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琵琶行教案文档免费(实用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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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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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琵琶行教案文档免费篇一

1、学习、欣赏作者以语言文字不珍现音乐形象的艺术手法。

2、体会作者对琵琶女身世的无限同情和共鸣。

学习用文字表现音乐的艺术手法

感受“声中之情”

一、导入

听“曲”（播放音乐）

听一段琶琶曲《十面埋伏》对琶琶声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二、赏“声”

1、学生谈听后之感

2、白居易在听到一曲琵琶后是如何写下他的感受的？（直接
进入第二段的琵琶声部分）

3、诗人是如何用文字来描述音乐形象的？（师生同分析）

三、品“情”



提问设计：音乐是主人公内心情感的流露，那我们一起去体
会琵琶女的琵琶声中的“情”。

1、勾划出文中能体现“声中之情”的诗句

明确：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
说尽主中无限事；别有幽愁暗恨生。

2、如何理解“无限事”、“平生不得志”、“幽愁恨生”？
（过渡到琵琶女的身世）

3、根据课文，学生先朗读，后讨论，理解“声中之情”

明确：琵琶女是一卖艺之女，年轻时因美貌和超群的音乐才
华受众人瞩目。然年长色衰，才华无人赏识，下嫁商妇，独
守空船，故“平生不得志”、“恨生”是一种“怀才不遇”的
“惆怅”，“幽愁”是一种落漠和孤独。

四、识“知音”

设计提问：我们通过了解琵琶女的身世，才听出了她的曲中
之情，可是诗人却在知她遭遇之前就已听出了她的曲中之情，
为什么？（过渡到诗人的处境）

1、学生讨论

2、明确：白居易是贬官，政治抱负不得施展，与琵琶女有相
同的“不得志”

贬谪将辞行“醉不成欢惨将别”心情与琵琶女一样“幽愁”

总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五、比较欣赏刘鹗的《老残游记。明湖居听书》



琵琶行教案文档免费篇二

1、学生朗读第1段，教师提示下面词句。

浔阳江：今江西省九江市北面的一段长江，因临近浔阳，故
古称浔阳江。

主人下马客在船：这一句是互文，意思是主人和客人都下了
马，登上船。

2、作为叙事诗的开头，这一段都写了什么内容?这段中景物
描写的作用是什么?请用诗句中的一个字概括这一段所渲染的
气氛特点。

明确：这一段是全诗的引子，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
人物，引了了琵琶声。

头两句写江头送客，正当秋夜，枫叶如丹，荻花飘白，风声
瑟瑟，这就烘托了一种惆怅惜别的悲凉气氛。

中间四句写船中饯别，"举酒欲饮无管弦"为琵琶女的出场埋
下伏笔，并和后文"浔阳地僻无音乐"照应。在无管弦的寂寞
中饮酒，自然"醉不成欢"酒喝得虽多，却不成欢，言外之意
是心情郁闷，一个"惨"字不但渲染出气氛的特点，而且含蓄
地吐露了诗人的悲抑心情。而船外则是江面茫茫，月影沉壁。
诗人的离情别绪，有如荒江冷月。这些景物描写不仅带有浓
厚的感情色彩，而且也为琵琶女的出场创造了环境气氛。

最后两句用"忽闻"造成语气的强烈转折，未见其人先闻其琵
琶声，用水上传来的琵琶声打破了寂寞、郁闷和凄清。用"主
人忘归客不发"突出琵琶声的艺术魅力，感情由悲抑转为惊喜。

