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声声慢教案设计 声声慢教学设计
市课(模板8篇)

编写教案有助于教师对教材内容的深入理解，同时也能帮助
教师提高教学的筹备和实施能力。以下教案模板注重学生的
实际操作和实践体验，可促进学生的兴趣和参与度。

声声慢教案设计篇一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

1、抓住意象，体验意境，了解李清照词的婉约风格。

2、知人论世，体会作者生平遭遇与创作的密切关系。

3、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深入探究的习惯，锻炼学生的思辨力
和表达力。

过程与方法：

1、以学生活动为主，让学生在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下读读，议议，品品。

2、让学生通过本词的学习，掌握鉴赏词的一般方法。

情感态度价值观：

1、以真挚的感情品读作品，培养学生诗歌学习的兴趣，提高
学生的文学素养。

2、理解李清照心中的国愁、家愁、情愁。



教学重难点：

重点：

1、了解个人生活遭遇与作品创作的密切关系。

2、学习作者从日常生活中提炼生动感人的意象来表现心境的
方法。

难点：

体会词的意境和作者的思想感情。

教学方法：

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以学生活动为主，品读
法，讨论法，教师为学生的情感体验给予一定的指导，对学
生的发言作好点拨、补充和总结。

教学时数：

一课时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音频、视频文件。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教师引导学生活动

课前准备（幻灯一：出示画面“宋词鉴赏”和《声声慢》音
乐。）欣赏音乐，预习课文。

一、回忆旧课导入新课



（3分钟）

师：轻拂历史的尘烟，漫步文学的殿堂。今天，我们一起走
进一位女词人的情感世界。而这位女词人，就是被称为古代
第一才女的李清照。（幻灯二：出示李清照的画像。）关于
李清照，其实，我们在初中就学过她的作品。请大家看看屏
幕上的这幅图，能猜出是哪首词的画面吗？（幻灯三：出
示“鸥鹭惊飞”图。）

师：是呀，当轻舟穿行于荷花丛中，看着鸥鹭惊飞的.美好景
色，我们似乎也可以感受到词人心中洋溢着的那种愉悦，体
会到她开朗、活泼的少女情怀。然而，斗转星移，经历了一
些人事变迁后的李清照，又给我们娓娓道来怎样的心情呢？
她又是如何表达这样的情感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声声慢》。
（幻灯四：出示课题和图片。）

请大家自由朗读这首词，体会作者的情感。

学生回忆初中学的李清照的作品《如梦令》，齐背出――常
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学生自由朗读《声声慢》。

二、对比感知 把握情感

明确――《如梦令》欢愉、轻松、高兴……

《声声慢》愁苦、凄凉、哀婉……

师：如果我们用一个字来概括这首词的词眼，你觉得应该是
哪个字呢？明确――“愁”。（幻灯五：出示“愁”。）很
好！情感基调的把握是我们鉴赏诗歌的重要方法，而大家对
《声声慢》这首词的情感把握得非常准确。对，就是一个愁



字！

师：不仅我们读出了李清照的愁，就连一位法国诗人克洛岱
也读出了李清照词中的愁，并且还把《声声慢》改写成了一
首法国诗。现在，我们就来读一读他的这首《绝望》。（幻
灯六：出示《绝望》。）

师：这首诗翻译得好不好？为什么？

明确――《绝望》：改写的诗，简直就是一种发泄。只有一
些声嘶力竭的吼叫，情感的表露太直白，太浅露，甚至有
些“泛滥成灾”了。虽然也表达了一种绝望、痛苦，但是只
有一些抽象的概念，没有意象，没有意境，毫无美感可言。

《声声慢》：表达情感的方式是含蓄的，更多的是借助一些
意象来传递愁情，有一种含蓄、蕴藉的美。即便是直接抒情
的句子，也不像克洛岱那样直白浅露。

师：大家找找李清照直接抒发愁情的句子，体会一下。

明确――“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这小小一个愁字，又如何道得尽女词人的痛苦和哀伤呢？一
个反问加感叹句，加重了语气，也加强了情感的表达，可见
愁绪深远无边。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动作――环境――心理，用了十四个叠字,由外到内、层次鲜
明地写出词人不能摆脱失落感和孤独感的心理过程,而且在音
律上形成一种急促、跳动、铿锵的节奏和旋律,刻画了一个面
容憔悴，晚景凄凉的形象，奠定了全词悲苦愁绝的感情基调。

（注意对这两句的诵读指导。）



（注意读完后的及时鼓励。）学生区别两首词的不同情感，
并寻找《声声慢》的词眼。

学生齐读法国诗《绝望》，并将其和《声声慢》进行比较，
看看表达情感的方式有何不同。

学生寻找词中直接抒情的句子，并仔细品读，体会写法上的
不同。

学生在分析这两处直接抒情的句子时，让全班齐读品味，特
别是叠词的句子，要读出一种缓慢、低沉。

学生听录音，跟读。然后全班齐读课文。

三、品读意象 赏析意境

（幻灯八：出示问题。）

师：大屏幕上有六片叶子，每一片叶子代表着一种意象，请
大家把词中的主要意象找出来。（幻灯九：出示叶子。）

明确――淡酒、急风、过雁、黄花、梧桐、细雨。

师：这些意象有什么特点呢？它们营造了怎样一种画面和意
境呢？又是如何表达愁情的呢？请同学们分组讨论，合作完
成对其中任两个意象的赏析。（注意诵读贯穿始终。）

师：在作者笔下，淡酒无味，急风欺人，过雁旧识，黄花堆
积，梧桐叶落，细雨霏霏，营造了一种冷清凄凉的意境，传
递出孤寂和愁苦。而淡酒、急风、过雁、黄花、梧桐、细雨
这些有深刻文化意蕴的意象把愁情具体化、形象化、生动化
了，与《绝望》的声嘶力竭相比，更多了一些让人想象的空
间，意蕴更加丰富，也更耐人寻味。而这也恰恰是中西方文
化的不同之处。



