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塞的感想 昭君出塞散文(汇总7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出塞的感想篇一

昭君，你，因为画师的一己之私，造就了你“深宫尽日闲”
的局面。你失去了亲人的关爱，葬送了你毕生的幸福。

昭君，你，或是在房中轻弹着那首琵琶曲。朋友的轻呼打断
了你的琴音，听罢了朋友的讲述，你轻拂衣衫，毅然走上了
北去之路。

昭君，你，身负汉匈和亲之重任。别长安，过雁门，经黄河，
到达漠北。一路上，你思沉着，是对是错，是一时冲动还是
保家卫国。不过这一切，都是无法改变的了。蓦然，你起身
轻抚那把琵琶，用芊芊素手拨弄着优美的琴音。于是，大雁
也陶醉了，向你伏下了那高傲的身姿。

是啊，昭君，你可曾想过后悔，为了家，你放弃了一切，抛
弃了一切。然而，你又是幸福的，你为了汉匈的友好关系而
做出的贡献，是你一生的骄傲！只是，你也有个遗憾，落花
成冢，你要求你的子女将你“最后的家”朝向南方，你踏着
你用心血建成的路，一缕香魂飘回了家乡。

出塞的感想篇二

何夏寿出塞凉州词，以其豪迈的气势和深情的诗意，赢得了
无数读者的赞赏和喜爱。这篇词描绘了古代边塞士兵在寒风
凛冽的战场上坚守岗位的英勇精神和奉献精神，同时也抒发



了词人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之情。读完这首词，使我感受到强
烈的爱国情怀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下面，我将从词的情感表
达、艺术手法和题材特点等方面进行探讨和分析，来阐述我
对何夏寿出塞凉州词的体会。

首先，何夏寿出塞凉州词通过深情厚意、奋发向上的情感向
读者传达了自己的思乡之情。在词中，何夏寿以自己亲身经
历的角度，通过对塞外寒风凛冽、敌军侵扰的描写，展现了
作为一名边塞士兵的不易和艰辛。正是出于对家乡的思念和
对亲人的挂念，词人坚守岗位，并时刻准备着将那一份思念
和牵挂带回家乡，与亲人共享天伦之乐。这种情感的体现在
词中犹如江河奔流般，充满了对故土的热爱和思念之情。

其次，何夏寿出塞凉州词在艺术手法上表现出了强烈的豪气
和别开生面的表达方式。在词中，何夏寿巧妙地运用了对比
的手法，将边塞的苦难与盛况进行对比，凸显出一种强大的
摧毁力。词中的寒风凛冽、战争残酷与塞上繁华、深情温暖
形成鲜明的对比，使词的意境更加深远，留给读者无限遐想
的空间。正是这种别开生面的表现方式，使词的艺术魅力倍
增，引发了读者强烈的共鸣和情感上的共鸣。

第三，何夏寿出塞凉州词的题材特点让我深感其内涵的丰富
和广泛的意义。词以古代边塞为题材，展示了边塞士兵的英
勇和奉献精神，同时也表达了对故土的热爱和思念之情。边
塞战争是古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部分，表现了中华民族
坚韧不拔的气节和顽强不屈的精神。何夏寿以边塞战争为背
景，将词的题材深化，表现了丰富多样的意蕴和思想内涵。
这种题材特点使词具备了深刻的时代内涵和现实意义，更具
有一定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再次，何夏寿出塞凉州词通过对战争场景的描写，抒发了对
祖国的热爱，展现了爱国情怀。词中所描绘的战争场面令人
震撼，但英勇的士兵们并没有退缩和后退，而是毅然坚守岗
位。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表现了何夏寿对于祖国深深的热爱



和对士兵们的敬佩之情。同时，词中也透露出了词人对边塞
士兵的赞颂和崇敬，使词的主题更加显著。这种爱国情怀的
表达和传播在何夏寿的出塞凉州词中得以完美呈现，并给读
者带来了强烈的感动和震撼。

最后，何夏寿出塞凉州词通过其深情的词意和感人的情感表
达，向读者传递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和温暖。在寒冷的冬天，
读者可以感受到词中故土的温暖和亲人的期盼，无论是身处
何地，都可与亲人相对。何夏寿出塞凉州词听起来，我们能
感觉到一股力量在我们心底涌动，使我们感到自豪和自信。
不论岁月如何变迁，不论生活如何艰难，我们都应该努力奋
斗，勇敢面对，为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而努力奋斗。

