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语文必修一再别康桥教案(大全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
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
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高中语文必修一再别康桥教案篇一

1、有感情地背诵并默写诗歌;

2、了解徐志摩的经历和诗歌创作背景;

3、以本诗教学为契机，激发学生学习新诗的兴趣，走进徐志
摩;

4、品读诗歌意象，理解情感，感悟诗歌的美。

【教学设想】

2、重在诵读和感悟，引导学生把握诗歌的意象，结合徐志摩
的经历和时代背景，理解诗情。

3、品读鉴赏，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

【教学时数】

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播放英国剑桥大学的照片，配以轻音乐，了解康桥。



二、作者及写作背景介绍

徐志摩(1897年1月15日—1931年11月19日)，浙江海宁硖石人，
现代诗人、散文家。原名章垿，字槱森，留学英国时改名志
摩。曾经用过的笔名：南湖、诗哲、海谷、谷、大兵、云中
鹤、仙鹤、删我、心手、黄狗、谔谔等。徐志摩是新月派代
表诗人，新月诗社成员。

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
洋大学和北京大学。 1918年赴美国克拉克大学学习银行学。
十个月即告毕业，获学士学位，得一等荣誉奖。同年，转入
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进经济系。

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
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
人的影响，奠定其浪漫主义诗风。1923年成立新月社。1924
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26年任光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
大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和南京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
南京大学)教授。1930年辞去了上海和南京的职务，应胡适之
邀，再度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1931
年11月19日因飞机失事罹难。代表作品有《再别康桥》，
《翡冷翠的一夜》。

沈钧儒是徐志摩的表叔，金庸是徐志摩的姑表弟，琼瑶是徐
志摩的表外甥女。

重点信息：现代诗人、散文家;新月派代表诗人，新月诗社成
员;代表作品有《再别康桥》，《翡冷翠的一夜》。

写作背景：《再别康桥》是徐志摩的代表作。写于他第二次
欧游归来之时，实是回忆之作。“康桥”，今通译剑桥，是
英国学术、文化中心，风景胜地，在伦敦北面八十公里左右，
靠近康河(剑河)，以剑桥大学驰名于世。1920年9月徐志摩因
景仰罗素，放弃了他在美国即将获得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



学位，前往英国，想成为罗素的弟子，但罗素因在欧战时力
倡和平而被康桥的三一学院解聘，离开康桥。徐志摩只好当
一名没有学籍的选修生，在康桥度过了一年(1921——1922)，
攻读经济学学位。本诗作于1928年秋再次访问母校后的归途
中。

三、诵读体悟，整体感知。

1、听朗读录音;

2、学生分角色朗读，情感重现;

3、讨论：这首诗的基本内容是什么?诗人的情感是怎样变化
的?请结合诗歌意象具体分析。

明确：

这首诗写的是离别康桥时的所见所感，表达了对康桥的依依
惜别之情。

全诗共七节：

第一节：以“作别”开头，营造了一种别离氛围，无限依恋。

第二、三、四节：“河畔的金柳”、“软泥上的青
荇”、“榆阴下的一潭”等意象，分别写出康桥的美丽、慈
爱和浪漫，并逐步推进，将“我”对康桥的依恋、难忘等复
杂的感情具体化、形象化。

第五、六节：诗人对康桥的情感在“寻梦”中达到高潮!诗人
多想“放歌”，但此时此境，离愁别绪，只能是“悄悄”
与“沉默”。

第七节：“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与开头呼应，节奏一致却又富有变化，



回环往复。看似潇洒的离去，却有着逝者如斯的无奈。云彩
虽然带不走，但康桥在诗人心中永远定格，那是一种情结、
一种永久的怀念。

点拨：徐志摩在《吸烟与文化》中写道，“我在康桥的日子
可真是享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蜜甜的机会了。我
不敢说康桥给了我多少学问或是教会了我什么。我不敢说受
了康桥的洗礼，一个人就会变气息，脱凡胎。我敢说的只
是——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
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康
桥的学习经历对于徐志摩来说，是意义非凡的，让他的思想
和意识发生了改变，所以作者对康桥这一具体的环境，有一
种依恋，一种情结。

