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统编版离骚教学设计 离骚名师教
学案(大全8篇)

在辩论过程中，我们可以接触到不同的观点和思维方式，拓
宽自己的思维视野。在辩论中，我们需要根据论点的重要性
和逻辑关系进行有条理地组织。接下来，我们将分享一些辩
论技巧和策略，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在辩论中取得优势。

统编版离骚教学设计篇一

周显王二十九年（前340年）正月初七日，一说周显王三十年
（前339年）正月十四日，屈原生于楚国丹阳秭归。次年，居
乐平里。

周显王三十九年（前330年），屈原居乐平里。自幼嗜书成癖，
读书多而杂，“石洞读书”与“巴山野老授经”当在这一年。

周显王四十年（前329年），居乐平里。屈原虽出身贵族，但
因自幼生活在民众之中，加以家庭的良好影响，故十分同情
贫苦百姓。从这时起，小小年纪便做了许多体恤民众的好事，
博得了众口一词的赞誉。

统编版离骚教学设计篇二

我固执地认为：体会诗歌作品的美，是必须借助朗读的，所
以，我将诵读作为一个重点，楚辞在语言上的特点可以通过
诵读给学生以感性的认识。在读的时候，一定要强调感情，
应该给学生示范。由于这篇《离骚》中的文字是最古老的意
义，所以读来较生涩难懂，但通过诵读也能体会到那种不一
样的美。我的反思如下：

一、教师素质方面



这是我第一次教授这篇课文，在授课经验上难免不足。但在
课前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课堂上能够联系现在与过去，
联想到古诗词句，在适当的时候“出口成章”。另外，我还
能注重诵读，充分调动学生的情感。当然，疏通诗句也是必
不可少的环节，楚辞的语言有很多是古代楚地的方言，对这
些无需关注太多，只要学生能结合注释翻译诗句即可，对于
比较重要的文言字词，我认为教学时候还是不能放过，例如
古今异义词，通假字，本课出现得较多且比较常见，应该指
导学生归纳积累。至于实词的一词多义我觉得不用过多强调，
包括特殊句式，“介词结构后置、宾语前置、定语后置”，
我考虑可以暂且放过，留待以后解决。只要学生翻译是能将
词语翻译准确，句式能调整语序即可。作为高一的学生我觉
得此时讲太多不太合适，且本课是诗歌，重点不应放在此。
疏通诗句是为了整体感知诗歌的情感和思想，本诗的情感比
较复杂，提示学生找关键句，然后总结，我觉得学生比较好
理解。诗歌是节选的，只有三段诗，我觉得没有必要将屈
原“美政理想”的内容加进来，在这两部分诗中，能把握住
主要的感情即可。

二、诵读的基本要求与方式

每次诵读都会确定目标，让学生的阅读有明确的目标、具体
的任务。诵读有多样的形式，比如：教师范读，学生齐读，
学生默读等。诵读也有不同的层次：从通顺到流利到有感情;
从初读感知到细读探究;从一般了解到深化理解;从有所感触
到情感升华。

三、学生素质方面

由于学生是属于层次比较低的一个班，基础相对薄弱一些。
但也能积极配合，认真思考且善于思考，敢于回答问题。例
如：在解答“离骚”二字的含义时，学生就能大胆地说出自
己的看法;在学到通假字“锡—赐”时，学生也能联系自己学
过的历史知识，答出“赐”的意思。在组织诵读时，学生能



在教师的指导下读得有声有色。

四、存在问题

在《离骚》一课的教学中，我虽然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
顺利地完成了这堂课的教学，但也存在几点不足：

首先，课前准备过于充分，虽然也有不少的闪光点，但整节
课有点像在表演，还不够深刻，让旁人觉得有卖弄自己才华
的嫌疑。

其次，教师范读过多，应多留些时间给学生自读自悟的时间
和空间。同时还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让学生立刻进行模仿，
读出真情实感。

最后，学生无论在齐读还是个人读时，教师应多倾听学生读
得是否到位，然后进行适当的指导和点评。

总之，本次教学过程中我感觉基本完成了预想的任务，诵读
的效果还不错，如果能注意以上几点存在问题，如果能再放
得开些，在感情上再投入一些可能效果会更好。

统编版离骚教学设计篇三

《离骚》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两类意象：香草、美人。

《离骚》中充满了种类繁多的香草，有十八种之多，这些香
草作为装饰，支持并丰富了美人的意象，《离骚》中的主人
公的衣冠装饰是由香草缀成;《楚辞》中多次描写采集、互赠
香草，如“结幽兰而延伫”“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而可
诒”，还有大量的歌咏香草，以及有关自己种植、餐饮、喜
爱香草的表白，也颇具有象征的意味。如《惜诵》：“木兰
以矫蕙兮，凿申椒以为粮。播江离与滋菊兮，愿春日以为糗
芳”，以兰蕙为粮，离菊充饥，以此表明自己洁身自好，忠



