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定风波教案全国一等奖(实用5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那么我
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
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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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认识学习本词的表达技巧。

2、感悟苏轼达观的处世态度。

3、在理解内容的基础上背诵。

【教学重点】：

理解内容，感悟形象，熟读成诵。

【教学难点】：

理解“归”向何处，体会作者豁达的胸怀和作品旷达的意境。

【课时安排】：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新课导入:

由生活场景导入。

……



一千多年前，文化巨人苏轼也被雨淋过。他当时被贬黄州，
有一次准备到沙湖买田终老，在回去的路上突然下起了雨，
不巧的是雨具被先行的人带走了，同行的人都狼狈不堪，只
有苏轼浑然不觉，并写下了一首词，就是我们这节课要学习
的千古名篇《定风波》。

二、回顾旧知：

请同学自己介绍苏轼及其作品，老师可以稍作补充。

三、自由诵读，初步感知：

先找两个同学朗诵，再进行点评，然后听名家范读，注意节
奏和轻重缓急。再大家一起齐读全词。

1、翻译序中内容?

2、让学生说说这首词作的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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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风波 苏轼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
已而遂晴，故作此。 )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鉴赏



此词作于苏轼黄州之贬后的第三个春天。它通过野外途中偶
遇风雨这一生活中的小事，于简朴中见深意，于寻常处生奇
警，表现出旷达超脱的胸襟，寄寓着超凡超俗的人生理想。

首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一方面渲染出雨骤风狂，另一方
面又以“莫听”二字点明外物不足萦怀之意。“何妨吟啸且
徐行”，是前一句的延伸。雨中照常舒徐行步，呼应小
序“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又引出下文“谁怕”即不怕
来。徐行而又吟啸，是加倍写，“何妨”二字透出一点俏皮，
更增加挑战色彩。首两句是全篇枢纽，以下词情都是由此生
发。

“竹杖芒鞋轻胜马”，写词人竹杖芒鞋，顶风冲雨，从容前
行，以“轻胜马”的自我感受，传达出一种搏击风雨、笑傲
人生的轻松、喜悦和豪迈之情。“一蓑烟雨任平生”，此句
更进一步，由眼前风雨推及整个人生，有力地强化了作者面
对人生的风风雨雨而我行我素、不畏坎坷的超然情怀。以上
数句，表现出旷达超逸的胸襟，充满清旷豪放之气，寄寓着
独到的人生感悟，读来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心胸为之舒阔。

过片到“山头斜照却相迎”三句，是写雨过天晴的景象。这
几句既与上片所写风雨对应，又为下文所发人生感慨作铺垫。

结拍“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饱含
人生哲理意味的点睛之笔，道出了词人在大自然微妙的一瞬
所获得的顿悟和启示：自然界的雨晴既属寻常，毫无差别，
社会人生中的政治风云、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句中“萧瑟”
二字，意谓风雨之声，与上片“穿林打叶声”相应和。“风
雨”二字，一语双关，既指野外途中所遇风雨，又暗指几乎
致他于死地的政治“风雨”和人生险途。

纵观全词，一种醒醉全无、无喜无悲、胜败两忘的人生哲学
和处世态度呈现读者面前。读罢全词，人生的沉浮、情感的
忧乐，我们的理念中自会有一番全新的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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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
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注释：

1.选自《东坡集》。此词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即被
贬谪黄州后的第三年所作。

2.沙湖道在黄州东南三十里，苏轼曾买田其间。在去沙湖的
道中遇雨，下雨衣湿，道路泥泞，同行之人皆觉狼狈，心情
被雨打乱。只有苏轼不在乎，不久天晴，苏轼在这种遭遇中
写了这首词。

精华点评：

苏轼之词，写的不只是情趣，还有关人生的哲学思想。这是
苏词令人注目的成就。

第一句就表现了哲思。“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自然界有风雨，人生同样有风有雨，都需要一种定力和持
守，如儒家倡导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
屈”，这样才不会改变自己的品格修养。

但是，“不淫、不移、不屈”之外该选择什么呢?如果只站在
那里挨打，自认不在乎，那只能算是阿q精神。阿q精神与中
国古代圣贤所谓的修养，差别在哪里?一是马虎，一是超脱。



所以苏轼说“何妨吟啸且徐行”，要走的路我依然要走下去。

上片连续用了“莫听”“何妨”“谁怕”“任”等词语，写
出了苏轼面对自然风雨时的刹那间的心理感受，也写出了他
面对人生风雨时的定力和持守，进而言之，这便是面对苦难
时一种可贵的超脱精神。

这首小词写眼前景、心中事，因自然现象、谈人生哲理。体
现了苏轼婉转细致的一面。

鉴赏练习：

1、 本词是苏轼谪居黄州时所作，作者在这首词中表现了什
麽人生态度?