总之，何夏寿出塞凉州词以其深情的描写和豪迈的词意，展
现了边塞士兵坚守岗位的英勇精神和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之情。
词中所蕴含的爱国情怀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使词从一个简单的
描述转变为一种强大的力量的传达。何夏寿出塞凉州词让我
深感其内涵的丰富和广泛的意义，也使我对词人的才华和艺
术追求充满了无限敬佩和钦佩。读完这篇词，我也愈发觉得
自己应该加倍努力，不辜负这强大的力量和温暖。

出塞的感想篇三

其一：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其二：

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

城头铁鼓声犹振，匣里金刀血未干。



1、但使：只要。

2、龙城飞将：《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载，元光六年(前129
年)，卫青为车骑将军，出上谷，至笼城，斩首虏数百。笼城，
颜师古注曰：“笼”与“龙”同。龙城飞将指的是卫青奇袭
龙城的事情。其中，有人认为龙城飞将中飞将指的是汉飞将
军李广，龙城是唐代的卢龙城(卢龙城就是汉代的李广练兵之
地，在今河北省喜峰口附近一带，为汉代右北平郡所在地)，
纵观李广一生主要的时间都在抗击匈奴，防止匈奴掠边，其
中每次匈奴重点进攻的汉地天子几乎都是派遣李广为太守，
所以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

3、不教：不叫，不让。教，让。

4、胡马：指侵扰内地的外族骑兵。

5、度：越过。在漫长的边防线上，战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去
边防线打仗的战士也还没有回来。 要是攻袭龙城的大将军卫
青和飞将军李广今天还依然健在，绝不会让敌人的军队翻过
阴山。

6、阴山：昆仑山的北支，起自河套西北，横贯绥远、察哈尔
及热河北部，是中国北方的屏障。

7、骝马：黑鬣黑尾巴的红马，骏马的一种。新：刚刚。

8、沙场：指战场。

9、震：响。

其一

秦汉以来，明月就是这样照耀着边塞，但是离家万里的士卒
却没能回还。如果有卫青、李广这样的将军立马阵前，一定



不会让敌人的铁蹄踏过阴山。

其二

将军刚刚跨上配了白玉鞍的宝马出战，战斗结束后战场上剩
下凄凉的月色。

城头上的战鼓还在旷野里震荡回响，将军刀匣里的宝刀上的
血迹仍然没干。

《出塞》是王昌龄早年赴西域时所做，《出塞》是乐府旧题。
王昌龄所处的时代，正值盛唐，这一时期，唐在对外战争中
屡屡取胜，全民族的自信心极强，边塞诗人的作品中，多能
体现一种慷慨激昂的向上精神，和克敌制胜的强烈自信。 同
时，频繁的边塞战争，也使人民不堪重负，渴望和平，《出
塞》正是反映了人民的这种和平愿望。

组诗的第二首，《全唐诗》同时也录入李白诗作下，作《从
军行》或《行军》。但《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没有《军
行》一首。历来对此诗真实作者存有不同意见。

其一

这是一首慨叹边战不断，国无良将的边塞。

诗从写景入手。首句“秦时明月汉时关”七个字，即展现出
一幅壮阔的图画：一轮明月，照耀着边疆关塞。诗人只用大
笔勾勒，不作细致描绘，却恰好显示了边疆的寥廓和景物的
萧条，渲染出孤寂、苍凉的气氛。尤为奇妙的是，诗人
在“月”和“关”的前面，用“秦汉时”三字加以修饰，使
这幅月临关塞图，变成了时间中的图画，给万里边关赋予了
悠久的历史感。这是诗人对长期的边塞战争作了深刻思考而
产生的“神来之笔”。



面对这样的景象，边人触景生情，自然联想起秦汉以来无数
献身边疆、至死未归的人们。“万里长征人未还”，又从空
间角度点明边塞的遥远。这里的'“人”，既是指已经战死的
士卒，也指还在戍守不能回归的士卒。“人未还”，一是说
明边防不巩固，二是对士卒表示同情。这本是一个问题的两
个方面，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这是从秦到汉乃至于唐代，
都没有解决的大问题。于是在第三、四两句，诗人给出了回
答。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两句，融抒情与议论
为一体，直接杆发戍边战士巩固边防的愿望和保卫国家的壮
志，洋溢着爱国激情和民族自豪感。写得气势豪迈，铿锵有
力。同时，这两句又语带讽刺，表现了诗人对朝廷用人不当
和将帅腐败无能的不满。有弦外之音，使人寻味无穷。

