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送元二使安西教学设计(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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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接下
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吧。

送元二使安西教学设计篇一

1、教材简析

《送元二使安西》是盛唐著名诗人、画家和音乐家王维所著
的一首脍炙人口的送别诗。自古人生重离别，自古人生又伤
离别，因而“送别诗”在古诗词大家中可谓颇具规模的一系，
诗人们无一不涉足过这一主题。然而在这浩如烟海的“送别
诗”中，王维的这首《送元二使安西》洗尽雕饰、明朗自然
的语言，抒发诚挚、深厚的惜别之情，以情意殷切、韵味深
永独树一帜。据说落成之后便被人披以管弦，殷勤传唱。明
代李东阳评论此诗说：“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殆不出其
意之外”。这首七言诗共四句，前两句写景，后两句抒情。
但又字字、句句含情。正如王国维所说“一切景语皆情
语。”因此引导学生深刻地感悟这份情是本课教学的关键。
而读是悟情的首要问题。新课程标准在阅读方面的要求
是“整体感知课文，体会作者的态度、观点、感情，理解课
文的内容和思路。”对于古诗教学的要求是了解诗的大意，
体会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因此本课教学“以读代讲”，重
点在读上下工夫。

2、教学目标

n知识与能力



1）、认识生字“舍”，了解用法。

2）、初步学习古诗的朗读技巧，有感情地朗读全诗。体会古
诗表达的思想感情。

3）、结合注释了解古诗的大意。感悟诗歌的内容，想象诗歌
所描绘的情景，体会友人间依依惜别之情。。

（目标2的指定是完成“培养学生的朗读能力，关心作品中人
物的喜怒哀乐，实现读者与文本的情感交流。”目标3的指定
是为的落实新课程标准中对第二学段提出的要求：“能初步
了解诗的大意。”）

过程与方法

1、能够在“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中，多层次阅读，互
相协作。

2、大胆交流、发表独自的见解。

（这两条目标，一方面从协作学习技巧、方式、态度提出了
要求，一方面从自主学习，个性化学习，创新性学习做出了
规定。这两条目标都包含着这样一个信息：“阅读是学生的
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
老师将“珍视学生的独特感受、体验和理解”。）

情感态度价值观

1、感悟诗中表达的浓浓离别情。

2、增强学生热爱祖国的传统文化——古诗的热情。

（形成人文素养是阅读教学的重要内容，新课程标准中对中
学段的情感目标要求是“体会文章思想感情，诵读过程体验
情感。）



3、教学难点、重点

（1）教学重点：在读诗中鉴赏，在鉴赏中读诗。

（2）教学难点：体会诗中表达的浓浓离别情。

（阅读是读者与作者的对话，是一种超越时空的对话，是一
种高尚的精神生活。领悟诗的魅力，可以通过有感情的诵读，
在读中理解诗歌蕴涵的情感，在读中领悟诗歌蕴涵的思想，
在读中提高鉴赏诗歌的能力。因此本课教学重视调动学生阅
读的积极性和兴趣，重视读的层次性和鉴赏性，重视培养和
提高学生的朗读能力。）

4、教学媒体设计

我国古代大教育家荀子早已提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
若见之”。由此可见，闻、见是教学不可或缺的手段。本课
的难点是体会诗中表达的浓浓离别情。如何把诗歌教学的浑
厚内在传达出来，让学生与它一起深呼吸，从而突破难点，
这很大程度上依赖情景的创设。为了平缓教学的坡度，突破
这个难点，在教学中，我采用了多媒体网络技术，有效地化
抽象为具体，把难以理解的内容或者对理解课文起重要作用
的内容，通过各种手段直观地展现出来，调动学生视觉功能，
通过形象、生动的感官刺激，让学生最大限度地发挥潜能，
在有限的时间里，全方位感知更多的信息，提高教学效率，
激活学习的内因。同时，也为学生创设了自主学习环境，充
分调动各类情感因素，促使学生形成最佳的情绪状态，从而
积极、有效地投入学习。

二、说教法

1、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感悟为主线。

2、细化读，让读使诗歌在课堂中化静为动，激活语言文字背



后的隐性内涵。

3、通过对话给予学生心灵自由生长的空间。

（培养学生良好的人文素养，语文素养以及合作探究精神，
创新精神，是新课程标准的重要理念，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同时也为体现新课程标准中知识与能力、情感与态度，过程
与方法三个维度的统一，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构建开放而有活力的语文课堂。全文抓住王维与元二的离别
情这条情感主线，以读促悟，读诗韵，悟诗情，拓诗篇，努
力实现悟读的理想境界。）