2、 作者在词中又是如何表现这种人生态度的?

参考答案：

1、 作者在这首词中表现了面对人生苦难之时，无喜无悲、
荣辱皆忘、旷达超脱的人生态度。

2、 作者把自然风雨和人生风雨相类比，通过具体的词语表
达出来，如：“莫听”、“何妨”、“谁怕”、“任平生”、
“也无风雨也无晴”等。

诗意解说：

不要去听那窗过树林打在树叶上的声音，不妨一边吟啸一边
慢慢行。只要心理轻松，一根竹仗、一双草鞋也比骑马轻。
谁在乎呢，虽只有一件蓑衣，任凭一生风雨都不在意。

料峭的春风把酒吹醒，让我稍稍地感到一丝寒冷。微冷之时，
抬头看，西斜的落日正迎面照在我身上。回头看看来时的路，
有过风雨当然萧瑟，回到居住之处，虽经历风雨，可在心中，



却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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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析教材：

(一)课文内容：

《选举风波》选自当代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的长篇小说
《男生贾里》，文章用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生动活泼幽默诙谐
的语言，围绕着林武翔被砸事件的前后，刻画了贾里、鲁艳
青、鲁智胜等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真实地反映了当代中学
生的校园生活，歌颂了中学生身上那种真诚率直的精神。作
者之所以能写出如此贴近中学生生活的作品，是因为她非常
熟悉校园生活，同时也结识了许多青少年朋友，爱他们，理
解他们，因而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就塑造得非常真实，非常受
学生欢迎。以此为鉴，告诉同学们平时也要认真体验生活，
多与同学交流，这样才能写出真实的人物，表达真实的情感。

本单元属于小说，都蕴含丰富的人文教育资源。教学中，要
引导学生分析人物性格，评价人物形象，理解作品主题，激
发学生情感，品味精彩语言，让学生用心去感受作品的丰富
内涵，使之受到真善美的熏陶。

(二)实验目的：

根据实验教材特点，本课时制定如下实验目的：

1、了解故事情节，把握人物个性;

2、引导学生紧扣课文写感想、谈感受;

3、对照小说中的人物描写，调整自己的生活态度。



(三)实验重点、难点：

根据“课程标准”要求：“欣赏文学作品”，“能设身处地
地体验和理解作品”，“对作品的思想感情倾向作出自己的
评价”，“品味作品中富于表现力的语言”。本课时的实验
重点、难点设计为：

重点：分析文中人物性格，体会生动活泼的语言。

难点：如何引导学生不要感情用事，逐步成熟。

二、教学思路

为了完成本课的实验目的，突出实验重点，突破实验难点，
首先指导学生做好课前预习，在课堂中我打算使用讨论与答
题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围绕“自读要点”，精心设计思考点，
通过自读、讨论，启发学生由浅入深的思考，并发表自己的
看法，发展学生语言运用能力。关键词是相对而言，只要言
之有理，都可。课时安排为一课时，为了提高课堂时间的有
效利用和教学质量、效率，在多媒体教室采用powerpoint课
件用具。

在上述教学方法的指导下，我打算这样安排教学程序，在自
读的前提下，引导学生理清文章的思路，分析小说中的人物，
尤其是贾里，是如何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的，懂得要勇
敢地面对成长中遇到的困难和挫折，坚强乐观地生活，学习
他们的优秀品德。

三、教学方法

课堂教学要充分让学生自主学习，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

因此，我准备以“自主学习——探究疑点——合作解析”作



为学生总的学习方法，以讨

论为主要方式，具体操作步骤为：

读：进一步培养学生的默读能力，尤其是能在默读时抓住重
点;

讲：检查预习和默读情况，让学生复述故事;

思：教师所设问题要求学生独立思考;

论：思考后，让学生以小组行式对问题进行探讨;

评：评评小说的人物形象，并说说自己最喜欢的人物;

写：课后习题三、习题二作为作业让学生练笔，又明理。

四、教学实验过程

具体教学程序如下：

(一)导入新课：创设情景，带悬品文。

(说明：这个环节设计设置情景、直接入题，直观又省时让他
们迅速进入角色，参与教学的双边活动。)

(二)音义链接：主动提问，互动点击。

(说明：“重在参与”，一向是体育精神，把他运用在学习上，
有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又能起到以点带面、检查预
习的双重效果。)

(三)合作探究：速读复述、独立思考、小组讨论、合作解疑。

1、快速阅读，复述课文。



(在课前预习的情况下，要求学生快速默读课文，复述故事梗
概，目的是锻炼

学生的分析能力、概括能力、总结能力，掌握故事情节。)

轻率投票 危难见人心 好事多磨 笑对困难

2、独立思考，分组讨论，合作解析。

(1)在这个事件中贾里经历了怎样的起伏波折?