（幻灯十：出示意象的小结。）学生找出词中的主要意象，
并小组合作、探究完成对意象的分析鉴赏，自主学习，讨论
交流，展示成果，教师作相机指导。

四、知人论世 解读愁情

（5分钟）师：有人说《声声慢》是浓缩了李清照一生痛楚的
千古绝唱。而李清照也被称为“写愁第一高手”，那么，李
清照的愁，究竟是什么呢？她又为何而愁呢？大家能不能结
合初中学过的知识，联系作者的生平遭遇和时代背景来解答
一下这个问题呢？（幻灯十一：出示为何愁？）

（注意在学生回答后进行补充。）（幻灯十二：出示作者介
绍。）

明确――情愁－－独居之苦

家愁－－丧夫之痛

国愁－－亡国之恨

师：李清照少历繁华，中经丧乱，晚景凄凉。她曾拥有一个
无忧无虑的童年，她曾拥有一段幸福美满的婚姻。但是金人
的铁锤砸烂了她所深爱着的国家，也砸烂了她公主般幸福的
生活。于是她开始了后半生的磨难。在磨难中她体味情愁，
咀嚼家愁，品味国愁。“愁”成了她诗歌创作的主题。（幻
灯十三：出示情愁、家愁、国愁。）

学生回忆初中所学知识，明确鉴赏诗词不能孤立地解读文本，
要联系李清照生平经历和时代背景，知人论世。

五、小结诗词鉴赏方法

（2分钟）师：通过今天这节课的学习，大家能不能总结一下



诗词鉴赏的基本方法？（幻灯十四：出示诗词鉴赏方法。）

明确――找词眼，把握情感基调。

抓意象，赏画面，品意境。

知人论世，联系作者生平，时代背景。学会及时总结学习方
法，这是一种知识的迁移能力。一名学生回答不全的，其他
学生可以补充回答。

六、文本对话

拓展提高

（6分钟）师：今天这节课，我们进一步了解了李清照这个经
历坎坷的女子，体会了她笔下别样的愁情。那么，此时此刻，
你心中是不是有一些话想对李清照说呢？让我们欣赏一首由
《声声慢》改编的歌曲，在歌声中，请大家敞开心扉，走进
女词人的内心深处，和她进行一次情感的交流，把你想对她
说的话写下来，可以是诗，可以是歌，可以寥寥数语，也可
以文采飞扬！（幻灯十五：出示《声声慢》歌曲。）

师：雁过南窗月满楼，梧桐细雨点离愁。

秋风落叶寄情思，自是写愁第一流。

学生畅谈学习后的感悟，走进女词人内心，进行交流，以进
一步深入地理解诗词的情感。

七、课后作业

（1分钟）1、用形象化的语言写写自己生活中的“愁”。

2、推荐阅读李清照另两首写愁的名作《武陵春》《一剪梅》，
用所学方法鉴赏评析。（幻灯十六、十七：出示作业。）



结语：现实生活中，但愿快乐幸福与我们永远相伴；阅读世
界里，希望大家能走近李清照，真正体会到那份美丽的忧伤
与忧伤的美丽!

声声慢教案设计篇二

1.知识目标：品读意象，把握作者情感。

2.技能目标：深入解析词人愁绪的丰富内涵。

3.情感目标：体会词人的人生际遇对其作品的影响。

教学重点

品读意象，把握作者情感；解析词人愁绪的丰富内涵。

教学难点

体会词人的人生际遇对其作品的影响。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如梦令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

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这首词写出来李清照青春年少时欢愉自得的好心情；但对后
世影响深远的是她后期创作的蕴含了深广愁思的作品。今天
就来学习她凝结了万般愁情，被誉为“千古绝唱”的《声声



慢》。

二、走近词人

李清照，（1084---约1151），字漱玉，号易安居士，山东济
南人，留有作品集《漱玉词》。宋代婉约派词人的代表之一。

少年历经繁华，中年饱经离乱，晚年漂泊孤苦。 （课件展示）

三、整体感知

1有感情地朗读。

找同学朗读，同学点评、讨论，师补充朗读需注意的问题
（准确，语速，语调，情感）。

找同学再读，播放音乐。（播放背景音乐）

学生有感情地自由诵读。

2.这首词的词眼是什么？（课件展示问题）

明确：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板书：愁。）

次第：光景，状况。“这”指代什么？

这：“乍暖还寒、晚来风急、旧时雁过、满地黄花、梧桐秋
雨”等情景。

四、文本探究

1.初读，赏愁景（课件展示问题）

（默读词作）思考：词人描绘了哪几幅画面，找出画面中的
意象，进一步分析这些画面或意象是怎样表现作者的愁绪的？



（注意画面内容，景物特点，营造出的氛围）

淡酒：并非酒太淡，而是愁太浓，酒力压不住心愁。

晚风：渲染愁情，环境凄清，衬托心境凄凉。

过雁：视觉，听觉。物是人非，怀乡怀人。

黄花：喻词人憔悴的容颜，孤苦飘零的晚境。

梧桐细雨：视听结合的画面，是一种悲怆凄婉的寄寓。雨滴
敲碎人心，衬托环境之静。（春风桃李花开夜，秋雨梧桐叶
落时--大唐天子失去爱妃后失魂落魄的状态）

词中的意象营造出了怎样的氛围？（冷清、凄苦、哀愁，此
景在这种氛围之下，作者的愁苦确实浓得无化解。）

画面中的人物把景串连起来（动态），悲苦、孤寂、迷茫，
突显愁思之深。

（找同学读词作，感受词中意境。）

2.再读，悟愁心（课件展示问题）

（有感情的朗读诗歌）思考：词人愁从何来？可以和《醉花
阴》中的愁比较。（体会词人的人生际遇对其作品的影响）

请同学们结合课本41页第一个注解思考这个问题。

早期之愁：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后期之愁：丧夫之悲，亡国之恨，漂泊之苦。

作者的愁意蕴深广，从词中的意象画面中也能看出。以 “雁
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为例，北雁南飞，旧时相识-