四、再读诗歌，感悟提升。

点拨：诗歌的美体现在很多方面，这种美感是丰富而多样的，
语言、意境、意象、韵律等等，请大家结合具体的内容，谈
谈自己的理解。

明确：新月诗派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就是“三美”——建筑
美、绘画美、音乐美。(一)韵式上严守二、四押韵，抑扬顿
挫，朗朗上口。这优美的节奏象涟漪般荡漾开来，既是虔诚
的学子寻梦的跫音，又契合着诗人感情的潮起潮落，有一种
独特的审美快感。(二)诗的结构形式严谨整齐，错落有致。
全诗7节，每节4行，组成两个平行台阶;1、3行稍短，2、4行
稍长，每行6至8字不等，诗人似乎有意把格律诗与自由诗二
者的形式糅合起来，使之成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富有民族
化，现代化的建筑美。(三)绘画美即是辞藻美，如“金
柳”“柔波”“星辉”“软泥”“青荇”这些形象具有色彩，
而且有动态感和柔美感。诗人将具体景物与想象糅合在一起
构成诗的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巧妙地把气氛、感情、景象
融汇为意境，达到景中有情，情中有景。



五、拓展延伸，走进志摩。

【板书设计】

再别康桥

徐志摩

意 象：金柳 柔波 星辉 软泥 青荇

情感：悄悄 轻轻 沉默——无限依恋之情

高中语文必修一再别康桥教案篇二

1、有感情地背诵并默写诗歌;

2、了解徐志摩的经历和诗歌创作背景;

3、以本诗教学为契机，激发学生学习新诗的兴趣，走进徐志
摩;

4、品读诗歌意象，理解情感，感悟诗歌的美。

2、重在诵读和感悟，引导学生把握诗歌的意象，结合徐志摩
的经历和时代背景，理解诗情。

3、品读鉴赏，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

一课时

播放英国剑桥大学的照片，配以轻音乐，了解康桥。

徐志摩(1897年1月15日—1931年11月19日)，浙江海宁硖石人，
现代诗人、散文家。原名章垿，字槱森，留学英国时改名志
摩。曾经用过的笔名：南湖、诗哲、海谷、谷、大兵、云中



鹤、仙鹤、删我、心手、黄狗、谔谔等。徐志摩是新月派代
表诗人，新月诗社成员。

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
洋大学和北京大学。1918年赴美国克拉克大学学习银行学。
十个月即告毕业，获学士学位，得一等荣誉奖。同年，转入
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进经济系。

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
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
人的影响，奠定其浪漫主义诗风。1923年成立新月社。1924
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26年任光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
大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和南京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
南京大学)教授。1930年辞去了上海和南京的职务，应胡适之
邀，再度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1931
年11月19日因飞机失事罹难。代表作品有《再别康桥》，
《翡冷翠的一夜》。

沈钧儒是徐志摩的表叔，金庸是徐志摩的姑表弟，琼瑶是徐
志摩的表外甥女。

重点信息：现代诗人、散文家;新月派代表诗人，新月诗社成
员;代表作品有《再别康桥》，《翡冷翠的一夜》。

写作背景：《再别康桥》是徐志摩的代表作。写于他第二次
欧游归来之时，实是回忆之作。“康桥”，今通译剑桥，是
英国学术、文化中心，风景胜地，在伦敦北面八十公里左右，
靠近康河(剑河)，以剑桥大学驰名于世。1920年9月徐志摩因
景仰罗素，放弃了他在美国即将获得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
学位，前往英国，想成为罗素的弟子，但罗素因在欧战时力
倡和平而被康桥的三一学院解聘，离开康桥。徐志摩只好当
一名没有学籍的选修生，在康桥度过了一年(1921——1922)，
攻读经济学学位。本诗作于1928年秋再次访问母校后的归途
中。