三、说学法

1、通过“读、品、诵、悟”的方法学习古诗，达到入诗境、
解诗意、读诗韵、悟诗情。

2、课前预习：自主识字，初读古诗。

四、说教学程序

一）谈话激情，引出课题

我们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化历史，在这一段历史当中，
流淌着这样一条河流，这一条河流中承载着许许多多人们用
真挚的心灵写成的一篇篇文字，我们称它们为古诗文。而这
一篇篇文字我们必须用独特的方法去吟诵它们，才会体现出
它们的价值。也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称这一篇篇文字是我
们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从古至今，人们在离别的时候
总是特别的难过，古人关于离别的诗作很多，1200多年前，
大诗人王维送别他的友人元二，于是又诞生了一首著名的送
别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见证这段深厚的友谊吧！

二）知作者解诗题



1、学生谈对作者的了解。

2、出示作者简介，讲解“奉使出塞”的意思，引出课题。

3、解诗题

（由“奉使出塞”引出课题，衔接自然，并为后面感悟古诗
奠定基础。）

三）抓字眼解诗意

1、结合注释自由阅读，了解大意。

2、反馈阅读，集体评议。

3、师配乐范读，学生评议。

（此环节主要自学了解诗的大意，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并
通过配乐朗读激发阅读兴趣，自然过渡到下一环节。）

四）学技巧读诗韵

1、简单讲解古诗的朗读技巧，放范读录音。

2、指导学生配乐朗读。反馈朗读情况。

（在这里，我们充分利用课件资源，鼓励学生多角度、有创
意的阅读，利用阅读期待、阅读反思和阅读批评，扩展学生
思维空间，使学生在自主阅读中，加深理解和体验，受到情
感熏陶，获得思想启示，享受审美乐趣。）

五）创诗境悟诗情

1、出示渭城图，引读前两句，感受渭城美。（柳色青、空气
新、旅舍舒服、朋友知心）



2、出示安西图，感受荒凉

（利用景物对比，为后面学习做好铺垫。）

3、出示路线图，感受遥远。并了解渭城、阳关及安西的位置。

4、话别元二。

5、层进式引读“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诗人的满腹离愁化作一杯酒，“酒逢知己千杯少”的酒是
连心的酒，“为此春酒，以介眉寿”的酒是祝福的酒，“何
以解忧，惟有杜康”的酒是浇愁的酒，那“劝君更尽一杯
酒”是一杯怎样的酒？引导学生反复读，反复品。）

（在对“酒”的多元解读后，教师情满胸腔地采用“这是一
杯离别的酒——”“这是一杯友谊的酒——”“这也是一杯
连心的酒——”“这更是一杯祝福的酒——”的层进式步步
引读，使学生透过“更”这似乎平淡的表层看到了它深层蕴
涵的深挚情谊。于是每复读一次学生的感情也随之澎湃升腾。

这样的读把诗魂、诗情深深地植根在学生的记忆中，使学生
在与诗作者同呼吸共命运的螺旋式上升的诵读中，将诗中的
完美形象在心底扎根。）

6、读景语，化情语

（王国维说过：“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人间词话》）
诗人巧妙地运用景语，不但写出风景，给风景抹上感情色彩：
“朝雨”在这里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客舍，本是羁旅者
的伴侣；杨柳，更是离别的的象征。选取这些事物，自然有
意关合送别。而进一步借助这些景物，对“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一句的层层渲染，无疑对诗旨的解读又
推进了一步。）



7、读全诗送元二，再悟诗情。

六、放《送别》升华情

(通过细雨滋润般的熏陶，通过自然贴近的互动，通过发自内
心的领悟和感动……语文，柔性的魅力投射开来，让文学的
内在情意美，通过听说读写的外在形式，借助《送元二使安
西》的载体，缠绵地融化、弥漫，无声地润泽。）