-睹雁思乡；大雁可以北归，自己却无家可归--亡国之恨；云
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曾经鸿雁传书，现在孤
苦一人--睹雁思人。

（在此基础上再找同学读，读出词人内心深处的愁绪。）

诗人的人生际遇对其创作影响很大，作品本身就是诗人生活
状况的真实写照。读诗词一定要“知人论世”。

3.细品，析手法（课件展示问题）

思考：全词主要运用哪些手法来表现作者无法排遣的愁苦的？

a.借景抒情

b.直接抒情

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难言之痛，欲说又休，全词戛然
而止，言有尽而意无穷。（再找同学读，读出这种欲说又止
的难言之痛，《武陵春》--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c.叠词运用

寻寻觅觅：动作，寻觅什么？（茫然无着）

冷冷清清：环境，心情？（寂寞冷清）

凄凄惨惨戚戚：感受？（凄凉惨淡）

加强情感，奠定了全词哀婉、凄凉、愁苦的感情基调。（再
读诗歌，品味词人情感。）

小结：这首词主要运用直接、间接抒情手法及叠词，营造了
一种无法驱散的孤独悲苦的氛围，让我们触摸得到词人心底



的累累伤痛。

四、拓展延伸（课件展示问题）

词人的苦楚震撼人心，下面让我们也来写一写词人们的愁绪。

原来愁绪也可以写得如此美丽，

它是李煜的一江春水，连绵不尽；

它是柳永的                        ；

它是李清照的                        。

小结：这首词生动形象地表现了一个饱经离乱的妇女在一个
秋日黄昏的真实生活感受。全词就抒写一个“愁”字，从不
同角度反复描写渲染，充分地表现出词人复杂的思想感情，
读后使人感觉哀愁满纸。本词表现情感的手法也是值得我们
借鉴的。

五、巩固练习（课件展示问题）

同为婉约词人的李煜也有许多抒发愁绪的作品，试选取一首
比较其和本词在写作手法上的异同，并体会词人生平际遇对
作品的影响。

声声慢优质课课件

声声慢教案设计篇三

教学目的：

1、了解作者及词作的艺术风格。

2、通过诵读品味、提高审美情趣，培养学生诗词欣赏能力



教学重点：解读文句，分析意境，在品读中欣赏

教学难点：意境的品味。比较两首词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

教学设想比较法：阅读欣赏、品味理解两首词的内容、感情
基调。

拓展训练：课外阅读、摘录、收集与这两首词的内容、境界
相似的诗词句。

课时安排：一课时

教学步骤：

《鹊桥仙》和《声声慢》都是词牌名，不是词题。《鹊桥仙》
多以咏牛郎织女相会之事。《声声慢》原来的曲调，韵脚押
平声字，调子相应的比较平缓，李清照却改押入声韵，并屡
用叠字和双声字，便变舒缓为急促，变哀婉为凄厉。

1、秦观（1049~1100）北宋后期词人，字少游。他擅长诗文，
词更享有盛誉，被苏轼誉为“屈宋之才”，秦观为苏门四学
士之一，而其词则在“四学士”中影响最大。词作风调凄迷
幽婉，清丽典雅，属婉约派。

以北宋南渡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词主要围绕自己的闺阁
生活来写，以闺愁和夫妇别离之愁为主；后期词则以家国之
思为主。

）

1、学生试读

2、教师导读



纤云弄巧，

飞星传恨，

银汉迢迢暗度。

金风玉露一相逢，

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

佳期如梦，

忍顾鹊桥归路．

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岂在朝朝暮暮

（二）。《声声慢》导读

《声声慢》是李清照的一首震动词坛的名作。靖康之难以后，
丈夫病故，夫妻精心收集的金石书画，都已散失殆尽。这一
连串的打击使她尝尽了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苦痛。《声声
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所作，通过描写残秋所见、所闻、所
感，抒发了自己孤寂落寞、悲凉愁苦的心绪。基调深沉凝重、
哀婉凄苦，一改前期词作的开朗明快。读时以“愁”为主。

词的起句很不寻常，一连用七组叠词。朗读起来，非常哀婉
凄楚，有如听到一个伤心之极的人在低声倾诉，当她自己还
未开口时，听众已感觉到她的忧伤，而等她说完了，那种忧
伤的情绪还没有散去，一种莫名其妙的愁绪在心头和空气中
弥漫开来，久久不散，余味无穷。



3、学生齐读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

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

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

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

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4、读中点拨、品味、欣赏（现在我们来边读边品位这两首词）

