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塞下曲总结 塞下曲教学反思(实用7
篇)

总结是对过去一定时期的工作、学习或思想情况进行回顾、
分析，并做出客观评价的书面材料，它可使零星的、肤浅的、
表面的感性认知上升到全面的、系统的、本质的理性认识上
来，让我们一起认真地写一份总结吧。那关于总结格式是怎
样的呢？而个人总结又该怎么写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
一讲总结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塞下曲总结篇一

《塞下曲》是唐代诗人卢纶所作。这首诗写将军雪夜准备率
兵追敌的壮举，气概豪迈。本诗情景交融，没有写冒雪追敌
的过程，也没有直接写激烈的战斗场面，但留给人们丰富的
想象。该古诗取材于《史记·李将军列传》，借西汉飞将军
李广以石为虎而射之的故事，赞美唐朝戍边名将的勇武。古
诗的教学我还在不断的尝试阶段中。初读古诗的时候，我觉
得这首五言诗很好理解，学生只要理解了重点字词，诗的含
义就明白了。但是，细细想来只做到这些还不够，还得让学
生进入古诗的意境中，体会这首古诗真正所要表达的内涵，
感受古诗的魅力和博大精深。

在教学过程里，我把学生感兴趣的故事引入到课堂中，即飞
将军名字的由来。学生注意力马上被调动起来，很自然的就
导入到古诗《塞下曲》的教学中。

学习古诗得让学生有一个好的`学习方法，做到授之与鱼，不
如授之与渔，更不如授之与渔场。为学生营造一种学习古诗
的氛围，学生在愉悦的环境下轻松地学习古诗，这是学习的
最高境界。我觉得应该努力使自己的教学向它靠近。课堂上
学生们在反复读的过程中，向同学们汇报自己读懂了什么，
虽然有时仅仅是简短的几个字的理解，但我觉得反映出来的



就是学生独立思考的结果。这时，作为教师，既要对孩子的
思考过程给予肯定，又要提出一些创造性、发散性思维的问
题，把孩子带入到古诗的情境中，促使孩子向更深层次的理
解去思考。同时，在学古诗中加上古筝配乐，让孩子们在优
美的音乐中去理解古诗，品读古诗，欣赏古诗。

从这堂课上，我感受到了孩子们自己个性的理解和朗读，感
受到了孩子们在诵读的基础上用心地去体会作者所要表达的
思想内涵，感受到了孩子们在学习古诗中一点一滴的进步，
使本节课古诗的教学最终达到高潮。

课堂教学是一门不完美的艺术，每堂课不可能尽善尽美。在
这堂课的教学中，古诗内容较好理解，学生很容易就理解内
容，感受李广将军形象的高大。如果对古诗的拓展再深入些，
内容再丰富些，相信学生们一定会在饶有兴趣的学习古诗中
感悟其魅力，真正使学生融入到博大精深的古诗的海洋中，
继承我们古人留下来的古典精髓！

塞下曲总结篇二

白马黄金塞，云砂绕梦思。

那堪愁苦节，远忆边城儿。

萤飞秋窗满，月度霜闺迟。

摧残梧桐叶，萧飒沙棠枝。

无时独不见，流泪空自知。

此诗写战士们在塞外为国守边疆，而家里的亲人们对远方战
士们的思念，却怎么也盼不到战士们的回归，每日因思念而
流下的泪，只有自己知道。这也说明了诗人对和平的.渴望，
对战争的憎恶。



塞下曲总结篇三

[唐代]卢纶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塞下曲》为汉乐府旧题，属《横吹曲辞》，内容多写边塞
征战。原共六首，蘅塘退士选其四首。这是卢纶组诗《塞下
曲》中的第三首。卢纶曾任幕府中的元帅判官，对行伍生活
有体验，描写此类生活的诗比较充实，风格雄劲。这首诗写
将军雪夜准备率兵追敌的壮举，气概豪迈。

诗由写景开始，“月黑雁飞高”并非眼中之景，而是意中之
景。雪夜月黑，本不是雁飞的正常时刻；而宿雁惊飞，透露
出敌人正在行动。寥寥五字，既交代了时间为冬季，又烘托
出了战前的紧张气氛。