1、听朗读录音;

2、学生分角色朗读，情感重现;

3、讨论：这首诗的基本内容是什么?诗人的情感是怎样变化
的?请结合诗歌意象具体分析。

明确：

这首诗写的是离别康桥时的所见所感，表达了对康桥的依依
惜别之情。

全诗共七节：

第一节：以“作别”开头，营造了一种别离氛围，无限依恋。

第二、三、四节：“河畔的金柳”、“软泥上的青
荇”、“榆阴下的一潭”等意象，分别写出康桥的美丽、慈
爱和浪漫，并逐步推进，将“我”对康桥的依恋、难忘等复
杂的感情具体化、形象化。

第五、六节：诗人对康桥的情感在“寻梦”中达到高潮!诗人
多想“放歌”，但此时此境，离愁别绪，只能是“悄悄”
与“沉默”。

第七节：“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与开头呼应，节奏一致却又富有变化，
回环往复。看似潇洒的离去，却有着逝者如斯的无奈。云彩
虽然带不走，但康桥在诗人心中永远定格，那是一种情结、
一种永久的怀念。

点拨：徐志摩在《吸烟与文化》中写道，“我在康桥的日子
可真是享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蜜甜的机会了。我
不敢说康桥给了我多少学问或是教会了我什么。我不敢说受



了康桥的洗礼，一个人就会变气息，脱凡胎。我敢说的只
是——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
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康
桥的学习经历对于徐志摩来说，是意义非凡的，让他的思想
和意识发生了改变，所以作者对康桥这一具体的环境，有一
种依恋，一种情结。

点拨：诗歌的美体现在很多方面，这种美感是丰富而多样的，
语言、意境、意象、韵律等等，请大家结合具体的内容，谈
谈自己的理解。

明确：新月诗派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就是“三美”——建筑
美、绘画美、音乐美。(一)韵式上严守二、四押韵，抑扬顿
挫，朗朗上口。这优美的节奏象涟漪般荡漾开来，既是虔诚
的学子寻梦的跫音，又契合着诗人感情的潮起潮落，有一种
独特的审美快感。(二)诗的结构形式严谨整齐，错落有致。
全诗7节，每节4行，组成两个平行台阶;1、3行稍短，2、4行
稍长，每行6至8字不等，诗人似乎有意把格律诗与自由诗二
者的形式糅合起来，使之成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富有民族
化，现代化的建筑美。(三)绘画美即是辞藻美，如“金
柳”“柔波”“星辉”“软泥”“青荇”这些形象具有色彩，
而且有动态感和柔美感。诗人将具体景物与想象糅合在一起
构成诗的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巧妙地把气氛、感情、景象
融汇为意境，达到景中有情，情中有景。

再别康桥

徐志摩

意象：金柳柔波星辉软泥青荇

情感：悄悄轻轻沉默——无限依恋之情

文档为doc格式



高中语文必修一再别康桥教案篇三

1，感知《再别康桥》的诗意美，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
语文教案－再别康桥。

2，学会新诗的鉴赏方法。

a，通过教师的指导朗读学会欣赏诗歌的音乐美。

b，通过教师的分析赏析，学会从诗歌的意象及形式等方面入
手赏析诗歌。

教学重点

诗人独具特色的意象选择；

《再别康桥》的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

教学设想

教学方法：诵读吟咏法，欣赏法。

媒体设计：播放校园歌曲《再别康桥》。

播放黄磊朗诵带《再别康桥》。

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

课时安排：一课时。

课堂教学设计

一，导语：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一首带有淡淡哀愁的离



别诗牵动了多少文人学者的心。徐志摩，他就这样悄悄地来，
又这样悄悄地走了。诗人志摩是怎样一个人呢？让我们和志
摩一起《再别康桥》，走进诗人内心。

二，播放歌曲《再别康桥》，附上剑桥的图片。

（解说：音乐能陶冶人的性灵。《再别康桥》这首诗本身就
极具音乐美。播一首由《再别康桥》改成的歌曲，可以让学
生从另一个艺术层面去感受志摩的诗。配上剑桥的优美的图
片，让学生由听觉到视觉都对《再别康桥》有一定的感知。）