七、拓展作业：

搜集离别为主题的古诗，深化情。

送元二使安西教学设计篇二

1、能有感情地朗读和背诵诗歌。

2、感悟诗歌内容，想象诗歌所描绘的情景，体会朋友之间的
深情厚谊。

3、激发对祖国诗歌的热爱，培养课外主动积累诗歌的良好习
惯。

教学重点：感悟诗歌内容，想象诗歌所描绘的情景，体会朋
友之间的深情厚谊。

教学难点：体会作者送别元二时的依依不舍之情。

一课时

一、师生对诗导入，营造氛围。

同学们，送别是古诗词中永恒的话题。正所谓“相见时难别
亦难。”特别是在古代那样一个交通不便、信息不发达的社



会，一旦离别，也许便是天涯海角。所以，以送行饯别表达
深情厚谊便成为一种习俗，送行也因此成为诗人笔下常见的
题材。我们读过“桃花潭水深千尺，”——生：不及汪伦送
我情。读过“孤帆远影碧空尽，”——生：唯见长江天际流。
读过“莫愁前路无知己，”——生：天下谁人不识君。读
过“洛阳亲友如相问，”——生：一片冰心在玉壶。还读
过“海内存知己，”——生：天涯若比邻。从这千古流传的
送别佳句中，我们读出了古人那浓浓的友情。今天我们再来
学习一首脍炙人口的送别诗《送元二使安西》。师板书课题。
生齐读，师纠正。

二、理解题意，介绍时代背景和作者。

1、理解诗题。

要想读懂古诗首先我们得知道题目的意思，谁来结合注释说
一说诗题的意思？（王维送元二出使安西）师明确：这里的
元二是王维的朋友，他姓元排行第二，也就是在元二的上面
还有一个哥哥，我们称为老大。如果姓董，排名第一，就叫
董大。再读诗题。

2、介绍时代背景。元二为什么要出使安西呢？我们来看看当
时的社会背景：唐朝的时候，国势强大，很多国家都想和唐
朝建立友好关系，长安城经常有人被派到国外去出使。而每
一次出使，对于当事人来说是既高兴又忧伤的事情，高兴的
是可以为国家建功立业，做出贡献，忧伤的是要和多年的老
友故交分别。这一别就是海角天涯，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面
了。

安西在哪？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而设的都护府的简
称，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附近。

3、简介作者。



你了解本首诗的作者吗？指名简介作者

三、初读诗歌，掌握节奏。

1、生自由反复地读。

请同学们把这首诗多读几遍，要读准字音和节奏。

2、指名读。

3、师生合作朗读全诗。

生读前四个字，师读后三个字，再换过来读。最后连起来读
一读，师读题目和作者，生读诗歌，注意节奏和韵律。

四、整体感知诗歌内容。

师：读诗，不仅要读出节奏、读出味道来，更要读出感觉、
读出情绪来。如果请你用一个词来表达你读完这首诗的感觉，
你想到的是哪个词语？生思考回答（伤心、难过、惆怅、依
依不舍、痛苦、忧愁）带着这种感觉再来读读课题。生读题。

五、品读诗歌，入境悟情。

（一）感受送别景。

1、送别时的景是怎样的？谁来读读有关诗句？

2、指名汇报并相机出示第一、二句。（渭城朝雨浥轻尘，客
舍青青柳色新）

3、大诗人苏轼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
画中有诗。”

读了王维这两句诗，你的脑海中出现了怎样的画面呢？生汇



报交流

5、创设情境导读。

让我们走入景中，去感受渭城的美。

师：我们看到了春回大地，柳枝吐绿的盎然生机——

生读“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师：看到了春雨润轻尘的清新，闻到了雨后空气的芳香——

生读“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师：看到了春雨绵绵，道路湿润洁净，客舍青青。柳条嫩绿
的清爽——

生读“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7、诗哪两个字最能让我们感受到离别的情感呢？幻灯片出示
（板书：雨柳）。

师引导：我们眼前仿佛出现了飘飘洒洒的细雨和随风摇曳的
柳条，王维为什么选了这两种事物，他要向我们传达什么呢？
雨给了你怎样的感受（生：绵长、惆怅）师：愁的感觉。

（二）体会送别情。

2、课件出示：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你感受到了什么呢？（板书：依依不舍）从哪儿感受到的？
王维为什么会这么依依不舍呢？因为这次离别可不是一般意
义的离别。

3、了解安西的荒凉。



（1）王维要去的地方是哪儿？生：要到安西去。

（2）在你的想象中，安西是个怎样的地方？

（3）出示安西的图片。看了图片，你会用哪些词来形容安西
呢？（荒凉、环境恶劣）

4、体会渭城的繁华。

安西满目荒凉，人烟稀少。而王维和元二喝酒的渭城又是怎
样的呢？（春雨绵绵、生机勃勃）

5、体会路途艰险。

（1）从渭城到安西有多远呢？

（2）出示唐朝疆域图。

从渭城到安西有3000多公里，古时候没有汽车、火车、飞机，
就是用上最快的交通工具骑马去也要用上半年时间。

从渭城到安西要经过阳关。阳关在今甘肃省敦煌县的西南。
它和玉门关都是古时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