“单于夜遁逃”，敌人夜间行动，并非率兵来袭，而是借月
色的'掩护仓皇逃遁。诗句语气肯定，判断明确，充满了对敌
人的蔑视和我军的必胜信念，令读者为之振奋。

后两句写将军准备追敌的场面，气势不凡。“欲将轻骑逐”，
将军发现敌军潜逃，要率领轻装骑兵去追击；不仅仅因为轻
骑快捷，同时也显示出了一种高度的自信。当勇士们列队准
备出发时，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下了起来，虽然站立不过片
刻，刹那间弓刀上却落满了雪花。遮掩了他们武器的寒光。
他们就像一支支即将离弦的箭，虽然尚未出发，却满怀着必
胜的信心。

最后一句“大雪满弓刀”是严寒景象的描写，突出表达了战
斗的艰苦性和将士们奋勇的精神。



本诗虽区区二十个字，却写出了当时的实情：单于在“月黑
雁飞高”的情景下率军溃逃，将军在“大雪满弓刀”的奇寒
天气情况下准备率军出击。一逃一追把紧张的气氛全部渲染
了出来。诗句虽然没有直接写激烈的战斗场面，但留给了读
者广阔的想象空间，营造了诗歌意蕴悠长的氛围。

塞下曲总结篇四

毕业实习是每个学生走向社会、走上工作岗位必不可少的一
个重要环节，通过实习在实践报告中了解社会，让我学到了
很多在课堂上根本就学不到的知识，受益匪浅，也打开了视
野，增长了见识，为我以后进一步走向工作岗位打下坚实的
基础。

作为学生的我，开始了我的第一份煤矿实习工作，如今，半
年的实习生活已经结束了，回顾实习生活，感触很深，收获
颇多。

第一天去上班的时候，刚开始我还觉得蛮紧张的，再和他们
的交流之后，我渐渐的放松了自己。我每天都坚持提前上班，
可以在其他人到来之前，把每个办公桌收拾整齐，这样办公
室的人一到来就可以立刻投入工作。其实，我一直认为每个
人都有他自己的优点，而且都有发挥它的地方，而我的实习
经历正应了我的想法。当然，由于刚到矿办公室，对工作惯
例不熟悉，有些事情我也处理得不是很恰当，但我勤于向他
们请教，慢慢地也熟悉了单位的办公。我知道第一次出错并
不可怕，可怕的是一错再错。在平时，我仔细地观察办公室
人员的办公方式，希望能够精益求精，更好地完成。

在办公室，闲的时候就会看看网上的一些好的文学作品，练
习打打字，因为在矿办公室我主要从事打字工作、文件的分
法、报纸的分法，经常要以打文件为主，我知道，这不仅要
打字速度快还要对电脑熟悉，尤其是没有其他工作人员帮忙



的情况下，我能够完成接待任务。

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对一些工作感到无从下手，茫然不知
所措，这让我感到非常的难过。在学校总以为自己学的不错，
一旦接触到实际，才发现自己知道的是多么少，这一段时间
所学到的经验和知识大多来自领导和办公室工作人员的教导，
这是我一生中的一笔宝贵财富。这次实习也让我深刻了解到，
在工作中和同事保持良好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做事首先要学
做人，要明白做人的道理，如何与人相处是现代社会的做人
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发现学习和交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发现一些实习生跟老师
像朋友一样相处，老师有什么事都喜欢找他们帮忙，有什么
机会也会首先想到他们。并非他们巴结或有后台。而是他们
用朋友的态度相处。另一方面一个人掌握的信息多、技能多，
能帮助别人的地方也多，帮助别人多了，别人也愿意帮助你，
而你的人脉也广了，掌握的信息也越来越多。这样就形成一
个良性循环。要改变一个人的行为首先得改变他的思想，大
多数时候你以什么心态对别人，就会得到怎样的回报。深刻
的意识到自己再不能处于独处的状态了。

独来独往，别人不主动自己也不理会。把自己个在自己自己
的小空间了。总担心别人的看法，把别人想的难以接近。开
放的态度使人更快更好的成长。

塞下曲总结篇五

《塞下曲》为汉乐府旧题，属《横吹曲辞》，内容多写边塞
征战。原共六首，蘅塘退士选其四首。这是卢纶组诗《塞下
曲》中的第三首。卢纶曾任幕府中的元帅判官，对行伍生活
有体验，描写此类生活的诗比较充实，风格雄劲。这首诗写
将军雪夜准备率兵追敌的壮举，气概豪迈。