三，志摩其人及写作背景。

徐志摩（1896—1931），浙江海宁人，笔名云中鹤、南湖、
诗哲。1918年赴美留学，1920年赴英国，就读于剑桥大学，
攻读博士学位，其间徐志摩邂逅了林徽音，度过了一段美好
的留学时光。

《再别康桥》这首诗，较为典型地表现了徐志摩诗歌的风格。
诗歌记下了诗人1928年秋重到英国、再别康桥的情感体验，
表现了一种含着淡淡忧愁的离情别绪，初中一年级语文教案
《语文教案－再别康桥》。康桥，即剑桥，英国著名剑桥大
学所在地。康桥的一切，早就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如今
又要和它告别了，千缕柔情、万种感触涌上心头。康河的水，
开启了诗人的性灵，唤醒了久蜇在他心中的激情，于是便吟
成了这首传世之作。

四，播放黄磊朗读的《再别康桥》，老师指导朗读。注意诗
歌的节奏及饱含的深情。

五，整体鉴赏《再别康桥》。（从诗歌的意象，诗歌的形式
入手赏析这首诗歌）

（一），提示：自古写离别诗之作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大家



比较熟悉的还记得有哪些诗词？

明确：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一绝》：“此地别燕丹，壮士
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王勃的《送杜少府之
任蜀州》：“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
若比邻。”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
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李
白的《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
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启发：如果我们把这些诗歌和徐志摩的这首诗一下，在送别
的对象上有什么不一样呢？

明确：一般离别诗离别的是人，这首诗离别的却不是人，
是“西天的云彩”，告别对象由人间向自然景物转移，跳出
了寒喧叮咛的俗套，给人清新飘逸之感。这些物象（云彩等）
寄托着诗人的感情，这种有着诗人感情的物象即是诗歌的意
象。诗人如何选择意象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正是我们要重点
赏析的部分。

（二），从诗歌的意象入手赏析诗歌。

提问：

a，本文在意象的选择上独具特色，请同学们找出本文的意象
分别是哪些？

明确：云彩，金柳，柔波，青荇，青草，星辉等自然景物。

b，学生讨论这些意象的选择有什么作用？

明确：

诗人告别康桥时，避开送行的人，周围的高楼大厦，车水马



龙等平常物象，而选取云彩等自然景物，这就避开了人间烟
火，造出一种清新感。

如把河畔的金柳喻成夕阳中的新娘，这样就把无生命的景物
化作有生命的活动，温润可人。柳树倒映在康河里的情景，
浸透了诗人无限欢喜和眷恋的感情。夕阳照射下的柳枝，渡
上了一层妩媚的金黄色。那金色的枝条随风轻轻摇摆，影子
倒映在水中，像美丽的新娘。这波光里的艳影，在水中荡漾，
也在诗人的心头荡漾。景中见情，情中有景，情景交融在一
起。其他意象的选择也如此。绿油油的水草在柔波里招摇，
仿佛在向诗人招手示意。而到晚上泛舟归来，水波与星光交
相辉映，所以诗人情不自禁地要“在星辉斑斓里放歌”。诗
人的快乐通过恰当的意象选择达到了顶点。这正是本诗意象
选择的独具特色之处。

（三），从诗歌的形式入手赏析诗歌。

《再别康桥》在形式上具有三美：绘画美，音乐美，建筑美。

1，绘画美，是指诗的语言多选用有色彩的词语。全诗中选用了
“云彩，金柳，夕阳，波光，艳影，青荇，彩虹，青草”等
词语，给读者视觉上的色彩想象，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康桥
的一片深情。全诗共七节，几乎每一节都包含一个可以画得
出的画面。如向西天的云彩轻轻招手作别，河畔的金柳倒映
在康河里摇曳多姿；康河水底的水草在招摇着似乎有话对诗
人说……作者通过动作性很强的词语，如“招手”“荡
漾”“招摇”“揉碎”“漫溯”“挥一挥”等，使每一幅画
都富有流动的画面美，给人以立体感。