贞不变的情操;如“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诗人的饮食是这样的精纯，即使是面黄肌瘦也坚不改辙，可
见诗人的信念;“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枇
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采摘芳草香花，如此的不辞辛
劳。可见诗人锻炼修养的辛勤。蕙、兰、桂、椒、芙蓉、荪、
芷、荷杜衡、菊等等这些香草构成了一组意象群，被借用来
表白屈原自己的高标独立，不与小人同流合污的品行，在一
定程度上说就是“善”“美”的人格。

同时，香草意象作为一种独立的象征物，它一方面指品德和
人格的高洁;另一方面和恶草相对，象征着政治斗争的双方，
香草或比况当世贤德，或喻指古代贤人，随文见意，如《离
骚》“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王逸注众芳
为“谕群贤”。屈原此下虚笔设喻:“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
纫夫蕙茝?”王逸《章句》说明取义:“蕙茝皆香草，以谕贤
者。言禹、汤、文王，虽有圣德，犹杂用众贤，以致于治，
非独索蕙茝，任一人也。”在此，香草均是比喻贤能的人物。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
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
伤兮，哀众芳之芜秽。”所及的兰、蕙、留夷、揭车、杜衡、
芳芷，王逸注皆谓“香草”，比喻各怀才具的诸色人才，
是“众贤志士”。

然而，植物总又随季候时节荣枯，不能长期保持最佳的生存
状态;屈原痛心“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荒秽”，屈原
绝望：“兰芷变而芳草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
今直为此萧艾也!”古人洪兴祖《补注》云：“萧艾贱草，比
喻不肖。”“既于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时知之流从
兮,又孰能无变化!”这是“香草”质变的根源，向来坚
持“初服”不改素质的屈原，没有可能以这些随时质变的香
草自喻。

《离骚》中屈原用来自喻品德的只有荷。“制芰荷以为衣兮，
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芰荷、芙



蓉王逸也没有注明是香草。《离骚》中所提及的诸种香草，
或用于佩挂饰物，或用于盛载香袋，不会用以缝制衣裳。装
饰性质的东西可缺，但衣裳用以蔽体，绝不可缺，这对守礼
重美的屈原更为重要。朱熹《集注》谓“此与下章即所谓修
吾初服也”，以荷喻自己本初职志用心，一再表明不改正道
直行之道，荷中通外直，出污泥而不染，最恰切形容屈原自
身的素质。所以香草并不是屈赋中自寄理想的象征。

美人的意象，被认为是比喻君王，“恐美人迟暮”，亦或是
自喻，“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或是喻理
想中的人“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屈原的
抱负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国家强大，人民安乐。而他的
美政思想，在他哪个那个时代。只有靠君臣遇合、知人善任
才能实现。所以说“香草美人传统的本质就是以男女比喻君
臣，以婚约比喻君臣遇合，这是作为一种政治关系的借
喻”(王增斌《从香草美人透视屈原的人格魅力》)的结论，
也不无道理。

《离骚》有三次求女而不得的悲剧，这正暗合了才情甚高的
屈原不被君主赏识重用的现实，“路漫漫其修远兮”，他上
下求索的过程艰辛而痛苦。先求宓妃，但“虽信美而无礼兮，
来违弃而改求”，申明求女非徒渔色，宓妃虽然外貌吸引，
可惜用情不专，“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盘”，既为帝
之妻，又与后羿染，“保厥美而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
行为放浪，绝不可能理解和欣赏屈原忠耿专一而守礼的禀性，
勉强求合，和输解失意的心境毫无好处，屈原只有放弃这次
机会而他求。笔墨落到简秋身上，却以媒母从中阻梗，帝王
已先屈原而得到简秋，第二次求女又告落空。经两次失败，
屈原已将近心灰意冷;趁帝少康尚未和有虞氏二女结亲前，一
碰运气。但屈原心想到媒母的能力，也就主动取消了求亲的
行动，只能感慨：“闺中既以遥远兮，则王又不寤;怀朕情而
不发兮，余嫣能忍与此终古。”这些美人并非不可求，但屈
原意在寻求有共同理想而相知的生命同路人，可惜的是这些
绝世佳人，要不是性情反复，又或人为阻梗，即使求女成家