（一）《鹊桥仙》词一开始即写“纤云弄巧”，“飞星传
恨”，轻柔多姿的云彩，变化出许多优美巧妙的图案，显示
出织女的手艺何其精巧绝伦。那些正在飞驰长空的闪亮的星
星仿佛正在传递着他们的离愁别恨，[相思之苦，忧恨之长]。
“银汉迢迢暗渡”，以“迢迢”二字极力形容银河的辽
阔，“暗渡”二字点出“七夕”题意，同时紧扣一个“恨”
字，写他们踽踽宵行，千里迢迢来相会。此句写牛女相距之
远，相见之难，。

接下来词人宕开笔墨，以富有感情色彩的议论赞叹道：“金
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一对久别的情侣在金风
玉露之夜，在碧落银河之畔相会了，这美好的一刻，便抵得
上人间卿卿我我，千遍万遍的缠缠绵绵。词人以“风”



是“金”的、“露”是“玉”的来热情歌颂这种爱情的圣洁
与永恒。

学生自赏要求：

1、找对比点：基调：情感线索表达方式艺术表现手法

2、找关键词：

（二）．《声声慢》

「寻寻觅觅」词人心中孤独空虚，想找到失去的东西，不由
自主地产生了一种“寻寻觅觅”的心思。然而，寻觅的结果
却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满身的冷清和满心的
忧伤凄楚，觅无所得。]这开头三句，由浅入深，淋漓尽致地
刻画出了女主人公冷清、凄惨、忧伤、极度空虚、孤寂无依
的凄凉处境。

加之天气乍暖还寒[天气忽冷忽热]，实为最难将息[调养休
息]！

“三杯两盏淡酒”本应是借酒消愁，但愁仍难排遣，因为愁
情，加之“晚来风急”三杯两盏淡酒“敌不过”。可谓“借
酒浇愁，愁更愁”，可词人不明说，却言谈酒不足以敌急风，
用意上含蓄。一个“晚”字，暗示“到黄昏．．．．”的处
境。这三句，实为开头三句的延伸，所谓情在词外。

“雁过也”三句，将上文含蓄未说之事略加点明。仰望天空
过雁，却勾起的是对往事的伤心回忆。因雁到秋天，由北而
南，词人亦是北人，避难南下，似乎是“旧时相识”

勾起了故乡之思，可谓“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菩萨
蛮》“今年海角天涯，萧萧两



下片直承上文。俯视满地盛开的菊花，然而，自己却因忧伤
憔悴而瘦损了，那有知己共赏共摘呢！孤孤单单地靠着窗儿，
怎样才能挨到天黑啊！

好不容易挨到黄昏，却又下起了绵绵细雨，这种境况，怎么
能用一个“愁”字说得尽呢？“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
点滴滴。”这里，一点雨就是一点愁，“点点滴滴”的雨就
是千丝万缕的愁，连绵不断的愁。如果说自然界的风雨是吹
打在梧桐树叶上，那么，一种比秋雨更令人心寒的无影无形
的风雨却打在愁人的心上！愁啊！愁！愁-愁-愁！如果用李
煜的“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来形容，我倒认为这种愁还有
量度，可以释怀、可以流放；而李清照的愁却如泰山压顶，
又如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将词人重重的压住、团团的围住，
让她喘不过气来！是掉进深渊的愁，是无限愁！这种“愁”
也不是《一剪梅》中的“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
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愁！这种
孤寂落寞，悲凉愁苦的愁，任何比喻在此都显得苍白无力！
所以，结尾的反问句式，有言有尽而意无穷之功效！使词人
的愁显得无限的长…。大有“回肠九叠后，犹有剩回肠”的
艺术效果。

（三）。感情基调（要求学生总结、归纳出一条线索）

《鹊桥仙》主人公有“弄巧”“传恨”的相思之苦——但也有
“暗度”相逢的喜悦情怀——更有“柔情似水”的蜜意缠绵、
互吐衷肠的回报——虽有“忍顾”时难舍难分的别离——但
因有别后的互赠誓言、有久长情的安慰，为下次的相逢“暗
度”增强了信念——可谓“天涯咫尺”，所以是情有所寄。

《鹊桥仙》人物的感情虽是喜忧交加，但基调是昂扬的。为
什么呢？客观现实虽然是黑暗的、冷酷的，但主人公能“金
风玉露”“暗度”“相逢”其生活的态度，奋斗的精神是昂
扬、难能可贵的。虽然相逢的时间是短暂的，但相逢是甜蜜
的、幸福的。因能有下次的相逢而信心百倍、互慰互勉。



阳相隔]――有满地盛开黄花[却无知音共赏共摘]—－只有独
守窗儿[无奈地听雨打梧桐之声]这是多么凄惨、悲凉的处境
啊！词人寻觅的结果是掉进了愁的深渊！—－无限愁[怎一个
愁字了得]。所以，词的基调是深沉凝重、哀婉凄苦。“念天
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所以是情无所托。

2、艺术特色

（1）写法上都具有独创性：两位婉约派词人都是通过环境渲
染、人物心情的刻画

来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的，但都各有特色。

（2）表达方式上。《鹊桥仙》全词熔写景、抒情、议论于一
炉。词中明写天上双星，暗写人间情侣。其抒情，以乐景写
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读来荡气回肠，感人肺腑；
《声声慢》是以铺叙的手法，写景、抒情于一体，而抒情又
比较含蓄曲折，心中极愁，景景含愁，通篇是愁，然而这一
愁情作者却始终不说破，只是极力烘托渲染，层层推进，营
造出一种“一重未了一重添”的凄苦氛围，给人留下更多的
思索空间。全词写来尽管没有一滴泪，然而给人们的感受却是
“一字一泪，满纸呜咽”。这比直写痛哭和泪水涟涟更为深
刻、凄酸，也更能感染人。