2，音乐美，是对诗歌的音节而言，朗朗上口，错落有致，都
是音乐美的表现。

a，押韵，韵脚为：来，彩；娘，漾；摇，草；虹，梦；溯，
歌；箫，桥；来，彩。



b，音节和谐，节奏感强。

c，回环复沓。首节和末节，语意相似，节奏相同，构成回环
呼应的结构形式。

3，建筑美，是节的匀称和句的整齐。《再别康桥》共七节，
每节两句，单行和双行错开一格排列，无论从排列上，还是
从字数上看，也都整齐划一，给人以美感。

（解说：在诗歌的形式美赏析方面，结合徐志摩崇尚闻一多的
“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诗学主张，所以作这三方面
的点拨。教师重点讲析绘画美，学生讨论音乐美和建筑美。

4、学生指名用一段话来描绘：你的面前浮现出怎么样的一幅
图画？

师述：诗人闻一多20年代曾提倡现代诗歌的“音乐的
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再别康桥》一诗，可以
说是“三美”具备，堪称徐志摩诗作中的绝唱。

六、小结本文。

我们从诗歌的意象，诗歌的形式入手赏析现代诗歌，同学们
要学会这种鉴赏新诗的方法。

七、学生再读诗歌，感受诗的内容和形式的美。（放女声录
音，学生跟着读）

八、联想迁移，拓展诗歌

阅读鉴赏：《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

欣赏徐志摩的另外一首著名的离别诗，并与《再别康桥》作
简单的比较。



沙扬娜拉

——赠日本女郎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场娜拉！

1、学生朗读全诗。

2、学生独立欣赏全诗。

3、教师点评：

明确：这首精致的小诗，描摹了日本女郎那种温柔而礼貌的
神态。诗的第一行描写了日本女郎同客人道别时鞠躬的神态，
突出其温柔。接着用娇羞的水莲形容女郎的美丽与温柔也流
露出诗人对其由衷的赞美。“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依
依惜的神情宛在面前,诗人从女郎的道别声中听出了”密甜的
忧愁”,这正是诗人此时此地的内心感受.而这一切是刹那间
袭来的情思.。

诗在外在形式上也是着意追求的，注意诗的音乐美。五行中
有四行是字数不一的长句，第三行是两个短句重复，形成了
起伏缓慢的节凑和柔和的旋律，采用的韵脚是“柔、羞、
愁”。美的内容和美的形式高度统一。

九、布置作业：课外读徐志摩诗



高中语文必修一再别康桥教案篇四

这首诗内容上较为简单，学生很好理解。同时，这首诗没有
那么深刻的象征意义和社会意义，就是简单的表达一种离愁
别绪和眷念之情，很好理解。所以，本诗的学习打算通过以
朗读来带动感悟，以感悟来指导朗读的方式来学习。主要是
在朗读过程中以节次为单位来引导学生分析情感和朗读技巧。
再者，这首诗是新月派诗歌，所以，对于闻一多“三美”主
张做介绍，并在写作特色分析方面安排群学思考。

安排一课时。

[学习目标]

1.反复诵读来体悟诗歌情感；

2.注意本文的“三美”特色，并能分析出来；

3.自行体悟对于这种面对美好事物逝去我们无限怀念的普遍
情感。

[教学流程]

一、导入新课

人生有七大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
人生第六苦就是“爱别离”。别离是一种执着的苦。人生本
来聚少离多，“多情自古伤离别”。冯至《别离》写道 “我
们招一招手，随着别离，我们的世界便分成两个。”