的私事，也无缘实现。屈原可谓时穷，通向“美政”的目标
的道路实在太遥远了。美人固然为屈原倾心爱慕，其反复多
变的行为特点却不能视为屈原理想的人格象征。

统编版离骚教学设计篇四

《离骚》是我国最早的浪漫主义诗歌杰作，想象瑰丽、奇特，
运用比喻、对偶等修辞格和象征手法，使语言生动形象，节
奏鲜明，富有感染力。

语文知识点一:大量运用了比喻、象征的手法。

以香草比喻内在的美好品德;用美人比喻理想中的君主;用荃
草比喻现实中的君主;用采摘和披挂江离和秋兰比喻修身养
性;用乘骐骥比喻追求和实现自己的美好政治理想;用婚期中
途变卦比喻君主失信。

语文知识点二、运用了对偶的修辞手法。

语文知识点三、全诗以四句为一节，多用“兮”，加上固定
的偶句韵，使全诗一直在回环往复的旋律中进行，具有很强
的节奏感。

《离骚》重点词语

统编版离骚教学设计篇五

《涉江采芙蓉》导学案(人教版高一必修二)

{知识链接}

一诗词选粹迢迢牵牛星(古诗十九首）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



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
间，脉脉不得语。

统编版离骚教学设计篇六

【教学目标】

一、知识教育目标

1．鉴赏汉、魏、晋诗歌的情趣和艺术魅力。

2．了解五言诗的特点，有感情地诵读并背诵这三首诗。

二、能力培养目标

培养学生鉴赏诗歌形象、语言、表达技巧的能力；鉴赏可以
突出重点，不必求全。

三、德育渗透目标

引导学生接受诗中高尚而纯真的情感熏陶，培养学生健康积
极的人生态度。

【重点、难点及解决办法】

如果字词过关了，对诗歌的浅层次的鉴赏比较容易办到，但
深层次的鉴赏恐非易事。希望能够通过这三首诗引导学生对
诗歌进行较深层次的鉴赏。

解决办法

1．疏通诗句，诵读涵咏。

2．从知人论世和语言技巧人手，把握意象，进入意境。



3．领会意蕴，汲取精神营养。

【学生活动设计】

1．第一课时，让学生诵读第一、二首诗，并尝试着从表达技
巧上进行鉴赏。

2．第二课时，让学生结合陶渊明的生平，从情感深处与《归
园田居》产生共鸣。

【课时安排】2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步骤

一、明确目标

学习并鉴赏《涉江采芙蓉》、《短歌行》。

二、整体感知

《涉江采芙蓉》写的是游子采芙蓉送给家乡的妻子。采摘花
草赠给远方的亲人，这种举动在古代诗歌里多有表现。它寄
托了什么呢？让我们看看《古诗十九首》中的“庭中有奇
树”一诗：

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馨香
盈怀袖，路远莫致之。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

由此可以看出，送花草给”所思”是在思念之情铭心刻骨时
自然而有的一种举动，并且所送的花草或为“芙蓉”。或
为“奇树”开的芳香浓郁的花，这又表现了对“所思”的珍
惜之情。



不过，花草很快就会枯萎，送花草给远方的亲人是“无理”
的想法，当送花草的人一转念间意识到花草无从寄出时，内
心的痛苦与惆怅可想而知了。

《短歌行》这首诗流露出对于生命短促的浓浓感伤，不过诗
人并没有陷在消沉的情绪中不能自拔，而在对统一天下大业
的追求中获得了超越。人生苦短、生命无常，这是汉乐府涛
歌里常见的主题，可见当时这个问题萦绕在人们的心中，挥
之不去。由人生有限，引发出人们的思考：人应该怎样活着？
对此，汉乐府诗歌里更多的是主张及时行乐，“昼短苦夜长，
何不秉烛游？”（《西门行》）将这种主张发挥到了极致。
也有劝导人们努力进取的。如”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长歌行》）。曹操的《短歌行》这首诗，前半部分的情
调和汉乐府诗歌相近，后半部分古雅雄浑，气度非凡，又完
全是他自己的风貌了。

三、重点、难点的学习与目标完成过程

1．学习鉴赏《涉江采芙蓉》

《涉江采芙蓉》这首诗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意境高洁、
清幽，一是含蓄不尽，余味悠长。

起首四句是平缓的`叙述。“芙蓉”“兰泽”“芳草”等语，
让人顿感抒情主人公形象的稚洁以及所表达的感情的纯洁、
美好。“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这两句自问自答，语
气也是较为缓和的，不过“远道”一词已为下面的情绪转折
透露出一些消息。五六两句承“远道”而来，“还顾望旧乡，
长路漫浩浩”将“远道”的意思说尽。“还顾”一词，动作
性和画面感很强，读者似乎看到主人公孤单、忧愁、怅惘地
立在船头，徒劳地往故乡的那个方向张望，他看到的是什么
呢？是他不敢去仔细计算的迢迢路程！“漫浩浩”一词，读
起来即给人以路途绵延无尽的感觉。故乡在哪儿？“所思”
在哪儿？至此，抒情主人公感情痛苦到极点。可是，这两句