（3）出示阳关图、沙漠图

阳关以西就是安西的范围了。这一路上云山浩渺，大漠茫茫，
黄沙漫天，举目无亲，陪伴他的是无尽的戈壁和满目的荒凉。

（5）读了这四句诗，你仿佛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

6、创设情境，引导学生体会王维的依依不舍。

从欣欣向荣的渭城到大漠茫茫的安西，这一路上会发生什么
事呢？到了安西，他能顺利完成使命吗？又能平安地回来吗？



张骞出使西域用了十三年，苏武用了十九年时间才回到祖国。
更何况，王维此时已到了晚年，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和元二能
否再相见很难预料啊。

师：现在，你就是王维，元二即将远行，此刻你有什么话要
对他说吗？把你想说的话写下来。

7、背景音乐中学生写作。

8、交流、反馈，指导朗读。

9、师：是的，此时此刻，王维有太多太多的话想对元二倾诉，
千言万语只化作这一杯又一杯的酒……王维举起第（）杯酒，
（）地对元二说：“（）”

10、教师创设情境导读。

六、深情诵读全诗

七、布置作业

送元二使安西

雨柳

依依不舍

送元二使安西教学设计篇三

王维的诗，我们已经背过几篇了。下面我写几个他诗中的字
考考你们，看你们认识吗？（渭、悒）。部分学困生不认
识）。因此，学习古诗的第一步，必须要认识生字，这是最
基本的要求。要在认识生字的基础上，认真朗读，记住字形，
在把诗读流利的基础上，进一步背诵。



让学生朗读后试着说诗的意思。（经过部分同学一个词一个
词的理解，加上老师对“元二”、“安西”、“渭
城”、“悒”、“阳关”等词的解释，同学们弄懂了这首诗
的意思。）

1、指名同学领背王维的诗。一个同学领背一首，共背了《山
居秋暝》、《竹里馆》、《杂诗》、《相思》、《使至塞
上》、《鹿柴》、《鸟鸣涧》、《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八
首。

2、选择王维写景的诗背诵。

同学们背出了《山居秋暝》、《竹里馆》、《鹿柴》、《鸟
鸣涧》、《送元二使安西》五首。

3、理解前四首诗的诗意。

同桌先一首诗一首诗的交流诗的意思，然后分别指名试说。
（多叫几个同学）

1、合上眼睛，边背诵王维五首写景的诗，边想象画面。背完
后谈自己的感受。

2、通过老师指导，得出王诗的风格特点：诗中有画，画中有
诗。

任选王维五首写景诗中的一首，根据自己对诗的理解，回家
画一幅画，并在背面用铅笔题诗。明天课前同桌根据画的内
容，猜测所画的诗，并点评是否画出了诗意，不当之后加以
纠正。

教材要求的内容不多，我竟用了整整一节课的时间，有些老
师可能会说，为了《积累、运用》上的一首诗，何必浪费那
么多时间？对此，我有不同的观点。课本无非是一个例子。



我们教学的目的就是要把学生引向课堂外那个无边无际的知
识的海洋。只要能够让孩子们学得积极，学得主动，并能获
得更多的知识，我觉得都值。再说，背诵的目的是为了运用。
教学中我不但注意了指导学生对诗的巩固、理解、感受，而
且拓展了学生的视野，提高了他们的综合素养。我觉得在这
方面多花点儿时间值。所以，进行了这样的教学过程。