附：板书设计

基调感情线索主旨艺术手法

写景抒情议论环境烘托

昂扬情有所寄：弄巧、传恨——暗度——风、露——柔情、
佳期——忍顾——互赠誓言

（相思苦）—（相见难）-（胜却）-（回报）（别离）（情



久长）

乐景写哀哀景写乐天涯咫尺

深沉凝重情无所托：寻觅——冷凄忧——暖寒酒——雁。
花——独守——梧桐。细雨

哀婉凄苦孤、空觅无得难将息敌不过旧时相识凄凉愁无限

愁更愁睹物伤怀

铺叙写景抒情

声声慢教案设计篇四

1.知识目标：品读意象，把握作者情感。

2.技能目标：深入解析词人愁绪的丰富内涵。

3.情感目标：体会词人的人生际遇对其作品的影响。

教学重点

品读意象，把握作者情感；解析词人愁绪的丰富内涵。

教学难点

体会词人的人生际遇对其作品的影响。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如梦令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

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这首词写出来李清照青春年少时欢愉自得的好心情；但对后
世影响深远的是她后期创作的蕴含了深广愁思的作品。今天
就来学习她凝结了万般愁情，被誉为“千古绝唱”的《声声
慢》。

二、走近词人

李清照，（1084---约1151），字漱玉，号易安居士，山东济
南人，留有作品集《漱玉词》。宋代婉约派词人的代表之一。

少年历经繁华，中年饱经离乱，晚年漂泊孤苦。 （课件展
示）

三、整体感知

1有感情地朗读。

找同学朗读，同学点评、讨论，师补充朗读需注意的问题
（准确，语速，语调，情感）。

找同学再读，播放音乐。（播放背景音乐）

学生有感情地自由诵读。

2.这首词的词眼是什么？（课件展示问题）

明确：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板书：愁。）

次第：光景，状况。“这”指代什么？



这：“乍暖还寒、晚来风急、旧时雁过、满地黄花、梧桐秋
雨”等情景。

四、文本探究

1.初读，赏愁景（课件展示问题）

（默读词作）思考：词人描绘了哪几幅画面，找出画面中的
意象，进一步分析这些画面或意象是怎样表现作者的愁绪的？
（注意画面内容，景物特点，营造出的氛围）

淡酒：并非酒太淡，而是愁太浓，酒力压不住心愁。

晚风：渲染愁情，环境凄清，衬托心境凄凉。

过雁：视觉，听觉。物是人非，怀乡怀人。

黄花：喻词人憔悴的容颜，孤苦飘零的晚境。

梧桐细雨：视听结合的画面，是一种悲怆凄婉的寄寓。雨滴
敲碎人心，衬托环境之静。（春风桃李花开夜，秋雨梧桐叶
落时--大唐天子失去爱妃后失魂落魄的状态）

词中的意象营造出了怎样的氛围？（冷清、凄苦、哀愁，此
景在这种氛围之下，作者的愁苦确实浓得无化解。）

画面中的人物把景串连起来（动态），悲苦、孤寂、迷茫，
突显愁思之深。

（找同学读词作，感受词中意境。）

2.再读，悟愁心（课件展示问题）

（有感情的朗读诗歌）思考：词人愁从何来？可以和《醉花
阴》中的愁比较。（体会词人的人生际遇对其作品的影响）



请同学们结合课本41页第一个注解思考这个问题。

早期之愁：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后期之愁：丧夫之悲，亡国之恨，漂泊之苦。

作者的愁意蕴深广，从词中的意象画面中也能看出。
以 “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为例，北雁南飞，
旧时相识--睹雁思乡；大雁可以北归，自己却无家可归--亡
国之恨；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曾经鸿雁传
书，现在孤苦一人--睹雁思人。

（在此基础上再找同学读，读出词人内心深处的愁绪。）

诗人的人生际遇对其创作影响很大，作品本身就是诗人生活
状况的真实写照。读诗词一定要“知人论世”。

3.细品，析手法（课件展示问题）

思考：全词主要运用哪些手法来表现作者无法排遣的愁苦的？

a.借景抒情

b.直接抒情

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难言之痛，欲说又休，全词戛然
而止，言有尽而意无穷。（再找同学读，读出这种欲说又止
的难言之痛，《武陵春》--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c.叠词运用

寻寻觅觅：动作，寻觅什么？（茫然无着）

冷冷清清：环境，心情？（寂寞冷清）



凄凄惨惨戚戚：感受？（凄凉惨淡）

加强情感，奠定了全词哀婉、凄凉、愁苦的感情基调。（再
读诗歌，品味词人情感。）

小结：这首词主要运用直接、间接抒情手法及叠词，营造了
一种无法驱散的孤独悲苦的氛围，让我们触摸得到词人心底
的累累伤痛。

四、拓展延伸（课件展示问题）

词人的苦楚震撼人心，下面让我们也来写一写词人们的愁绪。

原来愁绪也可以写得如此美丽，

它是李煜的一江春水，连绵不尽；

它是柳永
的                        ；

它是李清照
的                        。

小结：这首词生动形象地表现了一个饱经离乱的妇女在一个
秋日黄昏的真实生活感受。全词就抒写一个“愁”字，从不
同角度反复描写渲染，充分地表现出词人复杂的思想感情，
读后使人感觉哀愁满纸。本词表现情感的手法也是值得我们
借鉴的。

五、巩固练习（课件展示问题）

同为婉约词人的李煜也有许多抒发愁绪的作品，试选取一首
比较其和本词在写作手法上的异同，并体会词人生平际遇对
作品的影响。



张继全

[《声声慢》教学设计（市优质课）]