并没有直接点明主人公的痛苦，这样，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
想像空间，具有含蓄不尽的效果。最后两句也并没有顺接上
面两句，而是从眼前想到此后的生涯，主人公更探的担忧是，
如果两个相爱的人此生都不能相聚相守，那就只能是“忧伤
以终老”了。黯然的情绪真是令人消魂！

统编版离骚教学设计篇七

单元目标

1.积累识记本单元重要实词、虚词。

2.掌握单元文本重要句子的翻译。

3.掌握常见的名句填空。

重点难点

目标2、3

课时安排2课时

一、文言实词

（一）写出下列词语在句中的含义

（1）女也不爽（《氓》）差错

（2）泣涕涟涟泪（《氓》）泪

（3）雨雪霏霏（《采薇》）作动词，下

（4）信誓旦旦（《氓》）诚恳的样子

（5）于今无会因（《孔雀东南飞》）机会



（6）却与小姑别（《孔雀东南飞》）退出来

（7）君既若见录（《孔雀东南飞》）用在动词前，表示对自
己怎么样

（8）逆以煎我怀（《孔雀东南飞》）预料、想到将来

（9）始适还家门（《孔雀东南飞》）出嫁

（10）渠会永无缘（《孔雀东南飞》）他

（11）其黄而陨（《氓》）（名词用作动词，变黄）

（12）士贰其行（《氓》）（数量词用作动词，有二心）

（13）二三其德（《氓》）（数量词用作动词，经常改变）

（14）高余冠之岌岌兮（《离骚》）（形容词用作动词，加
高）

（15）长余佩之陆离（《离骚》）（形容词用作动词，加长）

（16）固前圣之所厚（《离骚》）（形容词用作动词，推重）

（17）孔雀东南飞（《孔雀东南飞》）（方位名词作状语，
向东南）

（18）手巾掩口啼（《孔雀东南飞》）（名词作状语，用手
巾）

（19）卿当日胜贵（《孔雀东南飞》）（名词作状语，一天
天地）

（20）逆以煎我怀（《孔雀东南飞》）（使动用法，使受煎
熬）



（21）足以荣汝身（《孔雀东南飞》）（形容词的使动用法，
使荣耀）

（22）槌床便大怒（《孔雀东南飞》）（名词用作动词，拍，
敲击）

（23）千万不复全（《孔雀东南飞》）（形容词用作动词，
保全）

（24）交广市鲑珍（《孔雀东南飞》）（名词用作动词，买，
购进）

（二）写出下列句中加点词的古今义

（1）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

古：自作主张；今：不受拘束和限制。

（2）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

古：教养；今：从错误、失败中取得的知识或教育、训诫。

（3）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

古：可爱；今：值得怜悯与同情。

（4）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

古：处理；今：处罚决定。

（5）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

古：交错相通；今：交通运输。

（6）长余佩之陆离（《离骚》）



古：修长的样子；今：形容色彩繁杂。

（7）宁溘死以流亡兮（《离骚》）

古：指随流水而消逝；今：指因灾害或其他社会原因被迫离
开家乡或祖国。

（8）偭规矩而改错（《离骚》）

古：改变措施；今：改正错误。

（三）写出在不同句子里的意思

1.将

（1）将子无怒（《氓》）请，愿

（2）出郭相扶将（《木兰诗》）扶持]

（3）宫使驱将惜不得（《卖炭翁》）助词，无意义

（4）上使外将兵（《陈涉世家》）率领

2.谢

（1）谢家来贵门（《孔雀东南飞》）辞别

（2）多谢后世人（《孔雀东南飞》）告诉

（3）阿母谢媒人（《孔雀东南飞》）谢绝

（4）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廉颇蔺相如列传》）道歉

3.故



（1）大人故嫌迟（《孔雀东南飞》）还是

（2）知是故人来（《孔雀东南飞》）原来的，从前的

（3）此物故非西产（《促织》）本来

（4）故作不良计（《孔雀东南飞》）故意

4.适

（1）处分适兄意（《孔雀东南飞》）适合

（2）始适还家门（《孔雀东南飞》）出嫁

（3）适得府君书（《孔雀东南飞》）刚才

（4）适彼乐土（《硕鼠》）到

5.相

（1）誓天不相负（《孔雀东南飞》）相当于“你”

（2）相见常日稀（《孔雀东南飞》）互相

（3）儿已薄禄相（《孔雀东南飞》）面貌

6.见

（1）渐见愁煎迫（《孔雀东南飞》）被

（2）府吏见叮咛（《孔雀东南飞》）相当于“我”