送元二使安西教学设计篇四

1、认识和会写２个生字：舍、君。能有感情地朗读和背诵古
诗。

2、感悟诗歌内容，想象诗歌所描绘的情景，体会朋友惜别深
情。

3、能培养课外主动积累诗歌的良好习惯。

感悟诗歌内容，想象诗歌所描绘的情景，体会朋友惜别深情。

3、知诗人。关于诗人王维你知道多少呢？生交流课前查找的
资料。

4、揭题：学习王维的一首送别诗《送元二使安西》。

1、生自读古诗。

2、抽生读诗，请生评价，相机提示正音。完成多音字的作业
练习：朝、舍、更

3、理解诗意。紧紧抓住诗文中的注释，谁能来大致说说整首
诗的意思？

4、带着对诗的理解再读古诗



5、配乐师范读古诗。你仿佛看到了哪些的画面？

1、体会渭城之美

（1）雨。这早春时节，你看到的是怎样的雨啊？你想用怎样
的词句来形容这雨？

（2）柳。你看到了怎样的柳树？经过朝雨的洗礼，柳树更是
焕然一新，真是“柳色新”哪！

（3）美读一、二行诗。面对这样的雨，这样的柳，你想说些
什么？你能读出渭城的美吗？

2、体会路途之艰

春雨霏霏，杨柳依依，渭城春景，美不胜收！在这样的一个
清晨，就是在这如诗如画的美景之间，诗人王维却要和他的
朋友元二分别了。他又是怎么送别友人的呢？我们读读后两
句。指名读、再指名读。齐读。

西出阳关无故人，出了阳关有的是什么？你又看到了什么？
出示课件：阳关以西图片。

3、对比激情

也许渭城这儿春雨绵绵，安西那儿——黄沙满天！

也许渭城这儿生机勃勃，安西那儿——满目荒凉！

如果是你的朋友要远行，而且是到像安西这样荒凉的地方去，
你会怎样？

4、激情朗读

元二啊，你能不能少喝一杯，以免醉酒耽误行程呀？学生作



答

都不会放下这酒杯，不是不能放，而是不想放，不愿放。因
为彼此不舍别离，但是不得不（板书：依依惜别）把这种感
觉再带进去，齐读这两句诗。

5、写话：如果你是王维，或者是元二，此时此刻，你会对对
方说些什么，把想说的写下来。

师巡视后交流

6、再读悟情：这一杯杯的难道还仅仅是酒吗？分明是什么？
（板书：友情）

7、读全诗。

1、拓展送别诗，激励学生课外积累。孩子们，因为一次次朋
友间的深情送别，才有了这一篇篇字字珠玑的送别诗。在王
维眼里，离别是一杯杯的苦酒，那么在高适眼里，朋友之间
的离别又是怎样一种情怀呢？出示《别董大》，你从中读出
了什么？（乐观、激励）

诗人全然不写千丝万缕的离愁别绪，而是满怀激情地鼓励友
人踏上征途，迎接未来。这也是一种别样的友情。

远不止这两首。还有如：课件出示《山中送别》、《送杜少
府之任蜀州》、《赠汪伦》。让我们在这些送别诗中记住朋
友之间的友情吧！

送元二使安西教学设计篇五

教学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背诵课文。



2、感悟诗歌的内容， 想象诗歌所描绘的情景， 体会朋友之
间的深厚友谊。

3、激起对祖国诗歌的热爱之情， 培养课外主动积累诗歌的
良好习惯。

教学重难点：想象诗歌中所描绘的情景，体会作者的思想感
情。

教学课时：1 课时

教学准备：学生搜集送别诗

教学过程：

课前谈话：

一、知诗人，解诗题。

师：今天咱们学的这首新诗的作者大家并不陌生，“独在异
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是他的经典诗句，他是
谁？(王维)

师：对，他就是唐代著名诗人王维。(板书：唐  王维)

师：这个人啊，不仅诗写得好，画画也堪称一绝，就连大诗
人苏轼也用八个字来这样赞誉他的作品：诗中有画，画中有
诗。这次，他特地来到渭城，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咸阳市东
北，来送元二这个人出使到安西去。(板书：送/元二/使/安
西)来，把诗题读读---(两遍)

师：哎！说到出使啊，我倒想问问，谁知道出使是奉谁的旨
意去的？（皇上）不去就要——

师：看来，元二此行是非去不可了。



二、晓诗音，明诗意。

1.自由读诗。

2.指名读。  顺势解多音字。(朝，舍)

3.再指名读。（谁还愿意来读一读？这回可要读准确，清楚。
）

4.齐读。 字词的障碍扫除了，让我们一起字正腔圆，有板有
眼的来读一遍。

5.配乐朗读(点击).   师：想不想像这样有感情的朗读？
这并不难，那就要先了解诗所表达的内容。下面就请你们再
次利用书中的注释，手中的工具书自学，看看每句诗讲什么？
不懂的地方可以在旁边打个？号，然后和本组的同学共同解
决。