离别时是痛苦的。待到花落云散，冬雷震震夏雨雪之时，才
惊觉昨天的生活已是今天的美梦，所爱的终究像手中的沙一
般飘扬而去，午夜梦回之际，这“爱别离”的滋味，怎一
个“苦”字了得。今天我们学习新月派诗人徐志摩的一首别



离诗《再别康桥》。

二、了解背景

1.那么，康桥是何？“康桥”即“剑桥”英国著名的学术、
文化中心，风景胜地，是英国著名剑桥大学所在地。

2.作者为何要为康桥写一首别离诗呢？1920年，25岁的徐志摩
“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衔的引诱”，到英国留学。第
二年，进入剑桥大学王家学院。1922年学成回国。这一段的
留学生活，特别是剑桥美丽的自然景色，给他留下了深刻印
象，他在1922年8月10日启程回国前夕，写下了《康桥再会罢》
一诗，表达对康桥的眷恋。1928年，徐志摩重游英国。7月的
一个傍晚，他一个人悄悄来到了久别的母校，漫步于寂静的
校园，怀念逝去的美好岁月。但斗转星移，物是人非，没有
人认识他，满腔的热情和对母校的眷恋之情无以倾诉。前来
寻梦的诗人，怅然若失。乘船归国途中，诗人挥笔写下了这
首诗。

三、了解诗歌

1.中国是诗的国度，《诗经》《楚辞》流传千古，唐诗宋词，
名家辈出。从五四到现在，新诗也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历
程。可是有人却说，中国现当代诗坛只有一个半诗人。尽管
这种评价太偏激了，却也可以看出这一个半诗人在中国诗坛
的分量。他们是谁呢？一个是徐志摩，半个是何其芳。

《再别康桥》，是诗人徐志摩最重要的代表作。这首使诗人
获得巨大声誉的诗作，就其思想内容而言，的确没有什么重
要的东西，只不过是表达一种极平常极普通的离情和那种微
波似的轻烟似的别绪，并无什么深刻的思想意义，但这首诗
的艺术美、诗意美值得感受。

2.请大家自行朗读，注意划分节奏，标出韵脚。



3.希望听到大家的朗读，在朗读过程中谈谈你对于某一节的
理解。

a.第1节连用三个“轻轻的”，正见出诗人只身悄悄来到和离
开康桥的情景，诗人不愿惊动他心爱的母校，不愿打破她的
宁静与和谐，只想悄悄地与康桥作依依惜别。这里，诗人的
感情温柔细腻，诗歌节奏轻缓、徐舒。为全诗定下了感情基
调。

b.第2节写康河岸边的柳树在夕阳中倒映河中的景象，将柳树
比喻成“新娘”，独具匠心，表现了诗人极度迷恋的感情。
康河的美景，留住了诗人的心，他乐而忘返了。

c.第3节“招摇”二字写出了康桥对诗人的欢迎态度。在这样
的诗情画意里，诗人醉了，他“甘心”做康河里的“一条水
草”，“甘心”二字写出了他对康桥永久、热烈的爱恋。

d.第4节写潭水及由此引发的联想。这里的“榆阴下的一潭”
指拜伦潭，那里榆阴蔽日，非常清凉，诗人留学期间常去那
里读书、乘凉、遐思。虹与梦，奇异的意象，写出了潭水的
静美，表达了诗人对拜伦的仰慕与追怀。这里融情入景，营
造出难以言传的优美意境。

e.第5节紧承上节诗意，对“梦”加以引申，向诗意纵深处开
掘。这里的“梦”，是对过去留学生活的真实写照，暗含了
对逝去的康桥生活的无限留恋之情。

f.第6节诗人的思路急转，把读者从梦境拉回到现实，别情缕
缕，离绪重重，现在哪有心思歌唱呢？诗情达到高潮。但这
个高潮却以情绪的低落和基调的抑郁作为标志。惟其如此，
才表达了诗人对母校的离情。