（3）既见复关，载笑载言（《氓》）看见

二、文言虚词



辨析下列各组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

1.何

（1）何方圆之能周兮？（疑问代词，哪）

（2）彼尔维何，维常之华。（疑问代词，什么）

（3）隐隐何甸甸，聚会大道口。（副词，何等）

2.为

（1）为仲卿母所遣（介词，被）

（2）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动词，作为）

（3）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语气词，表示反诘
语气，“呢”）

【积累运用】

三、文言句子翻译

1．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

3.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

4.念与世间辞，千万不复全！

答案：

1.这些都是我内心之所珍爱，就是让我九死（或多死）还是
不后悔。



2.我们都是被逼迫的，你这样我也这样。

3.活着的人，却要以死来告别；心里的愤恨哪里说得尽呢？

4.想到他们将要永远离开人世，无论如何不能再保全了！

四、素材集成

1.《诗经》两首

素材：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适用范围：情感类特别是表达思念之情的散文或记叙文。

阐释：柳絮飘飞。你娇柔的枝条，欲牵绊着谁的脚步；你漫
天的飞絮，欲打探着谁的讯息。千百年来，你还在诉说着那
依依的别情吗？可有飞雪驻于你的发梢，传递一些似是而非
的温暖？诗歌借助杨柳和冬雪这些有着强烈情感意蕴的意象，
表达思念之情，委婉含蓄，意味深长。

2．《离骚》

（1）素材：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亦余心之所
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适用范围：人生信念--人应该有坚定的意志和志向，不因挫
折而改变志向；为了正义和理想，勇于舍弃个人的利益和安
危。

阐释：“虽体解吾犹未变兮”，虽然被君王抛弃，但仍不后
悔；虽然困难重重，但仍不改变理想，表现了屈原对自己志
向的坚贞。他用一生的实践甚至生命向世人表明一个千古真
理：人，绝不能因挫折改变自己的志向。

（2）素材：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适用范围：社会生活--成大事者，必心怀天下;人应具有悲悯
情怀。

阐释：“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楚大夫屈原披
发行吟江畔。虽然他的建议不被怀王采用，但他没有放弃进
谏。虽然他遭小人陷害而被贬，但他没有忘记天下苍生。面
对昏君，面对乱世，屈子不是像庄子那样消极避世，不是像
孟子那样“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不是像陶渊明
那样隐居山林，不问世事。他总是关心着天下黎民，为黎民
的疾苦而歌而哭。

（3）素材：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伏清白以死
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3．《短歌行》

（1）素材：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适用范围：人生短暂，珍惜时光。

阐释：这句话表现了曹操因人生短促而产生的嗟叹和忧虑。
时光易逝，功业难就，人们应珍惜时间，及早建功立业、实
现梦想。

（2）素材：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适用范围：尊重并珍惜人才，以真诚感动人心。阐释：《管
子形解》中说：“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故能
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传说周公吃饭时曾三
次将食物从嘴里吐出，唯恐因接待迟慢而失掉贤人。

4．《归园田居》

素材：“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笼里，复得



返自然。”

适用范围：生活态度--淡泊明志，让人的心灵在“自然”中
得到解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追求精神自由。

阐释：尘世的名与利，就像一张张网，锁住了精神，迷住了
心灵。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默写常见的名句名篇

【考点解读】该考点考查学生对古诗文中名句的识记能力，
能力层级为a。对该考点的考查以填空题的形式出现，要求考
生依据上文，填写下文；或者依据下文，填写上文。该考点
要求考生准确无误地书写，出现错字、白字、添字、漏字，
该题目均不得分。考点设题依据教材要求背诵的古诗文，还
要求依据选修模块适当延伸课外的有关篇目，设置分数6分。

【考题例析】

1.（高考福建卷）默写常见的名句名篇（6分）

（1）匪来贸丝，。（《诗经氓》）

（2）,风雨兴焉。（《荀子劝学》）

（3）山气日夕佳，。（陶渊明《饮酒结庐在人境》）

（4）云销雨霁，。（王勃《滕王阁序》）

（5），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李白《蜀道难》）

（6）乱石穿空，，卷起千堆雪。（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命题立意】本题考查考生默写常见名句名篇的能力（能力
层级为a）



【解析】六句话都是教材中的名句名篇，并且都是要求背诵
的篇章，需要结合上下文准确填写。从时间来看，涉及了先
秦、东晋、唐、宋四个时期，涉及了诗、词、文、赋四种文
体。今年新要求的背诵篇目在考试中有一定的体现。《诗经》
《劝学》《滕王阁序》《赤壁怀古》是出题频率较高的篇章。
这就要求考生在平时备考中一定要重视重点篇目。本题考查
识记能力，需要一字不错，考生失误在于记忆不准或书写出
现错漏。