这种气氛可用诗中的一个"惨"字加以概括。



琵琶行教案文档免费篇三

1、欣赏诗中运用比喻，形象描写音乐的语言艺术，

2、了解运用环境渲染气氛、烘托人物思想感情的表现方法。

3．认识封建社会造成琵琶女悲凉身世和诗人失意谪居的黑暗
现实。

白居易，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中唐时期现实主义的伟
大诗人。青年时期家境贫困，对社会生活及人民疾苦有较多
的接触和了解。读书时期特别刻苦以至于舌上生疮。少年就
以诗成，曾以《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
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到京城拜望大诗人顾况，深得
赞赏。29岁中进士，官至翰林学士、左拾遗、刑部尚书。白
居易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揭露现实黑暗，反映劳动人
民痛苦的诗篇，即被称为的“讽喻诗”。白居易的诗通俗好
懂，传说“白傅作诗，老妇皆懂”。生活在由盛转衰的中唐
时期。青年时因战乱曾四处漂泊，对社会生活及人民疾苦有
较多的接触和了解。有“兼济天下”、“为民请命”的理想
和信念，屡次上书针砭时弊。写下了《新乐府》、《秦中吟》
为代表的“讽喻诗”，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揭露了
统治阶级的腐朽和罪恶。长篇叙事诗有《琵琶行》、《长恨
歌》。他积极提倡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
诗合为事而作”，强调和继承我国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优良
传统，反对“嘲风月，弄花草”，作品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白居易任左拾遗官职后，由于得罪了官僚及皇帝，43岁被改
职任太子左赞善大夫，次年由于上书皇帝，言辞急切，被加
上越职奏事的罪名，先被贬为江州刺史，又被贬为江州司马，
《琵琶行》就写于第二年秋天。诗人正是借琵琶女的遭遇共
鸣自身天涯沦落的不幸。



乐府本是汉武帝刘彻开始设立的掌管音乐的机关，任务是制
定乐谱、采集歌词、训练乐工，以备朝廷举行祭祀，召开宴
会或举行其他仪式时演奏。另外，还有一项任务就是采集民
歌，供统治阶级“观风俗”。后来其含义有了变化，指一种
合乐的诗歌，即“乐府诗”，简称“乐府”。乐府诗有广狭
两种意义：狭义的指汉以下入乐的诗，它包括文人创作的和
采自民间的；广义的包括词曲和没有入乐而袭用乐府旧题，
或摹仿乐府诗体裁的作品。这首诗属于后者。

《琵琶行》（原作《琵琶引》）、《长恨歌》，歌、行、引
是古代歌曲的三种形式，后成为古代诗歌的一种体裁。其音
节、格律一般比较自由，形式都采用五言、七言、杂言的古
体，行，又叫“歌行”，它源于汉魏乐府，是乐府名曲之一。
篇幅较长，句式灵活，平仄不拘，用韵富于变化，可多次换
韵。

琵琶行教案文档免费篇四

《琵琶行并序》选自语文人教版必修三第二单元第三篇课文，
属于阅读鉴赏课，这个单元均是唐代诗歌，单元目标是引导
学生进入教学情境，树立背景意识和审美情趣，把握好朗读
和背诵，而本篇《琵琶行》，是唐代著名现实主义诗人白居
易写的一首歌行体叙事长诗，同时它也是我国古代叙事诗和
音乐诗中的“千古绝唱”，在整个单元，甚至整个高中学习
阶段，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本篇课文是高一下学期的课文，此时高一的学生已经初具理
性思维，也具有相关的文言文学习基础，所以字句的疏通上
应该没有问题，可以结合注释在课前预习完成。但如何让学
生在短时间内感受一篇融音乐、文学于一炉的抒情叙事诗是
我重点思考的问题。

新课改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把学生原有的被动学习方式转
变为独立、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培养学生认真思考、热



情参与、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针对此种理念，结合学生鉴
赏诗歌主要还停留在泛读和初读的基础上，没有掌握系统的
诗词鉴赏方法的现实情形，我想以诵读法和合作探究法为主，
让学生反复诵读和相互交流，才能弥补学生在鉴赏方面的缺
乏和不足。

基于以上几点，结合新课标的具体要求，本篇课文计划用三
课时讲授完成，具体教学目标设置如下：

一、梳理文章思路，分析人物形象，把握人物感情。

二、学习作者以文字表现音乐的写作手法。

三、反复诵读，体悟诗情。

教学重难点：把握作者用文字描写音乐的手法。

下面，我着重说一下本节课的教学过程。

一、课文导入

“摔破瑶琴凤尾寒，子期不在对谁弹！春风满面皆朋友，欲
觅知音难上难……”俞伯牙钟子期的故事告诉我们，拥有知
音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失去知音是多么痛苦的事情，而唐代
大诗人白居易也渴望找到自己的知音，并且他还真的就找到
了，可是拥有知音的他却依然眼泪婆娑，这又究竟为何呢？
让我们一起走进《琵琶行》，去探个究竟。