诗由写景开始，“月黑雁飞高”并非眼中之景，而是意中之



景。雪夜月黑，本不是雁飞的正常时刻；而宿雁惊飞，透露
出敌人正在行动。寥寥五字，既交代了时间为冬季，又烘托
出了战前的紧张气氛。

“单于夜遁逃”，敌人夜间行动，并非率兵来袭，而是借月
色的掩护仓皇逃遁。诗句语气肯定，判断明确，充满了对敌
人的蔑视和我军的必胜信念，令读者为之振奋。

后两句写将军准备追敌的场面，气势不凡。“欲将轻骑逐”，
将军发现敌军潜逃，要率领轻装骑兵去追击；不仅仅因为轻
骑快捷，同时也显示出了一种高度的自信。当勇士们列队准
备出发时，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下了起来，虽然站立不过片
刻，刹那间弓刀上却落满了雪花。遮掩了他们武器的寒光。
他们就像一支支即将离弦的箭，虽然尚未出发，却满怀着必
胜的信心。

最后一句“大雪满弓刀”是严寒景象的描写，突出表达了战
斗的艰苦性和将士们奋勇的精神。

本诗虽区区二十个字，却写出了当时的实情：单于在“月黑
雁飞高”的情景下率军溃逃，将军在“大雪满弓刀”的奇寒
天气情况下准备率军出击。一逃一追把紧张的气氛全部渲染
了出来。诗句虽然没有直接写激烈的战斗场面，但留给了读
者广阔的想象空间，营造了诗歌意蕴悠长的氛围。

塞下曲总结篇六

和张仆射塞下曲·其一

朝代：唐代

作者：卢纶



鹫翎金仆姑，燕尾绣蝥弧。

独立扬新令，千营共一呼。

身佩雕羽制成的金仆姑好箭，

旌旗上扎成燕尾蝥弧多鲜艳。

大将军威严地屹立发号施令，

千军万马一呼百应动地惊天。

鹫：大鹰；

翎：羽毛；

金仆姑：箭名。

燕尾：旗上的飘带；

蝥弧：旗名。

此诗一题《和张仆射塞下曲》。诗共六首，分别写发号施令、
射猎破敌、奏凯庆功等等军营生活。语多赞美之意。此作为
第一首，歌咏边塞景物，描写将军发号时的壮观场面。

前两句用严整的对仗，精心刻划出将军威猛而又矫健的形象。
“鹫翎金仆姑”，是写将军的佩箭。“金仆姑”，箭名，
《左传》：“乘丘之役，公以金仆姑射南宫长万。”箭用金
做成，可见其坚锐。并且用一种大型猛禽“鹫”的羽毛
（“翎”）来做箭羽，既美观好看，发射起来又迅疾有力，
威力无穷。“燕尾绣蝥弧”，是写将军手执的'旗帜。“绣蝥
弧”，一种军中用作指挥的旗帜，《左传》：“颖考叔取郑
之旗蝥弧以先登。”这种象燕子尾巴形状的指挥旗，是绣制
而成的，在将军手中显得十分精美。这两句没有直接写将军



的形貌，只是从他身上惹人注目的佩箭、旗帜落笔，而将军
的矫健身影已经屹立在读者面前。诗中特意指出勇猛
的“鹫”和轻捷的“燕”这两种飞禽，借以象征人物的精神
状态。通过这两句的描写、衬托，一位威武而又精明干练的
军事将领的形象，跃然纸上。

后两句写发布新令。将军岿然独立，只将指挥令旗轻轻一扬，
那肃立在他面前的千营军士，就齐声发出呼喊，雄壮的呐喊
之声响彻云天、震动四野，显示出了豪壮的军威。“独立”
二字，使前两句中已经出现的将军形象更加挺拔、高大，并
且与后面的“千营”形成极为悬殊的数字对比，以表明将军
带兵之多，军事地位之显要，进一步刻划了威武形象。那令
旗轻轻一扬，就“千营共一呼”，在整齐而雄壮的呐喊声中，
“千营”而“一”，充分体现出军队纪律的严明，以及将军
平时对军队的严格训练，显示出了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的战
斗力。这一句看似平平叙述，但却笔力千钧，使这位将军的
形象更为丰满突出，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五言绝句中，像这首诗这样描写场面如此壮阔，声势如此
浩大的作品，并不多见。前两句对仗工整，在严整中收敛力
量；后两句改为散句，将内敛的力量忽然一放，气势不禁奔
涌而出。这一敛一放，在极少的文字中，包孕了极为丰富的
内容，显示出强大的力量。