2.（高考广东卷）补写出下列名句名篇中的空缺部分。（任
选3题，多选只按前3题计分。答对一空给1分。）（6分）

（1）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传不习乎？”（《论
语》）

（2）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白居易《琵
琶行》）

（3）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杜牧《阿房宫赋》）

（4），，小田香径独徘徊。（晏殊《浣溪沙》）

【答案】

（1）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2）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3）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4）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命题分析】本题考查常见的名句名篇的默写。

总结这几年的高考题，这类题目的命题意义在于，重视诵读，



培养语感，强调语文学习中的积累、感悟与熏陶。提高人文
素养。这可以知道学生备考，以明确背诵的重点和方向。

封志莉

[氓、采薇、离骚、孔雀东南飞、涉江采芙蓉、短歌行、归园
田居导学案(人教版高一)]

统编版离骚教学设计篇八

【教学目标】

一、知识教育目标

1．鉴赏汉、魏、晋诗歌的情趣和艺术魅力。

2．了解五言诗的特点，有感情地诵读并背诵这三首诗。

二、能力培养目标

培养学生鉴赏诗歌形象、语言、表达技巧的能力；鉴赏可以
突出重点，不必求全。

三、德育渗透目标

引导学生接受诗中高尚而纯真的情感熏陶，培养学生健康积
极的人生态度。

【重点、难点及解决办法】

如果字词过关了，对诗歌的浅层次的鉴赏比较容易办到，但
深层次的鉴赏恐非易事。希望能够通过这三首诗引导学生对
诗歌进行较深层次的鉴赏。

解决办法



1．疏通诗句，诵读涵咏。

2．从知人论世和语言技巧人手，把握意象，进入意境。

3．领会意蕴，汲取精神营养。

【学生活动设计】

1．第一课时，让学生诵读第一、二首诗，并尝试着从表达技
巧上进行鉴赏。

2．第二课时，让学生结合陶渊明的生平，从情感深处与《归
园田居》产生共鸣。

【课时安排】2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步骤

一、明确目标

学习并鉴赏《涉江采芙蓉》、《短歌行》。

二、整体感知

《涉江采芙蓉》写的是游子采芙蓉送给家乡的妻子。采摘花
草赠给远方的亲人，这种举动在古代诗歌里多有表现。它寄
托了什么呢？让我们看看《古诗十九首》中的“庭中有奇
树”一诗：

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馨香
盈怀袖，路远莫致之。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

由此可以看出，送花草给”所思”是在思念之情铭心刻骨时



自然而有的一种举动，并且所送的花草或为“芙蓉”。或
为“奇树”开的芳香浓郁的花，这又表现了对“所思”的珍
惜之情。

不过，花草很快就会枯萎，送花草给远方的亲人是“无理”
的想法，当送花草的人一转念间意识到花草无从寄出时，内
心的痛苦与惆怅可想而知了。

《短歌行》这首诗流露出对于生命短促的浓浓感伤，不过诗
人并没有陷在消沉的情绪中不能自拔，而在对统一天下大业
的追求中获得了超越。人生苦短、生命无常，这是汉乐府涛
歌里常见的主题，可见当时这个问题萦绕在人们的心中，挥
之不去。由人生有限，引发出人们的思考：人应该怎样活着？
对此，汉乐府诗歌里更多的是主张及时行乐，“昼短苦夜长，
何不秉烛游？”（《西门行》）将这种主张发挥到了极致。
也有劝导人们努力进取的。如”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长歌行》）。曹操的《短歌行》这首诗，前半部分的情
调和汉乐府诗歌相近，后半部分古雅雄浑，气度非凡，又完
全是他自己的风貌了。

三、重点、难点的学习与目标完成过程

1．学习鉴赏《涉江采芙蓉》

《涉江采芙蓉》这首诗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意境高洁、
清幽，一是含蓄不尽，余味悠长。

起首四句是平缓的叙述。“芙蓉”“兰泽”“芳草”等语，
让人顿感抒情主人公形象的稚洁以及所表达的感情的纯洁、
美好。“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这两句自问自答，语
气也是较为缓和的，不过“远道”一词已为下面的情绪转折
透露出一些消息。五六两句承“远道”而来，“还顾望旧乡，
长路漫浩浩”将“远道”的意思说尽。“还顾”一词，动作
性和画面感很强，读者似乎看到主人公孤单、忧愁、怅惘地