【设计思路】“高山流水”的故事，学生学过，以学生所熟
知的旧知识来引发新知识，契合学生心理，也符合学生阶段
性认知规律，同时，本文思想所蕴含的“知音之遇”，学生
通读文本是可以体会到的，这与学生课前的预习就不谋而合
了，学生私下会为自己的预习成果，窃喜一番，并为之四顾，
为之踌躇满志，对课堂的兴趣便愈加浓厚了。



二、预习反馈。

【设计思路】此环节设置，主要检查学生对于课文基础知识
掌握程度，包括生字读音，重点字词含义，课文大意了解等
等。目的在于：把握学生整体预习情况，为教师灵活展开课
堂教学提供参考。

三、简要介绍歌行体诗歌常识及小序的作用。

【设计思路】该部分，用简单的介绍让学生对文体有所了解，
并积累相关的文学常识。而对于小序的作用，可结合《孔雀
东南飞》中小序的学习，举一反三，迁移把握。具体操作中，
字词理解、大意疏通可以让学生来回答，教师来补充。以此
突出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

四、初步感知课文

1．引导学生朗读课文，也可用师生共读的方式进行。读准字
音，读准节奏。

2．再次引导学生自由朗读课文，分析琵琶女一共弹奏了几次曲
（三次），并以此为依据，梳理文章思路。（可板书）

第一部分：第1段，独自弹琴。

第二部分：第2段到第4段，应邀弹琴。

第三部分：第5段，感言弹琴。

【设计思路】古人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对于古代
诗文的学习，反复吟诵是一种有效感知诗歌内容的手段，也
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门绝学。在未完全了解作者写作背景
的情况下，反复朗读，感知诗歌内容，可以帮助学生尽快理
清文章思路，同时，运用“以意逆志”的阅读方法，能够很



有效地提高学生品读感悟能力。

3.合作探讨：诗中琵琶女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形象？她和诗人
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可板书）

【设计思路】美国教育学家布鲁姆说，有效的教学开始于准
确知道所期望达到的目标。此问题设置，难度适中，但目标
性很强。通过探讨以上问题，学生可以清楚看到，琵琶女是
一个早年得意，中年失意，沦落天涯，但是弹奏技艺又十分
高超的歌女。同时，顺理成章便会联想到，作者的人生究竟
发生了什么？他为何会对一个流落江湖的歌女发出“同是天
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呢？此时教师便可以把
握时机展示出作者生平际遇和本诗的详细写作背景，并进一
步引导，让学生进一步感悟作者这首诗的主题和写作用意。
同时激发出学生更强烈的求知欲望。琵琶女的技艺究竟有多
高超？她的琴声为何能让作者“泪洒青衫”？诗人的文字又
究竟有多神奇？能让琵琶女的.琴声在历史长河奏响千年？顺
理成章，下一步，不用刻意引导，学生便会主动去文中寻找
描写琵琶女弹奏琵琶的语段了，因为他们迫切期待看到更多
的神奇。

4、反复朗读第二段描写琵琶女弹奏琵琶的描写，尝试探讨体
会其精妙之处。

（2）推敲琢磨其中所运用的比喻、叠词，拟声词等艺术手法
对音乐效果的渲染作用；

（3）思考琵琶女的琴声变化，是否暗含着她情感与生活变化
的轨迹呢？因为前面已经有了情感讲解的铺垫，此时学生便
能更深入地感受到文字与音乐的双重魅力：作者果真牛人，
短短几行字，便让我们所有人“如听仙乐而暂明。”琵琶女
果真才女，信手徐弹，便让我们“别有幽愁暗恨生”。

而此时，思维火花被点燃的学生，极有可能会冒出更多的问



题。诸如:琵琶女的琴声变化，是否有着她情感与生活变化的
轨迹？三次奏响的琵琶声，音调节奏有何不同？甚至，作者
真的很有音乐欣赏的才华吗？等等。课堂因发问和讨论而充
实并精彩起来，而教师此时只需借势引导，让课堂在激烈的
探讨声中，逐渐走向尾声，并戛然而止，只剩余音绕梁的琅
琅读书声。诗，美到极致便成了音乐；音乐，美到极致便也
成了诗。一堂优秀的课，也应该是如此。

【设计思路】在学生们此起彼伏的探讨声中，到此，本节课
便告一段落了。综观整堂课，教师起到的仅仅是引导，点拨，
再引导的角色，课堂真正的主人公是一群被点燃了激情的学
生。这是对我们学校“1+4”高效课堂目标追求的贯彻，也是
一次摒弃课堂花拳绣腿展示，将精力完全聚焦教学重点难点
的尝试，这样的设计，会使课堂各环节中随机生成的东西多
起来，课堂也因此自然充实起来，真正体现课堂是生成，而
非刻意设定的教学理念。