提示：先是为了一块巧克力不选项鲁艳青当学生会主席，后
在她的协助下解决了学校外

店铺的噪声干扰问题大出风头，但因班上一位同学被拆迁的
店铺奔头砸中受伤又备受非议，最后又提议为其捐款使问题
圆满解决。

(此题以集体讨论为主，目的在于激发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
初步认识贾里这个人物形象。)

(2)你怎么理解“贾里有些难过，也许真正的人生滋味就是多
味的?”这一句话?生

活里你有同感吗?(交流感受，体会人生)

提示：因为在选举而引起的几件事情中，他认识到事情并不
是事事都如自己原先想像中

的那样顺利、明朗。每件事都有让人意想不到的意外和结果，
其间充满酸甜苦辣，有喜有忧

有愁有苦……所以他有些难过，认为真正的人生是多味的。

(此问是突破本文的教学重、难点所在，这里先安排小组讨论，



后各小组派代表发表自

己的见解和主张，教师还有一个关键的动作就是引导学生不
要感情用事，逐步成熟，让学生明白其中人生的真谛。后一
问，留做课后作业以练文笔。)

(3)如果你是他，你会怎样做?

(各持己见，合理即可，体会生活真谛)

(进一步深问让学生明白：人生不总是晴空万里，不总是一帆
风顺，但不管头顶的是怎

样的天空，面临的是怎样的航程，我们都得勇敢地往前走。)

(4)贾里是个什么样的人?

提示：他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城市中成长起来的一个中学生形
象。他自信而不自傲，

他坚强而又自立，幽默而诚挚，聪明机智、热情侠义。

(这一问则是让大家晓得，身为现代成长中的中学生，必须有
贾里如此的气概。)

(5)你怎么理解 “谁也不会天生是伯乐的，这是真理。”这
句话的?

提示：这句话是说谁也不会天生就成熟而坚强，看透一切人
和事，这是真理。

(这一环节主要是让大家明白真理所在!)

(6)文中查老师只讲了一句话，你怎样诠释这句话?



提示：这是查老师在鼓励孩子们，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成长的过程中必定会经历

一些坎坷、挫折，这种磨练是不可少的，只有经受住这些考
验，才会变得成熟、坚强。

(此问是为了鼓励学生学会勇于面对现实，经受磨练。)

(7)你最喜欢小说中的哪个人物?为什么?

powerpoint资料下载：

鲁艳青：有责任感，热心，有魅力，主人翁态度，不讲前嫌，
乐于助人是当代中学生

中的优秀代表。

贾 里：聪明、活泼、热情、负责任、正义感强。勇于面对困
难，也有急躁、感情用事

过，但至此经历后，便成熟了许多。

鲁智胜：大大咧咧，好心肠，单纯处理方式欠妥，但林武翔
被砖砸后，他着急且主动去

照顾她父母。

陈应达：有点自私，但勤奋好学。

女班委：爱逛街，喜欢潇洒的男篮队长。

(这一问引导学生从心理、语言描写上集体讨论，分析出人物
形象，并学他人所长，为

己所用。)



四、拓展延伸。

推荐长篇小说《男生贾里》。

书中描述了中学生贾里和他周围伙伴的一连串生动有趣的故
事。贾里聪明机智、热情仗

义。他的伙伴一个个也不同凡响，经常会有令人意想不到而
又令人刮目相看的举动。作品从

家庭——学校——社会出发，全景式地展示了一幅幅丰富多
彩的90年代少儿生活画卷及其

成长过程，反映了新时代少年的人际关系和可喜气质，具有
浓郁的时代特色和生活气息。

(此层主要是拓宽学生的知识面，鼓励学生走进文学的海洋里
遨游。)

五、小结陈辞

故事告诉我们，做什么事都不可能具有完全理想的状态，你
的出发点和结果可能会偏差。

作者塑造了贾里这个阳光男孩来让大家学会宽容、乐观、充
满勇气地对待生活。贾里和他的

小伙伴的故事，以及他们蓬蓬勃勃、开开心心有滋有味的成
长过程，是我们大家所欣赏和应

该学习的。作品采用了“串糖葫芦”式的结构，情节轻松活
泼，行文诙谐幽默，人物个性鲜

明，具有轻喜剧的艺术风格。



六、习题作业

1、 实践活动：完成课后习题三(让学生学会了诉状的写法又
明白了法律是当今社会最

好也是最安全的武器)

2、 讨论写作：完成课后习题二，并写成作文。(把贴近中学
生的事情作为写作之题，

从另一方面讲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