立在船头，徒劳地往故乡的那个方向张望，他看到的是什么
呢？是他不敢去仔细计算的迢迢路程！“漫浩浩”一词，读
起来即给人以路途绵延无尽的感觉。故乡在哪儿？“所思”
在哪儿？至此，抒情主人公感情痛苦到极点。可是，这两句
并没有直接点明主人公的痛苦，这样，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
想像空间，具有含蓄不尽的效果。最后两句也并没有顺接上
面两句，而是从眼前想到此后的生涯，主人公更探的担忧是，
如果两个相爱的人此生都不能相聚相守，那就只能是“忧伤
以终老”了。黯然的情绪真是令人消魂！

2．学习鉴赏《短歌行》

理解和欣赏这首诗，可能有两个难点：一是对诗中引用的
《诗经》里诗句的意思不理解，一是对诗中情绪断续、起伏、
变化不易把握。“青青子衿”两句、“呦呦鹿鸣”四句出自
《诗经》，学生对照课文注释理解它们的主要意思即可。至
于如何把握这首诗中情绪的断续、起伏、变化，我们可以从
人的情绪在某个时候变化无端、不必强寻线索的角度来理解，
也可以从它原本是配乐的，首先要和音乐旋律相应和的角度
来理解。从这首诗本身来看，它创作于宴飨宾客时。起
首“对酒当歌”，可见这是一场盛大的筵席。然而，乐极悲
来，诗人油然生出人生苦短的感叹。“譬如朝露”的比喻，
可能和汉乐府《薤上露》有关联：“薤上露，何易晞！露晞
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至“何以解忧？惟有杜
康”两句，诗人借酒浇愁的形象让读者体会到他的情绪低落
到极点；接下来“青青子衿……鼓瑟吹笙”，转到对人才的
渴慕上，似乎是诗人有意自我排解，自我振作；随后“明明
如月……不可断绝”却又回到“忧”上来，似乎是天上皎洁
清冷的月亮又无端触发了他的愁思；“越陌度阡……心念旧
恩”接续前面的对人才渴慕的情思；最后由“月明星稀，乌
鹊南飞”的实景，体察人才的心理，表达希望能够延揽人才、
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的雄心壮志。从以上简要分析来看，诗
人由人生无常带来的深沉忧思和他要招揽贤才、统一天下的
壮志豪情相混杂，情绪或低落或高昂，到诗歌的结尾处，才



让读者体会到诗人已用对理想、对事业的不懈追求驱散了此
前萦绕在心头的忧思愁绪。读整首诗，让人由衷赞叹曹操的
心胸肝胆。写忧思，自然随意，反反复复，将它写得无处不
在，难以排解，让人产生共鸣；写壮志，头角峥嵘，完全是
豪杰气象，又非他人所能比，结语“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何等有气魄！

布置作业

完成“研讨与练习”一的1、3两问。

第二课时

教学步骤

一、明确目标

1．了解陶渊明所处的时代背景、生活经历、真正理解《归园
田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2．了解诗歌鉴赏的一般步骤。

二、整体感知

陶渊明（365—427），一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
九江西南）人。陶渊明少年时代由于家庭和儒家的影响，对
统治阶级抱着幻想，有“大济苍生”的壮志。但他的家世出
身和所处的时代都是对他十分不利的。左右政局的士族和军
阀所热衷的是争权夺利，他们既不想整顿政治，也无意收复
失地。在这样的政治局面下，想实现进步的政治理想是不可
能的。这种客观现实对陶渊明的生活道路以及思想变化有着
深刻的影响。

陶渊明直到29岁才出仕，以后十多年里，他几次做官，都不



过是祭酒、参军等职，不仅济世的抱负无由施展，而且必须
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周旋。这一切只使他感到“志意多
所耻”和“违己交病”。在老庄思想和隐逸风气盛行的影响
下，陶渊明早年就有爱慕自然、企羡隐逸的思想，当他仕途
不得志时，便怀恋这种生活，所以，这十多年里他一直“一
心处两端”，行动上也是仕隐无常。39岁时，他的思想有了
更大的变化，他说：“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
逮，转欲志长勤。”就是说本应该是忧道的，可是道不行，
那就只好躬耕自给了。就在这一年他亲自参加了劳动。此后，
因为“耕植不足以自给”，又一度为彭泽令，在官八十余日，
逢郡督邮来县，属吏告诉他应束带接见，他叹道：“我不能
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职而归。从此他结束了
仕隐不定的生活，坚决走上了归隐的道路。

《归园田居》共5首，约作于从彭泽弃官归隐的第一年，时
年42岁。课文是第一首。《归园田居》写他摆脱污浊的官场，
来到清新的农村后的自由生活和愉快心情，表现了超俗不羁
的品质和闲适愉悦的心境。