作业：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本文的景物描写很
多，试就本文的景物描写对抒发作者感情的作用，写不少
于300字的论述文章。

【设计思路】培养学生独力审美并用文字表达的能力，提高
学生整体素养，最终实现游刃有余地应对高考阅读鉴赏类试
题的目的。

最后，说一下本堂课的板书设计。我认为这样的板书设计简
洁，直观，有利于学生把握这篇课文的重点，也为深入探讨
文章内容以及艺术手法，做了铺垫。

琵琶行教案文档免费篇五

教学要点：

学习《琵琶行》，理解叙述与抒情相结合的艺术手法；领会



天涯沦落的感伤和丰富的内涵。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板书课题，作者，简介作者与作品提示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是唐代继杜甫之后的又一位
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积极提倡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
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反对“嘲风月，弄花草”，
作品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琵琶行》是一首七言长篇叙事
诗，继承了汉乐府叙事诗的传统，是初唐以来七言歌行的代
表作，带有很强的抒情性。由于叙事与感情的结合，白居易
的长篇叙事诗优美动人，可以说是我国古典叙事诗又一新的
高峰，在诗人生前，就被广为传诵，所谓“童子解吟《长恨
曲》，胡儿歌唱《琵琶行》。”时至今日，千百年过去了，
但仍然感人肺腑。

二、教师引导学生对诗的内容作整体把握。

三、串讲小序，讲前布置两个思考题要求学生边听边思考，
串讲后提问。

1、小序有什么作用？

明确：交代了时间、地点、人物和故事概况，概述歌女的悲
凉身世，说明了写作的背景动因，并为全诗定下了凄切的感
情基调。

2、小序已经简明清楚地叙述了琵琶女的故事和自己的感受，
为什么还要写成一首诗呢？

明确：写成了诗，人物和故事更加形象感人，更好地抒情达



意，给人以更深的感情共鸣。

四、分析第一段“浔阳江边闻琵琶”。

教师简单串讲，让学生找出环境描写的句子，体会情景交融
的写法。

明确：1、“枫叶荻花秋瑟瑟”。

叙述秋夜江边送客时的环境，秋夜江边，枫叶、荻花，色调
暗淡，“瑟瑟”二字点情，景物成了溢满悲凉情感的意象，
叠加在一起，令人顿觉秋凉袭来，渲染了送别时人物凄凉愁
惨的心情。

2、“别时茫茫江浸月”。

叙述别时的情景。景中含情，茫茫江水，溶溶月色中无不弥
散着作者的离愁别绪，仿佛作者的心情融化其中，与自然景
物有了感应。情景交融，自然地点染出哀伤之别，同时为水
上琵琶声的出现准备好氛围。