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四行，但是通过对边疆景物和征人心理
的描绘，表现的内容是复杂的。既有对久戍士卒的浓厚同情
和结束这种边防不顾局面的愿望;又流露了对朝廷不能选贤任
能的不满，同时又以大局为重，认识到战争的正义性，因而
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安全的需要，发出了“不教胡马度阴山”
的誓言，洋溢着爱国激情。

诗人并没有对边塞风光进行细致的描绘，他只是选取了征戍
生活中的一个典型画面来揭示士卒的内心世界。景物描写只
是用来刻划人物思想感情的一种手段，汉关秦月，无不是融
情入景，浸透了人物的感情色彩。把复杂的内容熔铸在四行
诗里，深沉含蓄，耐人寻味。

其二

诗人描写胜利，不在于字面，而在于构成一种气氛。把战士
的飒爽英姿，激昂振奋的风貌写了出来。

这首诗描写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刚刚结束时的情景。枣红



马刚刚装上用白玉装饰的马鞍，战士就骑着它出发了。战斗
结束的时候天已经很晚，战场上只留下寒冷的月光。城头上
催战的鼓声仍在旷野上回荡，刀鞘里的钢刀血迹还没有干。
诗人寥寥数笔，就把将士们的英雄气概，胜利者的骄傲神态，
生动地描绘了出来。

其一

《升庵诗话》：此诗可入神品。“秦时明月”四字，横空盘
硬语也。人所难解。李中溪侍御尝问余，余曰：扬子云赋，
欃枪为闉，明月为堠。此诗借用其字，而用意深矣。盖言秦
时虽远征而未设关，但在明月之地，犹有行役不逾时之意;汉
则设关而戍守之，征人无有还期矣，所赖飞将御边而已。虽
然，亦异乎守在四夷之世矣。

《批点唐音》：惨淡可伤。音律虽柔。终是盛唐骨格。

《唐诗绝句类选》：“秦时明月”一首，用修、于鳞谓为唐
绝第一，愚谓王之涣《凉州词》神骨声调当为伯仲，青
莲“洞庭西望”气概相敌。第李诗作于沦落，其气沉郁;少伯
代边帅自负语，其神气飘爽耳。

《唐诗直解》：惨淡可伤。结句出人意表，盛唐气骨。

王世贞《艺苑卮言》：于鳞言唐人绝句当以此压卷，余始不
信，以少伯集中有极工妙才。既而思之：若落意解、当别有
所取;若以有意无意、可解不可解间求之，不免此诗第一耳。

《艺圃撷余》：于鳞选唐七言绝句，取王龙标“秦时明月汉
时关”为第一，以语人，多不服。于鳞意止击节“秦时明
月”四字耳。必欲压卷，还当于王翰“葡萄美酒”、王之
涣“黄河远上”二诗求之。

《诗薮》：“秦时明月”在少伯自为常调，用修以诸家不选，



故《唐绝增奇》首录之。所谓前人遗珠，兹则掇拾。于鳞不
察而和之，非定论也。

《唐音癸签》：王少伯七绝宫同闺怨，尽多诣极之作，若边同
“秦时明月”一绝，发端句虽奇，而后劲尚属中驷，于鳞遽
取压卷，尚须商榷。

《唐诗摘钞》：中晚唐绝句涉议论便不佳、此诗亦涉议论，
而未尝不佳。此何以故?风度胜故，气味胜故。

《此木轩论诗汇编》：好在第二句，“秦时明月汉时关”不
可通。“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令人起长城
之叹。诗人之词凡百，皆不忍尽、不敢尽、只有此一节尤不
尽者，此《春秋》继诗之旨也。如不信者、试遍觅唐人诗读
之。

《说诗晬语》：“秦时明月”一章，前人推奖之而未言其妙，
盖言师劳力竭而功不成，由将非其人之故，得飞将军备边，
边烽自熄，即高常侍《燕歌行》归重“至今人说李将军”也，
边防筑城，起于秦汉;明月属秦，关属汉，诗中互文。