声声慢教案设计篇五

新课标要求：

1、感受形象，品味语言，领悟作品的丰富内涵，了解作品涉
及的有关背景材料用于分析和理解作品，有自己的情感体验
和思考，掌握文本思想。

2、了解词的表现手法，体会艺术表现力。

3、培养积极的鉴赏态度，注重审美体验，陶冶性情，涵养心
灵。

教学目标：

1、感受作品的意境，品味平淡自然的语言中蕴含着的丰富情
感，深刻领悟李清照的悲怀愁绪。

2、学习鉴赏诗歌的方法，积累鉴赏的经验。

教学重难点：

1、鉴赏词的意境美，词中蕴含的细腻情感，培养自己的情感
体验；

2、品味语言美、音乐美，掌握艺术手法。

教学过程：

一、赏读：



（2）学生集体随读；

（3）女生诵读，男生和读。

二、李清照简介：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济南人，婉约词派的代表，其词被称
为易安体。其父亲李格非是学者兼散文家，母亲出身于官宦
人家，也有文学才能。李清照自幼就受过很好的教育，多才
多艺，能诗词，善书画。李清照十八岁嫁了宰相赵挺之子赵
明诚，赵爱好金石之学，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婚后，他们过
着美满和谐的生活，夫妇常常在一起诗词唱和，欣赏金石拓
片。

李清照前期的词大多数写自己对情感尤其是离别之情的感受。
词风真挚细腻、委婉动人。

但时代的巨变打破了李清照闲适恬静的生活。汴京失守，李
清照也“载书十五车”于建炎二年南下江宁。第二年赵明诚
去世，接着金兵深入南下，她又到处流亡，曾被人诬陷通敌，
再后来，赵明诚生前多年收集的金石古玩大部丢失，她的境
况也变得越来越艰难，由一个无忧无虑的贵妇人，一变而为
流落无依、形影相吊的寡妇。李清照南渡后的词和前期相比
迥然不同，充满了凄凉、低沉之音，主要是抒发伤时念旧怀
乡悼亡的情感，充满了浓重的哀愁。

概括板书：少历繁华，中经丧乱，晚境凄凉。

三、《声声慢》赏析：

品味意境，鉴赏佳妙，深刻领悟李清照的悲怀愁绪。

教师预设的问题如下：



问题一、古诗词十分重视字句的锤炼，有“诗眼”“词眼”
之说。请找出《声声慢》中的“词眼”。(教师引导：“眼”，
传神之所。“词眼”，最能体现作者内心情感的字词。)

学生自由回答然后确定——“愁”字

问题二、综观全词，一字一泪，满是悲愁，但全词写来没有
一个“泪”字，也只在结尾点出一个“愁”字。作者是如何
传达这渗透血泪的深愁巨痛的呢?（学生自由选取诗句赏析，
自由讨论，自由回答。名句做重点鉴赏，其余简略分析）

明确：

1、首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此14个叠字历代词家异口同声赞为千古绝调。为何？（选取
此句鉴赏的学生自由交流，教师总结。以下词句鉴赏方法相
同。）

教师引导：挖掘“寻寻觅觅”这四字后面隐含的信息；

挖掘“冷……”后面隐含的丰富情感。

这14个叠字极富音乐美，宋词是用来演唱的.，音调和谐是一
个很重要的内容。李清照对音律有极深造诣，所以这14个字
虽是重叠使用,却绝无重复累赘之感，朗读起来，只觉徘徊低
迷，婉转凄楚，有如听到一个伤心之极的人在低声倾诉。你
能感觉到她心中塞满了愁苦，她需要发泄，需要倾诉，她想
一口气把心中所有的愁苦全都吐出来。

细细地体味，开篇的“寻寻觅觅”是寻找的动作，词人就好
像有什么东西丢掉了一样。这东西是什么呢？是流亡以前安
定、闲适的生活，是丈夫在世时的情意，还是心爱的金石拓
片？词人“寻寻觅觅”地找，仿佛飘流在海洋中的人要抓到



点什么才能得救似的。这反映词人内心空荡，无可排遣寄托。
然而寻找的结果是“冷冷清清”，不但无所获，反被一种孤
寂凄凉的气氛包围。“冷冷清清”，此既明指环境，也暗指
心情，由环境而感染到心情，由外而内。一句“凄凄惨惨戚
戚”，则纯属内心感觉的描绘。由冷清的环境过渡到惨戚的
心灵。此三句，由外而内，由浅入深，文情并茂地描写出女
词人孤苦无告的凄凉心境。仅此三句，一种由愁惨而凄厉的
氛围已笼罩全篇。

2、“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教师引导：李煜“罗衾不耐五更寒”为何已是暮春还会感
觉“寒”？

这两句，要说的是由于环境不佳，心情很坏，身体也就觉得
难以适应。然而这里不说环境之冷清，心之惨戚，而独归之
于天气之“乍暖还寒”。

这是借气候之冷暖无常，写飘零憔悴之苦。

3、“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

看到写酒就自然而然地想到愁，本要说的是借酒浇愁，但愁
仍难排遣。可此处不明说，却言“淡酒”无力，怎么能抵挡
住那一阵紧似一阵的急风。用意含蓄，言酒“淡”，其实是
说愁“浓”，以至用酒消愁是不抵事的。一个“淡”字，表
明作者晚年是何等的凄凉，心境是何等的凄苦。（比较少女
时的醉酒）