板书

“浔阳江边闻琵琶”。

秋瑟瑟忘归

无管弦悲凉，奠下基调忽闻水上琵琶声（惊喜）

惨将别不发

江浸月

五、第二段是“江心聆听琵琶曲”。我们知道，音乐是一种
抽象的艺术，我们平常只是听，要描写它十分困难，然而白



居易对琵琶音乐的描写却非常成功，历来为人们所称道。

板书：

江心聆听琵琶曲

1、要求学生齐读第二段，体会作者高超的音乐描写方法。

2、要求学生找出比喻音乐的句子，并指明形容了什么样的乐
声。（下一个定语，表状态）

板书：

比喻句音乐

大弦嘈嘈如急雨繁密（粗重）

小弦切切如私语幽细

大珠小珠落玉盘清脆圆润

间关莺语花底滑宛转流利

幽咽泉流冰下难低沉入微

银瓶乍破水浆迸激越雄壮

铁骑突出刀枪鸣激越雄壮

四弦一声如裂帛戛然而止

3、朗读这些句子，师生总结运用比喻写音乐的艺术效果。

一连串精妙的比喻，写出音乐的变化，用这些具体的现实生
活中听到过的声音和形象比拟描绘乐声，把抽象无形的音乐



刻划成有形可感的实体。读者不仅仿佛听到了那或轻或重，
或快或慢，或高亢激扬，或低回鸣咽的应接不暇的乐音，而
且仔细欣赏起来，还可以听出这一声和那一声又有明显的音
色、音调上的区别，热闹而不紊乱，复杂而有层次。听了这
一系列巧妙的比喻，就像听完一支完整的乐曲：先从轻徐悠
长开始，仿佛从沉思中唤起记忆；接着众音繁会，像波涛起
伏；马上又转到幽细甚至听不见，宛似悲恸抽泣；最后以短
促刚劲的音响终曲，犹如急雷破山，崩岩走石。读者从这连
珠式的具体可感的乐声中还能体会出弹奏者的“有
情”、“不得意”以至难以明白的“无限事”，从而出色地
完成了对主题的表达。

4、要学生找出通过写演奏者动作神态描写音乐的词句，体会
这样写的好处。

明确：“转轴拨弦”是弹奏前试弦调音的动作。“低眉信手
续续弹”是弹奏的神态。“拢”、“捻”、“抹”、“挑”和
“收拨”、“画”是弹奏时的指法，如此细腻地描写动作神
态，交代了音乐的层次，从而更好地引导读者领会音乐，也
表现了歌女技艺的熟练高超和作者高度的音乐修养。

六、小结本课内容。

第二课时

一、学习第三段“江中听诉身世苦”，学生齐读，找一个学
生用第三人称的口吻叙述琵琶女的身世。

明确：“自言”以后二十二句叙述了琵琶女两个阶段的不同
遭遇。前半部写早年色艺超群、红极一时的歌妓生涯。“秋
月春风等闲度”一句过渡到后半部。后半部写年长色衰后的
寂寞处境，“弟走”两句写琵琶女生活道路发生转折的三个
原因：弟走从军，阿姨身死，年长色衰。后边写她人生道路
的重大转折以及嫁作商人妇后的孤苦凄凉的寂寞生活。



这一段运用了对比、反衬的手法；用年轻貌美衬年长色衰；
用门庭若市衬独守空房；用昔日欢笑衬后来的辛酸；用夜梦
往事衬孤寂伤感的情怀。

作者塑造了琵琶女这样一个封建社会中被玩弄、被侮辱的妇
女的典型形象，对世人的重色轻才和商人重利寡情提出了控
诉。

江中听诉身世苦

前半部：色艺超群，红极一时，欢乐奢华

后半部：年长色衰、委身贾人，孤苦寂寞对比、反衬

二、师生共同学习第四、五段。

板书同病相怜感慨多

重闻琵琶青衫湿

三、结合全文，让学生找出写音乐效果的句子，说明其作用。

明确：

1、“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以主人与客人的
表现衬托音乐美妙惊人。

2、第一次演奏后“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人
们被音乐打动，心往神驰沉浸在音乐当中，衬托音乐高超迷
人。

3、再次弹奏时：“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坐中
泣下谁最多？江洲司马青衫湿”写尽音乐的感人力量。

四、分析琵琶女的人物形象



五、分析“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一句内涵。

明确：“这两句诗表达了诗人对歌女不幸遭遇的同情，又抒
发了自己谪居江洲后的郁闷的心情，隐含当时社会变乱，政
治衰落给人们造成的痛苦，意义深刻。“天涯沦落”有着丰
富的内涵，它写出了人们对苦难生活的共同的情感体验，引
起了一代代人的共鸣。由于诗句简明准确，情意合一，成了
千古名句。

六、分析本文明暗两线，画出结构图。

秋江夜送客

月夜听琵琶凄凉话身世

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江洲司马青衫湿为君翻作琵琶行

七、解决练习

作者邮箱：

琵琶行教案文档免费篇六

1、学生自读课文，可以叙述诗歌的基本内容。

2、理解作品的创作过程。

3、可以利用琵琶女和诗人的身世对比分析内容。

1、理解作品的创作过程。



2、琵琶女和诗人的身世对比。

自读、朗读、点拨、研习。

1课时

前几节课我们学的都是一些短小的抒情性诗歌作品，今天我
们学习一首长篇叙事诗，白居易的《琵琶行》。

教师板书：《琵琶行》白居易

请一位同学朗读序言。目的是从序言中了解诗人创作作品的
缘由。

1、作者创作《琵琶行》的由来。

诗人创作这首长诗的目的是什么?文中的小序里说“歌以赠
之”，要赠送给琵琶女。那为什么要赠送给她?这里有两个原
因，一个是自己从她那里听到了美妙的音乐，这是久违的事
情。因为文中说“京都声”，这是作者喜欢听的京城流行的
乐调;又说“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又说“举
酒欲饮无管弦”，这些琵琶女都一一满足了她。另一个原因
是琵琶女的身世与自己相似，流露出了同病相怜的情绪。诗
中说“感斯人言，始觉有迁谪意”。