《网师园唐诗笺》：悲壮浑成，应推绝唱。

《岘佣说诗》：“秦时明月”一首，“黄河远上”一
首，“天山雪后”一首，皆边塞名作，意态雄健，音节高亮，
情思悱恻，令人百读不厌也。

出塞的感想篇四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教师何捷带领学生出塞游学，是为了
让学生更好地开阔视野，增加社会实践经验。这次出塞之旅
对学生而言是一种难得的机会，但对于何捷老师来说，也是
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何捷老师出塞心得体会分为五个方面：
开拓视野、增强沟通、培养团队合作精神、了解本土民风民



俗、提升教学水平。以下是对何捷老师出塞心得体会的详细
描述。

首先，何捷老师在出塞之旅中深切体验到了开拓视野的重要
性。这次出塞，学生们亲身感受到了西北地区的壮美风光，
了解到了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对于何捷老师而言，更是将
书本上的知识与实际生活相结合。在壮美的莫高窟，作为美
术老师的何捷老师，欣赏着那些古老的壁画，感悟着大师们
的艺术魅力，同时也在心中潜移默化地将这些独特的文化元
素融入到自己的教学中，将学生对艺术的理解和欣赏力提升
到一个新的高度。

其次，此次出塞之旅让何捷老师深刻感受到了沟通的重要性。
在与当地居民交流和体验中，他发现自己在语言和表达上的
不足之处，意识到了与学生进行更好的沟通和理解的重要性。
于是他开始反思自己的教学方法，通过更加直观、生动的语
言表达，引导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参与到课堂活动中来。何捷
老师还深入了解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从而更好地与
他们沟通和交流，并将这些体会用到了自己的教学中。

第三，何捷老师在这次出塞之旅中感受到了团队合作精神的
重要性。团队合作不仅体现在学生之间的相互帮助，更体现
在师生之间的相互配合和信任。何捷老师带领学生们走过了
大漠、攀越了险峰，一路上尽显出团队的力量和和谐的氛围。
何捷老师在这次团队合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帮助每一
个学生克服困难，并树立正确的团队意识和合作精神。通过
这次体验，何捷老师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团队的力量和团队
合作的重要性。

第四，何捷老师在出塞之旅中了解到了本土民风民俗的多样
性。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了解并尊重各种民族的文化是需
要的。何捷老师借此机会深入了解了西北地区的不同少数民
族的文化特点，包括民族服饰、风俗习惯等。他与当地居民
亲密接触、独特参与当地的传统节日活动，使他能更好地将



这些元素融入到自己的教学中。何捷老师相信只有了解了每
一个学生所处的民族文化，才能更好地与他们沟通，提升学
生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

最后，在这次出塞之旅中，何捷老师通过社会实践的方式提
升了自己的教学水平。通过亲身体验和观察，何捷老师发现
了许多教育实践中的问题和不足，也从中汲取了许多教学的
经验。他将这些经验运用到自己的教学中，改进了原有的教
学方式，更加注重与学生的互动，提倡学生的主动参与。通
过这次出塞之旅，何捷老师的教学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何捷老师出塞之行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他从中收获了很多，
也对自己的教育工作有了全新的认识。开拓视野、增强沟通、
培养团队合作精神、了解本土民风民俗、提升教学水平成为
他出塞心得的五个方面。这次出塞之旅，不仅让何捷老师更
加热爱自己的教育事业，也使他的教学更具活力，更富有创
造性。

出塞的感想篇五

镜子前，你是一个怎样的绝代佳人，你的美貌倾国倾城，你
的美貌沉鱼落雁，你的美貌闭月羞花。镜子后，你的从容与
镇定不堪一击，泪水早已击溃了你的坚强。

画工毛延寿向宫女索贿，易丑为美，易美为丑。你自恃美冠
群芳，又生性倔傲，不肯倾囊相赠。毛延寿一颗黑痣决定了
你平平无奇的容貌。你还是只能等待，寸寸的年华消磨寸寸
的青丝，华发褶皱触目惊心。

呼韩邪单于三次入朝请求和亲，你不甘于守候禁宫漫无天日
的等待，你绝美的容颜在一天天的老去，你满腔热血开始沸
腾一个国家的信念。长城之北，匈奴的铁骑正在蠢蠢欲动。
你深明大义，毅然站在所有宫女的前面，主动请缨。你终于
如愿以偿，身份尊贵地见到了你的帝王，和亲出塞，挣开了