三、重点、难点的学习与目标完成过程

1．朗读诗歌，疏通诗句。

补充注释

（1）尘网：尘世的罗网，指仕途。意谓仕途有如罗网一样，
使人不得自由。

（2）故渊：鱼儿原来生活的深水潭。

（3）方：傍。

（4）罗：排列。



（5）尘杂：尘俗杂事，主要指过去官场的案牍和应酬一类的
琐事。

（6）虚室：虚空闲静的居室，比喻没有人事滋扰明净洞澈的
心境。

2．简析诗歌的内容结构。

第一层：表作者个性思想，渴望归田。

第二层：绘作者情趣盎然的田园生活。

第三层：写田园乐之因。

3．结合陶渊明所处的时代背景、生活经历，理解本诗的内容，
体会作者的情感。

陶渊明的志趣与性格、社会的黑暗污浊，终于使他同统治阶
级上层社会完全决裂，回到田园中来。诗歌开篇两句写出了
作者爱丘山、憎世俗的情感，统领全篇。接着以比喻、对偶
的手法，生动地展示了自己为官的“羁鸟”“池鱼”的仕途
生活，表现了对仕途的厌恶，对自由田园生活的强烈渴望。
第二层作者由近及远着力描绘了田园风光：方宅以下四句，
以简淡的笔墨，勾画出自己居所的朴素美好；暧暧以下四句，
视线转向远处，使整个画面显出悠邈、虚淡、静穆、平和的
韵味。作者正是以此作为污浊喧嚣的官场——“樊笼”——
的对立面，表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和人生观念，结末“复得返
自然”的“自然”，既是指自然的环境，也指自然的生活。
诗中诗人把统治阶级的上层社会斥为“尘网”，把投身其中
看成是做“羁鸟”、“池鱼”，把退处田园说成是冲出“樊
笼”重返“自然”，表现了他对丑恶社会的鄙视。在这里，
淳朴、宁静的田园生活与虚伪、欺诈、互相倾轧的上层社会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具有格外吸引人的力量。



当然，陶渊明的归田，是在对污浊的现实完全绝望之后，采
取的一条洁身守志的道路。这时儒家的“独善其身”的`思想
占了主导的地位。从他放弃了实现济苍生的理想来说，具有
一定的消极性，但从他坚持高尚的志趣，决不和统治阶级同
流合污来说，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4．领悟陶诗平淡质朴语言中所蕴含的浓郁诗意。

陶渊明的诗艺术上具有独特的风格和极高的造诣。他的诗给
人的突出印象是平淡自然，平淡的田园风光、农村的日常生
活，以及处于这种生活中的恬静心境；而又是通过朴素的语
言、白描的手法，真率自然地抒写出来，使人感到真好像是从
“胸中自然流出”，没有一点斧凿痕迹，读来十分亲切，还
富有意境。《归园田居》中，我们不只看到榆柳桃李中的几
间草房、村落中的几缕炊烟，听见深巷的犬吠、树头的鸡啼，
所有这些还构成一种境界，它宁静安谧、淳朴自然。这种特
点的形成与诗人的创作方法密切相关。诗人写作田园诗，目
的并不在于客观地描摹田园生活，而是要强调和表现这种生
活中的情趣。因此，他在创作时，并不是随意摄取田园生活
的影像，而是把那些最能引起自己思想感情共鸣的东西摄取
到诗中来，在平凡的生活素材中含有极不平凡的思想意境，，
它潜移默化，使人感到亲切，又感到崇高。苏轼说：“观陶
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已，乃识其奇趣。”所
谓“奇趣”正是从意境中产生的。由于他的诗有意境，因而
也就全篇浑然一体。这在艺术上又与汉魏诗的“气象混沌，
难以句摘”不谋而合。

总结、扩展

通过两个诗歌单元的学习，诗歌鉴赏应该在我们头脑中形成
明晰的概念：它是读者阅读诗歌时的一种审美认识活动，读
者通过诗句的媒介，获得对诗歌塑造的意境的具体感受和体
验，引起思想感情上的强烈反应，得到审美的享受从而领会
诗歌的主旨。诗歌鉴赏是一项较复杂的思维过程，本无固定



顺序，为了帮助同学们较快地形成初步鉴赏诗歌的能力，暂
分三个步骤：诵读、涵咏——解题（知人论世）——释句披
文——人境（进入意境）——会意（领会主旨）——评价
（评定优劣高下）。希望学生们能循着这步骤，鉴赏《归园
田居》的其他四首诗及《其他古诗背诵篇章》中的诗歌，逐
步形成鉴赏诗歌的能力。

布置作业

1．很平常的农村生活场景，在陶渊明笔下为什么显得那么美？

2．鉴赏《归园田居·其二》，体会陶诗平淡自然的风格。

附：板书设计

爱田园—个性、思想

陶渊明—《归园田居》田园美—虚淡、静穆超俗不羁的品质

平和、淳朴闲适愉悦的心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