所以赠送她长句，一是为了表达感谢，二是为了安慰彼此的
情绪。

这是诗人单方面的思绪，那琵琶女对诗人如何?对于诗人的情
绪流露，琵琶女内心有没有触动?有。琵琶女的反应是“感我
此言良久立”。这里的“此言”指什么?诗中说“如听仙乐耳
暂明”“为君翻作琵琶行”，概括地讲就是身世的认同和音
乐的赞赏。良久立之后琵琶女的反应，“却坐促弦弦转急，
凄凄不似向前声”。这样一来两个人欣慰的是他乡觅知音，



还有知音之外情绪的共鸣。

教师板书：知音共鸣

而这种知音和共鸣，用诗中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同是天涯沦
落人。

教师板书：同是天涯沦落人

2、“沦落人”的叙说

一是琵琶女的身世。

教师板书：琵琶女

请一位同学读相关琵琶女的诗句，其他同学概括她的身世。

如：开始生活环境优裕，演奏技艺高超，容貌娇美，受人捧
爱;后来年长色衰，嫁作商人，生活孤独。

京城——九江貌美——色衰捧爱——冷落

年少——商人欢乐——孤独

请同学们一起读相关诗句，体会琵琶女的身世。

二是青衫男的身世。

教师板书：青衫男

这个语言具有网络风格，但在这里并不是戏谑诗人的说法，
而是设想诗人现在并不会把自己作为一名官吏，而是作为一
个与琵琶女有着相似命运的人，都是有着相似命运的沦落人。

请一位同学来读有关诗人身世的诗句，其他同学概括。



如：辞别帝京，谪居九江，卧病浔阳，住地阴湿，风景单调，
孤苦伶仃。

同样可以形成身世的前后对比：

帝京——浔阳健康——卧病繁华——偏僻

丝竹——村笛酬酢——独倾

请同学们一起朗读有关诗人身世的诗句。

以上就是沦落人的各自的身世命运，但作者说“同是天涯沦
落人”，那“同”在哪里呢?

都是由京城流落到了偏僻的地方;都是身体受到了损伤;欢乐
的往事都变成了郁闷和孤独;当年的男女主角都已经失去了位
置。

那么两个人内心的郁结主要在于哪里呢?概括地讲，现在身世
获得共鸣的同病相怜的主要精神上的孤独。为什么这样说呢?
在诗中可以看出他也有朋友作陪也有酒有菜，那为什么对琵
琶女这样钟情呢?为什么只有琵琶女能够引起自己的共鸣呢?
因为琵琶女明显地在抱怨自己独守空船，对自己人生经历的
落差而遗憾。诗人了解了琵琶女的身世后，才发现自己其实
也很孤独。他处处流露出的是浔阳城环境的艰苦，没有音乐
的滋养。他们都注重的是精神快乐。眼前的朋友并不能派遣
他的孤独。主要在于他和她身世的相似，都是同病之人。

另外也可以设想，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也就罢了，如果是作
者虚构出来的，那作者的用意是什么呢?还是为了诉说身世沦
落的悲苦，渴望寻得知音得到理解的精神孤独。

教师板书：精神孤独



3、揣测音乐的情绪流露

以上是诗人的心声，也是琵琶女的想法。诗人渴望有人理解
自己，琵琶女也同样如此。那么琵琶女渴望理解的表达方式
是什么?音乐，就是琵琶声。那诗人能理解她的琵琶声吗?能。
依据是为她写歌词，而且在诗中对她的音乐进行了细致的描
绘。

那么诗人听了几次琵琶女的弹奏?两次。两次的感受相同吗?
不同。第一次听后“叹息”，第二次“掩泣”。程度上来讲，
第二次音乐对他的触动最大。那他描写琵琶女弹奏的音乐时，
是第几次听到的情形?第一次。为什么不写第二次的情形?也
许是因为人的感情在失去控制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感情的，
只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如嚎啕大哭也许并不会比偷偷掉泪的
感情有厚度。

但我们知道作者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在描绘琵琶女弹奏的时
候，其实已经明白了她的身世，所以他这时候回忆音乐的时
候，已经带有了情绪的共鸣。那么我们需要做的是揣测诗人
在描写音乐过程中的情绪流露。

文档为doc格式

琵琶行教案文档免费篇七

1、请学生朗读小序。

2、请学生口译小序，教师提示注意以下词句。

左迁：贬官降职。古代以右为尊，以左为卑，所以把贬官降
职叫"左迁".