禁锢你的地方。

坐骑已落在宫外，汉元帝与呼韩邪单于在殿内谈笑风生。你
气质高雅，娇美脱俗，你走过他们的身边，朝拜你的天子。
汉元帝分明一脸的惊异与不舍，呼韩邪单于抚须感激大汉皇
帝如此厚爱，送此佳人。你在坐骑上仰望这座宫殿，眼里满
是眷念，呵，这你生活了二十余载的中原哪。你余光里瞥见
了汉元帝，这个你曾经最爱慕的帝王啊！你等待了多少个春
秋，将美好青春都铸成了他的祭坛。眼前，几片枯黄的叶子
在风中做最后的挣扎，却摆脱不了飘落的命运，它们同你一
样，都不愿离开。

听，琵琶声起，是否是你哀怨的琴弦。

扶一阵驼铃，挥一挥马鞭，驮着大汉天子的使命，走进大漠
黄沙。刺骨的寒风呼啸地向你扑来，你缩一缩衣领，继续往
前行。你有一个至死不渝的信念，你带着长安百姓的希望，
你承载着民族融合的任务。

你开始习惯了黄尘滚滚的土地，你参与异域的政事，粉刷着
你绚烂的年华。时间波浪的曲线，终于有一天爬上每个人的
额头，别人得到了沙砾，而你得到了珍珠。你出塞六十年，
边成宴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
匈奴人民爱戴你，汉朝百姓感激你。

岁月如风，沧桑百变。历史已尘封了太多，曾经的点滴也已
悄然逝去，只有古老的传说还在继续。

出塞的感想篇六

王昌龄是唐代文人中的一位杰出诗人，他的《出塞曲》以独
特的艺术手法和深刻的思想感染了无数读者。在阅读《出塞
曲》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了王昌龄对于岁月流转与人生
离别的思考，它引发了我对于人生意义和命运的深入思考。



以下是我对《出塞曲》的心得体会。

首先，从王昌龄的《出塞曲》中，我感受到了岁月的流转和
人生离别所带来的无奈与悲凉。诗中描述了士兵驻守边疆的
艰辛，以及与家乡亲人的长期分离。他们翻过了黄河上的桥
梁，行军于沙漠之中，经历了无尽的战争之苦。这些形象的
描绘使我感到生命的无常和脆弱，让我深刻思考什么是真正
重要的东西。岁月如梭，一切都在变化，人们只能面对离别
和失去，这使得我更加珍惜眼前的一切，不再为琐事而烦恼。

其次，王昌龄的《出塞曲》还引发了我对于战争和和平的思
考。诗中描绘的战袍沾满血迹，长城上凛冽的杀气，让人感
受到了战争的残酷和无情。在这个如今相对和平的时代，人
们往往无法理解战争所带来的痛苦和伤害。然而，正是因为
有了无数前辈的牺牲和流血，我们才能够安享现在的和平与
稳定。因此，我们应该珍惜和平，努力为和平而奋斗，使得
战争与离别不再成为现实。

同时，王昌龄的《出塞曲》还蕴含着对志士报国精神的赞美
和感慨。在诗中，王昌龄歌颂了那些为了国家利益而舍弃家
庭和亲人的士兵们。这种忠诚和牺牲精神令人钦佩，使我深
受感动。从中我悟到了为人处世之道，时刻保持对家庭和国
家的忠诚和责任感，为他人尽心尽力，才是真正的大丈夫之
道。

此外，王昌龄的《出塞曲》也给我带来了对人生意义的思索。
虽然诗中充斥着伤别之情，但是王昌龄并没有展现出对命运
的无奈和抱怨。相反，他用辞章豪迈，以慷慨激昂的态度，
去正视人生的变幻和离别。这让我意识到，人生并非一帆风
顺，会有许多意外和困难，但是只有接受现实，去勇敢面对、
积极应对，才能走出人生的困境，成就一番伟业。