如梦令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
棠依旧”。知否，知否？应该绿肥红瘦。

4、“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引导：古诗词“雁”意象的固定内涵。

借“雁”之意象来传达内心的愁苦。

雁到秋天，由北向南，词人亦是北方人，避难南下，所以说是
“旧时相识”。雁可以回到北方，人却只能客居江南，“旧
时相识”在异乡相逢，就更增加了词人的天涯沦落之感。

古有雁足传书之说，而此时见雁，却无亲人的音讯，那份思
乡之愁绪怎能不油然而生。真是“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
”(《菩萨蛮》)。5、“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
摘？”

这里“满地黄花堆积”是指菊花盛开，而非残英满地。“憔
悴损”是指词人自己因忧伤而憔悴，非指菊花枯萎凋谢。古
人有九九重阳登高、饮酒、赏菊的习俗，但由于自己无心看
花，虽值菊堆满地，却再无当年那种“东篱把酒黄昏后，有
暗香盈袖”的雅致了。以往丈夫在世时的日子多么美好，诗
词唱和，整理古籍，欣赏金石拓片。可现在呢？只剩下自己
一个人在受这无边无际的孤独的煎熬了。然而人不摘花，花
当自萎；及花已损，则欲摘已不堪摘了。这里既写出了自己
无心摘花的郁闷，又透露了惜花将谢的情怀，笔意比唐人杜
秋娘所唱的“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要深远多
了。渗透着深刻的生命悲哀。

6、“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

日长难熬，度日如年，孤孤单单地靠着窗儿，怎样才能挨到
天黑呢？极写愁苦已极，寂寞难耐的痛苦。一种凄清的苦况



蕴含于平淡语言之中，发人深思。

7、“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试描绘诗句展示的凄惨情景。并指出此句手法之高妙。

梧桐叶落，细雨霏霏，细雨落在梧桐上，又点点滴滴洒到地
上。这是梧桐在落泪，不也是词人的心头在滴泪吗！这里将
凄凉的景色与痛苦的心情交融在一起，情景交融更添愁绪，
使词的意境更为深远。

8、“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试分析结句之妙。

词人用口语的形式，脱口而出：这情形、这光景，又怎么是
一个“愁”字包括得了、承担得了、说明得了？“这次第”
三字极其有力，一笔收住，总括上述种种情景；“怎一个愁
字了得”又放开一步，开拓出一种含蓄的境界，让人想象，
发人深思。词人满纸呜咽，笔笔写愁，这里除了悲欢离合、
春忧秋愁一类私愁外，更有时代的、民族的、国家的“公”
愁在，真可谓人生大悲哀，社会大悲痛。这结尾，即是收，
又是放；即是对前文的概括，又把诗意推进一层，使通篇余
音袅袅，言尽而意不尽。从而扩大并深化了主题。

四、师生共同归结鉴赏方法。

1、知人论世

2、找词眼，悟主旨

3、赏析意象

4、联想想象



5、缘境明情。

具体分析：

1、了解一个人所处的时代背景、身世经历以及他的思想感情，
这对我们很好地赏析其作品，有很大的帮助。

比如说杜甫，知道安史之乱后他过着颠沛流离、贫困潦倒的
生活，就会明白他为什么把自己比做远浮天边的一片孤云，
悬挂于长夜中的一轮孤月——“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
孤。”也就理解了当他在浣花溪搭建起一座简陋的茅屋时他
何以会如此欣喜。当秋风卷走屋上的茅草，雨水漏湿了屋内
的地面，作者彻夜难眠，面对艰苦的处境，杜甫发出的却是：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
死亦足。”这种忧国忧民的思想又是多么难能可贵。历史上
多少豪宅大院比起杜甫的茅屋，不知坚固豪华多少倍，可早
已湮没于历史中。而杜甫的茅屋，却得到世人的敬重，被一
代代保存下来，成为一处陶冶人们情操的著名旅游景点——
杜甫草堂。那是人格的坚固、精神的坚固，穿越时空，胜过
单纯的物质的坚固。

比喻说王维，知道他的诗中有画，知道他晚年信佛，求静。
这反映在诗中：往往描绘一种静谧的意境，多使用“空”字，
“空山新雨后”“夜静春山空”“空山不见人”，而“空”
并非是“无”，而是表达一种宁静、清冷、空明的意韵，且
多以声衬静——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声。这对我们赏析其
诗作，会有很大得帮助。

诗词下的注释

2、诗的题目《送元二使安西》苦喜孤客

“词眼”是一首中最精练传神、最表情达意的一个字。抓住了
“词眼”，领悟了主旨，也就掌握了作者的情感脉搏。



3、意境是由意象及意象中所蕴涵的作者的情感组成的，品味
意境要从意象上入手。有些意象本身就有某些比较稳定的含
义。柳——惜别之情，明月——寄托相思，雁——雁足托书，
盼望亲人的消息，鹤——君子的象征，蜜蜂——勤劳，菊
花——恬淡自然的胸襟，梅花——孤傲，绝不同流合污。

描写这些意象用了什么样的字眼，从这些用语中再体味作者
的情感。明月——寒月，春风——秋风——寒风。

5、中国的文学作品讲究含蓄，讲究意境，披文入境，是很重
要的鉴赏方法。但文学作品中，从来就没有单纯写景的，写
景都是为了表达某种情感服务，入境并非最终的目的，入境
是为了能更好地感受作者的情怀。

五、引导学生对全词的艺术手法及语言特色进行归结：

1、此词采用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声声慢》写
的是女词人在一个秋天的黄昏里的生活感受，纵观全
篇，“乍暖还寒”的天气，晚来的急风，南去的大雁，满地
的菊花，梧桐细雨，句句写的都是冷冷清清的秋景，而句句
反映的都是孤独凄凉的境况。借景抒情，情景交融，抒情委
婉，含蓄韵致。

