下句补充；用在句尾，表感叹意
味。就课文来看，“兮”均用在句间，表示语意未完，等待
下句补充。

文档为doc格式

离骚教学设计一等奖篇八

《离骚》是战国时期著名诗人屈原的代表作，是中国古代诗
歌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下面是《离骚》
课堂教学实录，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师：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学习屈原的《离骚》。屈原是战国
时期楚国人，名平，字原，本世纪曾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
曾为楚国的三闾大夫，主张联齐抗秦。楚怀王死后，他两度
被放逐，无可奈何之中，自投汨罗江而死。代表作品有《离
骚》《九歌》《九章》《天问》等。《离骚》是屈原的代表
作，是中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是屈原用他的理想、遭遇、
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请大家反复
朗读课文。

(学生纷纷朗读)

师：刚才朗读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了解到诗人流露的独特情怀
呢?

生：其实，没学这首诗也能了解屈原的情怀啊，谁不知道屈
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呢?

师：这首诗情感的起伏，你能体会到吗?



生：好像没感觉。

师：同学们希望老师怎样去教这篇课文呢?学习这篇课文，你
们希望得到些什么?

生：我觉得老师最好不要自己或者让我们翻译诗中的句子，
因为很难翻，又有方言词，翻译后肯定诗歌的味道就没了，
听起来也会很累、很枯燥。但是，我又觉得如果不翻译，这
首诗我们很难看懂，而且在积累文言词语方面也会有损失，
会学得很心虚。我希望老师能有点新方法。

师：那好，我们就把学习重点放在了解屈原的独特情怀上。
因为诗歌字面意思较难理解，所以我们让这首诗尽量变得短
些，这样就可以少一点要翻译的字词。请同学们尝试一下，
看能否对文中的诗句进行压缩，留下你觉得足以说清作者意
图的话。

(学生埋头动笔，然后讨论了一段时间。)

生：我来改改前面几句。我将这些句子压缩，成了“高阳苗
裔，皇考伯庸。摄提孟陬，庚寅吾降。皇览余度，锡余嘉名。
名余正则，字余灵均。”

(学生鼓掌)

师：大家鼓掌是因为他改得不错吧?那么请问他的改动有什么
特点?

生：诗歌更简练了，每个句子都只有四个字，那么整齐，比
原文更有节奏感了。

师：照你这么说，修改后的诗歌成了四言诗，比原文更好了，
是吗?



生：好像不能这么说。

师：请果断些，到底是修改后的好，还是原诗好?我们评价一
篇作品有哪些标准?

生：应该以主题的需要、表情达意的效果为标准吧。

师：很好!那么四言诗的形式跟原诗形式相比，到底有什么区
别?大家自己读读看。

(学生七嘴八舌地读了起来)

生：四言诗比原诗更整齐，更有节奏感了，但是读起来比原
诗要快，显得比较急促。

生：“兮”字是楚地方言的体现。

师：所以我们能不能把原诗中的那些虚词、语气词，比
如“之”“兮”等随意省略掉?

生：不能。

师：好。但我还是要表扬刚才那位同学，他的提炼不是一般
人能做到的，至少帮助我们把诗歌的主要信息了解得更清楚
了。

(很多学生点头)

师：如果我们冲着紧缩以求简练的目的去改动诗歌，是否只
能改成四言诗?能否再简单些?

生：我来试试，还是改刚才那八句，可以改成“帝裔，考庸。
摄提孟陬庚寅降。皇览余度，锡嘉名。名余正则，字余灵均。
”



(有学生笑了起来)

师：这位同学，你为什么笑?请站起来说说。

生：他把诗的意思保留下来了，但是读起来真难听。

生(七嘴八舌)：是的。

生：对，得把“伯”字添回来。

(学生反应很激烈，老师挑代表发言。)

生：大意没变。不过在表达作者情感时有差异了。因为根据
课下注释，“高阳”帝是楚国君王的远祖，压缩成“高阳苗
裔”才可以看出屈原与楚国血肉相连的关系，“高阳”二字
用意独特，比光说“帝”好得多，因为这是屈原爱国的根本
原因之一。

生：“伯庸”是屈原父亲的字，“朕”是“我”的意
思，“朕考伯庸”虽然也是在介绍自己的父亲，但是体现不
出作者的意图。当某人说“我的父亲是某某领袖”时，不必
加上“伟大”这样的形容词，我们也能体会他说话时的自豪。
但是“伯庸”这个人大家都不太熟，似乎没什么名气，只有
加了“皇”字作修饰，我们才能比较容易体会到屈原的自豪
感，因为“皇”是“伟大”的意思。

生：有。“皇览揆余初度兮”中的“皇”就是对前文“皇
考”的紧缩。

师：谁能告诉我，作者为什么不说“考览揆余初度兮”，而说
“皇览揆余初度兮”呢?“考”是父亲的意思，看起来更明白
啊!

生：还是为了突出父亲的伟大，所以保留“皇”字，省



去“考”了。

(学生开始讨论，片刻后，教师提问，学生自由发言。)

生：“摄提孟陬，庚寅吾降”这样的改法，只是注意到了其
中有三个词语是用来表时间的，出生的时辰交代清楚了，但
却让人觉得无法表达作者的语气。作者是为了强调自己出生
时间的巧合、身世的不平凡，其中“贞”是“正”的意思，
这个字被抽掉后语气就变得很平淡，简直是流水账式的交代，
这个字实在是省不得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