最后，王昌龄的《出塞曲》给我带来了对创作与人文情感的
思考。作为一首优秀的诗作，它凭借丰富的赋志之情和精湛



的艺术技巧，感染着读者的心灵。诗中所描绘的一幕幕离别
和战争画面丰满而细腻，让我不禁想到创作的艰辛和才华。
同时，通过诗人的笔触，我也对人文情感有了更深的理解。
在冷酷的战场上，人们的深情厚意和对家国的眷恋成为他们
坚强前行的力量，而这种深情厚意恰恰是人类独有的美好。

总而言之，王昌龄的《出塞曲》通过对岁月流转与人生离别
的描绘，引发了我对于人生和命运的思考，并唤起了对和平、
忠诚、意义和创作的深入思索。这首经典的诗篇，将继续给
人们带来心灵的触动，开启更深层次的思考。

出塞的感想篇七

1、把握诗歌的感情基调，能够有感情地朗读诗歌。

2、能运用联想和想象，深入诗歌理解诗句含义，体会诗歌的
艺术境界

3、理解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不幸，加强对和平生活的热
爱。

4、体会边塞诗的风格，培养学生对祖国文学的热爱之情。

目的1、2

目的3、4及背诵、默写

诵读法

所在班级情况 学生特点分析

本班现有学生29人，其中男同学15人，女同学3人。学生思想
表现良好，在学习方面，大部分同学很认真，只有个别学生
自制力较差，缺乏学习自觉性；班中学生基础良莠不齐，学



生成绩参差不齐。要想提高本班复习效果，针对上述情况，
必须夯实基础，以本为本，加强语文“双基”能力的培养，
使他们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加深理解、加深认识，力争从感性
认识上升至理性认识的高度，进一步激发其学习兴趣，培养
良好的学习方法，树立学好语文的信心，力争使全班同学的
语文成绩有一定幅度的提高。

导入：

乐府诗：乐府，原是古代掌握音乐的官署，汉武帝时规模较
大。后来将其演唱的诗歌称为乐府诗。

1、诵读：可教师范读、学生诵读、自由散读、全班齐读

2、诗歌大意：

《十五从军征》这首乐府诗描述的是一位少年从征65年后返
回故里的情景。一位衣衫褴褛、鬓发全白、手拄拐杖的老人
茫然地站在曾经是那么熟悉，而今却家破人亡的，绝望地望
着东方……这首诗通过主人公的遭遇揭示了封建兵役制度给
劳动人民造成的苦难。

1、请同学有感情地读出自己所喜欢的诗句，及喜欢的理由。

2、诗歌是怎样揭示出封建兵役制度给劳动人民造成的苦难的？
（板书）

3、你是怎样看待战争的？

王昌龄——从军行（一、二）

王翰——凉州词

板书：



兵役的残酷

无限的凄凉 封建兵役制度给劳动人民造成的苦难

不尽的悲哀

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始终有战争在相随，无论是哪一个朝代都
有战争的刀痕，印在文学的诗词中，反映战争的作品便不可
封盖地长成为一颗艺苑奇葩。其中无论是用剑和心抒写的豪
情，还是用弓和刀叙述的征战，或是用白发和眼泪表达的思
念……都像晶莹、细润的珍珠撒在诗海的托盘上，让人长吟，
使人苦叹，让人流泪，使人感怀，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其中的
一首《出塞》。

1、王昌龄（689—757）：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字少伯，京
兆万年人。安史之乱，避难江淮，为濠州刺史闾丘晓所杀。
他是盛唐时期最负盛名的诗人之一，有“诗家天子”之称。
七绝与李白齐名，被视为“神品”。代表作有《从军行》、
《出塞》、《闺怨》、《芙蓉楼送辛渐》等。

2、飞将：指汉代飞将军李广，李广曾任右北平太守，因其英
勇善战，匈奴称其为“汉之飞将军”。

3、阴山：即阴山山脉，起自甘肃，延绵内蒙古，是古代中原
地区北方的屏障。

1、诵读：可教师范读、学生诵读、自由散读、全班齐读

2、诗歌大意：

《出塞》一诗描绘了边关无良将驻守，致使匈奴频繁入侵的
情况，表达了诗人对战乱的痛恨和对良将的思慕。

1、请同学有感情地读出自己所喜欢的诗句，及喜欢的理由。



2、这两首诗歌各是从什么角度出发来写战争的？（板书）

1、背诵默写

2、搜集关于反映战争的诗词

板书设计：

十五从军征——封建兵役制度给劳动人民造成的苦难。

出塞——对战乱的痛恨和对良将的思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