g.第7节照应开头，写诗人悄悄地走了，康桥却在诗人心中，
挥之不去。



四、艺术特色

同学们通过朗读、分析，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艺术特色上的不
同之处？

生思考（2分钟）（附会用到的知识点）

1.徐志摩（1897—1931），浙江海宁人。现代诗人、散文家。
父亲兴办实业。1910年，徐志摩入杭州府中学堂，开始接
受“新学”。1916年入北京大学法科。1918年按照其父的愿
望，赴美国学习银行学。1921年春，徐志摩入伦敦剑桥大学
当特别生。剑桥大学两年的英国资产阶级教育，给予他很深
的影响，并由此形成了他的世界观与政治理想。在英国19世
纪浪漫主义诗歌及其他西洋文学的熏陶下，他违背其父期望，
从1921年开始创作新诗。1923年与闻一多、胡适、梁实秋不
满新诗自由散漫成立“新月派”，努力追求新格律。

2.“三美”（闻一多）：

绘画美：表现为诗人注意诗的画面感，用词讲究色彩运用和
搭配，如“云彩”“金柳”“艳影”“青荇”“彩虹”“斑
斓”等词语充满色彩感。

五、完成作业

字词积累、练习册。

[课堂小结]

这首诗回环往复的结构形式表达了诗人真挚的感情，创造了
深邃意境。诗人很懂得主观情绪和客观景物和谐融合。他笔
下的康桥是有生命、有灵性的，带有诗人柔和飘逸的风度，
与诗人的感情融为一体。而诗人的情怀又不是直白显露的，
而是热烈而有分寸的；淡淡起头，又淡淡结尾，却包含了多



少复杂情绪，使读者产生丰富的联想和回味。当然，在一唱
三叹、反复回旋中，强化了对母校恋恋不舍的感情，一种挥
之不去的惆怅伤感情绪始终缭绕在心头。

高中语文必修一再别康桥教案篇五

1、引导学生感受康桥柔美秀丽的风光，体味作者对康桥依依
惜别之情；

2、引导学生体味诗中的意象美；

3、当堂背诵全诗。

二、教学重难点

1、诗情的领悟是难点与教学的重点；

2、意象的把握与体味。

三、教学设想

以诵读为主，以课件贯穿始终，集音乐、画面、相片、朗诵
等视听手段为一体，充分感受诗歌的优美境界。

四、课时：

一课时

五、教学步骤

一、导语

古人云：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所以在古人的作品中，既有
“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无奈，又有“天下谁人不识君”的豪
迈，还有“相见时难别亦难”的苦涩，那么现代人是如何理



解离别的呢？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学习徐志摩的《再别康桥》，
领略一下现代人笔下的别离之情！

（解释：康桥=剑桥=gambriage）

然后问学生知道哪些世界名校，学生会说出哈佛大学、牛津
大学、剑桥大学，播放大学图片。让学生指出剑桥大学，引
出对徐志摩的介绍。

二、徐志摩个人资料（课件介绍）

（简要情况—康桥情结），由此引出对《再别康桥》的示范
朗诵。

三、欣赏配乐朗读再别康桥，先让学生读，再用范读，学生
能找出差距（5分）

四、朗读直至背诵全诗（配乐）

五、引导学生感受意象美

先引导学生把握诗中的意象（提问诗中的哪些景物给你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再让他们说出这是为什么——有诗人的情感
融入；再让学生分析这些意象分别融入了作者的哪些感情）

进而由教师总结出意象的含义——是融入了诗人主观情意的
客观物象。

这些意象都是柔美而抒情的事物，浸透了作者对康河的永久
的恋情。他甚至想永远留在这里“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
做一条水草“全诗通过这些意象构筑了梦幻般的氛围，如一
首小夜曲，让人如痴如醉。（配合板书……）

六、课后小结



作诗本乎情景，孤不自成，两不相背。景乃诗之媒，情乃诗
之胚：合而为诗以数言而统万形，元气浑成，其浩无涯矣。

——（谢榛《四溟诗话》）

七、课后作业

1、每人写一首小诗，借景物抒发某种感情；

2、选学徐的其它诗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