6.学生自学、讨论、交流、汇报。

谁来说说前两句诗是什么意思？后两句诗呢？谁能把这四句
连起来说说？

三、寻诗眼，悟诗情

（一）寄情酒更浓

师：好，对于这首诗，现在我们已经知其音，明其意(板书：
明意).下面请大家再次默读古诗，想一想，元二与王维到底
是什么关系？从诗中的哪些地方看出来？(元二；故人)

师：除了“元二”和“故人”外，你们注意到“酒”了吗？
这酒他们是怎样喝的？(劝君更尽一杯酒)

师：这么多深情的祝福，说也说不完，道也道不尽。此时此



刻，唯一能够表达 朋友间这样深情厚意的祝福的只有——
(课件出示：后两句)

（二）触景情更深

师：已经记不清喝了多少杯。(课件出示：全诗，配乐)透过
窗子，向外望去，这种难舍难分的情绪是才下眉头，又上心
头。哪些景物又勾起了他们离别的伤感？(朝雨；柳；客舍)

师：是呀！这说明王维他不是本地人，也是孤身在外，身在
异乡为异客，这本来就让人伤感，可现在朋友也要离开家乡
了，客中送客，让人倍加感伤！   细雨蒙蒙、客舍青青、
柳色清新，这是一幅怎样的画面啊！让我们用心去感受再读
读前两句。(生读)听着你们的朗读，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
幅雨后柳色清新图。（师板书：雨后柳色清新图）

（三）路艰心更忧

师：让我们先来看看这幅地图。（出示课件：出使安西路线
图。）元二从长安的渭城出发，途经阳关，最后到达安西。
穿越大半个中国，行程3000多公里，这么说吧，就是用当时
最好的交通工具――也就是骑马也要走上，猜猜看，会走多
长时间。好，咱们也别猜了，注意听—答案是：半年。

师：哇！你觉得怎样？（时间长，路程远。）所以，这是王
维舍不得让元二离开的原因。那阳关以西又是怎样的一番景
象呢？让我们一块，走进安西--（出示课件：狂风呼啸的茫
茫戈壁、沙漠）谁能用一个词来概括你眼中看到的安西。

师： (我也送你们8个字：思维敏捷，语言精当。)可以想象
元二不仅此行一路艰难，即便到了那儿，生活还会更艰难。
而此时此刻的渭城呢？走，去渭城看看--（出示课件：雨后
图）怎么样？（不愧是客舍青青，柳色--清新，一片生机勃
勃，春意盎然）



师：除了有此美景以外，关键是这里还有--老友相伴，对酒
当歌。（出示课件：朋友间饮酒作诗画面）

师：是啊！这一切的落差是如此之大。更何况：安知千里外，
不有雨间风。此行路途艰险，生死难料。这一切，都是好友
王维所担心的，这样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一起，这是一种怎样
的心境啊！让我们带着这种难以言状的心境再来读读这首诗。
要求：边读边想象画面，读到哪个词，就把哪个词的画面想
象出来。（课件：配乐齐诵全诗）

指名读。（板书：相送依依不舍情）

（四）唱诗情难舍

师：下面让我们乘着想象的翅膀，穿越时空，走进诗中，用
心去感悟。（出示课件：古诗情境视频）

四、拓展延伸。

（赠汪伦---这是兴致盎然的以歌相送；黄鹤楼――这是默默
无语的以目相送；别董大――这是满怀鼓励的以言相送：晓
出净慈寺送林子方---这首诗虽然对送别一事只字未提，但通
过西湖的美仍让我们感受到送别时作者的那份恬淡惬意。）
而我们今天学的这一首，是饱含深情的以酒相送。虽然表达
的方式不同，但却都是在以情相送。正是因为有了情，这些
文字才被人们代代传颂，因为有了情，古诗才被人们称为民
族的瑰宝。那下面，让我们站起来， 再饱含深情的把这首诗
读一遍，能背的同学可以背。

五。课后作业。

知道吗？我们的古人素有这样的喜好，那就是读之不足则唱
之，唱之不足则吟之，吟之不足则画之。所以课后也请你为
这首诗配上一幅图，争取像王维一样做到：画中有诗。



六。总结

同学们，记住这句话吧――“腹有诗书气自华”，今天，我
们欣赏到的只是沧海一栗，如果，课下你能去读、去品、去
积累，我相信那时的你一定会“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
出墙来”，而到那时，我们的――班就一定会“一枝独放不
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好，下课―――（放吟唱）

(附：板书设计)

送元二使安西

唐    王维

雨后柳色清新图      相送依依不舍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