明年：第二年。



铮铮然有京都声：音调清脆动听，有京都流行乐曲的声调。
铮铮，金属相击声，这里形容弦声清脆。

倡女："倡"通"娼".这里指歌妓。

命酒：吩咐摆酒席。命，动词，叫，吩咐，命令。酒，名词
用作动词，摆酒席。

憔悴：脸色黄瘦。

转徙：不断转换地方，迁移居处。

恬然自安：心境平静，自觉安适。恬然，平静坦荡地。

斯人：这个人，指琵琶女。

是夕始觉有迁谪意：这天晚上才感觉到有被贬的不愉快的意
味。谪，降职外调。

因为长句：就写了一首长诗。因，连词，于是，就。为，动
词，写，作。长句，指七言诗。

凡六百一十六言：共计六百一十六个字。凡，共计。言，字。

命曰：命，动词，取名，叫它。

3、请学生概述小序的内容及作用。

明确：诗前小序，共一百三十八字。扼要地交代了时间、地
点、人物和故事的主要经过，概括了琵琶女的身世和作者的
心情。

小序的作用：说明了写这首长诗的原因和命名，定下了全诗
凄切伤怀的感情基调。本诗是一篇抒情色彩很浓的长篇叙事
诗。



4、小序和诗歌哪些段落分别照应?

明确："明年秋，……铮铮然有京都声"和第1自然段照应。"
问其人，……转徙于江湖间"和第2、3自然段照应。"予出官
二年，……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和第4自然段照应。

明确："恬然自安"者，是话中有话，实际是说遭受贬谪的苦
闷始终萦绕心头，一直无法自安，而"迁谪意"当然也不是"是
夕"才感受到的。这两句反话，既是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抑郁愤
慨之情，也是强调这次与琵琶女偶然相遇的事件给他的感受
之深，是扣住"同是天涯沦落人"来说的。

琵琶行教案文档免费篇八

白居易生活在由盛转衰的中唐时期。当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
矛盾很尖锐，外族不断入侵，自安史之乱后，国内连年战乱，
民不聊生。朝廷宦官专权跋扈，藩镇割据作乱，统治阶级内
部朋党之争日益加剧，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日渐衰微，人民
生活困苦不堪。白居易早年避乱江南，接近人民，对政治的
混乱，人民的疾苦深有感受。他为官有"兼济天下"之志。元
和三年(公元808年)，白居易担任左拾遗(谏官)，多次向唐宪
宗上书，提出一系列改革时弊的措施，同时他又写了揭露黑
暗政治，反映人民疾苦的《新乐府》、《秦中吟》等讽喻诗，
结果触犯了掌握军政大权的豪门贵族，引起唐宪宗和一些权
臣的恼恨。元和九年被改任太子左赞善大夫这一闲职。

元和十年，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杀了宰相武元衡，向中央
政权示威，白居易认为这是重大"国耻".激于义愤，他率先上
疏"急请捕贼，以雪国耻".但都被权贵们加上"越职奏事"的罪
名，又造谣诬蔑说，白居易的母亲因看花坠井而死，而白居
易却作赏花诗，新井诗，"有伤明教"，于是贬为江州刺史，
继而又贬为江州司马(九品小官)。白居易获罪的真正原因主
要是他写的针砭时弊的讽谕诗，正如他自己所说，"始得名于
文章，终得罪于文章".对于这次遭贬，诗人既感伤又愤慨。



到江州后一年的生活更使他感受到社会世态炎凉，他有满腔
的怨愤无处倾诉。这首诗是诗人贬职到江州的第二年(元和十
一年)秋天写的，当时诗人45岁。

《琵琶行》的"行"是古诗的一种体裁，统称"歌行体".它的特
点是"篇无定句，句无定字"，音节、格律比较自由，句法长
短不一，富于变化。唐以后，歌行一般用五、七言古诗体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