塞下曲总结篇七

塞下曲四首·其一

朝代：唐代

作者：常建



原文：

玉帛朝回望帝乡，乌孙归去不称王。

天涯静处无征战，兵气销为日月光。

乌孙来汉朝朝聘后，取消王号，对汉称臣。边远地方停息了
战争，战争的烟尘消散了，到处充满日月的清辉。

（1）玉帛：古代朝聘、会盟时互赠的礼物，是和平友好的象
征。后代遂有“化干戈为玉帛”之语。

（2）朝回：朝见皇帝后返回本土。

（3）望帝乡：述其依恋不舍之情。

（4）帝乡：京城。

（5）乌孙：汉代西域国名，在今新疆伊犁河流域。此处借指
唐代的西域国家。

（6）不称王：放弃王号，即内服于唐朝。

（7）兵气销为日月光：战争的烟尘消散了，到处充满日月的
清辉。

赏析

边塞诗大都以词情慷慨、景物恢奇、充满报国的忠贞或低徊
的乡思为特点。常建的这首《塞下曲》却独辟蹊径，弹出了
不同寻常的异响。

这首诗既未炫耀武力，也不嗟叹时运，而是立足于民族和睦
的高度，讴歌了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平友好的主题。中央朝廷
与西域诸族的关系，历史上阴晴不定，时有弛张。作者却拈



出了美好的一页加以热情的赞颂，让明媚的春风吹散弥漫一
时的滚滚狼烟，赋予边塞诗一种全新的意境。

诗的头两句，是对西汉朝廷与乌孙民族友好交往的生动概括。
“玉帛”，指朝觐时携带的礼品。《左传·哀公七年》
有“禹合诸侯干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之谓。执玉帛上朝，
是一种宾服和归顺的表示。“望”字用得笔重情深，乌孙使
臣朝罢西归，而频频回望帝京长安，眷恋不忍离去，说明恩
重义浃，相结很深。“不称王”点明乌孙归顺，边境安定。
乌孙是活动在伊犁河谷一带的.游牧民族，为西域诸国中的大
邦。据《汉书》记载，武帝以来朝廷待乌孙甚厚，双方聘问
不绝。武帝为了抚定西域，遏制匈奴，曾两次以宗女下嫁，
订立和亲之盟。太初间（前104－前101），武帝立楚王刘戊
的孙女刘解忧为公主，下嫁乌孙，生了四男二女，儿孙们相
继立为国君，长女也嫁为龟兹王后。从此，乌孙与汉朝长期
保持着和平友好的关系，成为千古佳话。常建首先以诗笔来
讴歌这段历史，虽只寥寥数语，却能以少总多，用笔之妙，
识见之精，实属难能可贵。

一、二句平述史实，为全诗铺垫。三、四句顺势腾骞，波涌
云飞，形成高潮。“天涯”上承“归去”，乌孙朝罢西归，
马足车轮，邈焉万里，这辽阔无垠的空间，便隐隐从此二字
中见出。“静”字下得尤为有力。玉门关外的茫茫大漠，曾
经是积骸成阵的兵争要冲，如今却享有和平宁静的生活。这
是把今日的和平与昔时的战乱作明暗交织的两面关锁的写法，
于无字处皆有深意，是诗中之眼。诗的结句雄健入神，情绪
尤为昂扬。诗人用彩笔绘出一幅辉煌画卷：战争的阴霾消散
净尽，日月的光华照彻寰宇。这种理想境界，体现了各族人
民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崇高理想，是高响入云的和平与统
一的颂歌。

“兵气”，犹言战象，用语字新意炼。不但扣定“销”字，
直贯句末，且与“静处”挽合，将上文缴足。环环相扣，愈
唱愈高，真有拿云的气概。沈德潜诩为“句亦吐光”，可谓



当之无愧。

常建的诗作，大多成于开元、天宝年间。他在这首诗里如此
称颂和亲政策与弭兵理想，当是有感于唐玄宗晚年开边黩武
的乱政而发的，可说是一剂针砭时弊的对症之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