2、以明白如话的语言风格和错落和谐的韵律，营造了一种化
不开，驱不散的孤独失落氛围。

六、结语

讲离愁，讲孤寂，讲悲秋，李清照的声声慢当推榜首。一杯
残酒，一片落叶，一声雁叫，一滴秋雨，一盏孤灯，李清照
都能点石成金，赋予它浓郁的感染力。李清照的声声慢采用
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以明白如话的语言风格和
错落和谐的韵律，营造了一种化不开，驱不散的孤独失落氛
围，读着它，我们似乎听得见阶前滴雨，长天孤雁，看得见



梧桐落叶，黄昏孤灯。无疑这是一种凄厉的美。

七、背诵全词

声声慢教案设计篇六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理解李清照在词中所表达的“愁”；

2、了解李清照词风变化的原因。

能力目标：

1、引导学生初步掌握用研究意象的方法来鉴赏诗歌；

2、在诵读品味的过程中，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

3、通过解决文句，分析意境，提高学生理解和鉴赏词的能力。

德育目标：

感受词人无国无家之“愁”，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感。

教学重点:

1、了解诗词的意象特征；

2、引导学生品味词的意境和语言。

教学难点:

1、品味诗词中所表露出的无国无家的悲痛；



2、背诵全词。

教学方法：

3、讨论法。对词作中的'疑难点，让师生共同讨论，得出结
论。

教具准备:

多媒体投影电子课件配乐朗诵

课时安排：1课时

教学步骤：

一、导语设计

“巾帼不让须眉”引出词坛女将李清照，让学生回忆以前学
过的诗句《如梦令》。

二、李清照简介

出示投影

三、名家配乐朗诵，演示多媒体课件，让学生初步感受诗词
基调。

四、疏通字词，为进一步鉴赏诗词做好准备。

五、具体鉴赏诗词。

1、开头叠字的运用，定下愁苦的感情基调；

2．意象的运用，掌握诗词鉴赏技巧，提高诗词鉴赏能力。



酒--愁的浓烈

雁--思的悲苦

黄花--韶华已逝凄惨

梧桐细雨--愁的无穷

4、总结本词的意象效果。

六、比较词人南渡前后的作品，研究李清照词风变化的原因。

1、演示南渡前作品《点绛唇》和《一剪梅》，前者表现的是
一个天真、娇羞、情窦初开的少女形象。后者则表现了一个
深于情、专于情的痴情女子的形象。

2、总结词风变化的原因，以及南渡前后期间词的内容。

南渡前：描写少女、少妇时期的生活。

闲愁、离愁dd清丽婉转

南渡后：表现思夫、思国、思乡。

浓愁、哀愁dd沉哀凄苦

七、总结全词，巩固所学知识。

八、板书设计（略）

九、作业

1、背诵全词；

2、课外阅读李清照的词，体会其词的艺术风格。



声声慢教案设计篇七

一、知识与能力：

知人论世，了解婉约派词风，提高学生诵读水平。

二、过程与方法：

通过指导学生对作品情感的把握，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诵
读水平。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感受女词人的哀婉凄苦的内心世界，培养学生对古典诗词的
审美情趣。

【教学重点】

在把握作者“愁情”的基础上，指导学生诵读。

【教学难点】

提升学生对作品“凄美”的感受能力、鉴赏能力和诵读能力。

【教学方法】

朗读法、合作探究法等。

【教学工具】cai课件

【教学课时】一课时

【教学步骤】

一、创设情境，营造氛围。



课前播放《声声慢》歌曲，激发学生兴趣。

二、感悟人生，导入文本。

人生如醇酒，有时浓烈，有时薄，多情岁月滴滴在心头。同
样的酒却品出甜、苦、浓、薄的味道，这多半是人生遭遇不
同造成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南宋著名婉约派词人
李清照南渡后的力作《声声慢》，让我们走进女主人公的内
心世界，看看晚年的李清照的这杯人生之酒是何滋味。

三、对比朗读，读通文本。

1、学生朗读。

2、录音范读。

3、对比结论：

字音要读准，要有节奏感（抑扬、舒缓、轻重等），慢词的
要求，要投入感情（不纵、不虚）。

4、原因分析：

不了解作品中作者融入的情感，言为心声，一首诗蕴含着作
者的生命，我们只有走进作者的内心世界，才能把握作者的
思绪与情感，才能读得更好。

四、合作探究，读懂文本。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一切爱恨情
仇的背后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遭遇。

1、初步感知《声声慢》中的感情基调。

自主学习——愁。



带着感情二次诵读。

2、通过知人论世，了解作者 “愁”的内涵。

合作学习——家愁：亡夫、流离、遇人；国愁：亡国。

3、作者的“愁”在作品中的体现以及这些字、词、句诵读方
式的探究。

探究学习——叠词、意象、直接抒情的句子。

教师引导学生诵读。

4、作品中哪一句最能显“愁”?为什么？

个性解读——

教师引导学生诵读。

五、移情入境，读透文本。

在充分把握作者感情的基础上，启发学生的联想与想象，移
情入境，感受作品“凄美”的意境，提升阅读体验，提高朗
读水准。

1、学生配乐朗读。

2、教师可即兴朗读。

六、课堂小结，背诵词作。

板书设计



声声慢教案设计篇八

1、诵读品味，把握词人的思想情怀。

2、体会作者生平遭遇与创作的密切关系。

3、抓住意象，体验意境，了解李清照词的婉约风格。

4、通过本词的学习，掌握鉴赏词的一般方法，并学会运用。

教学重难点：

1、了解个人生活遭遇与作品创作的密切关系。

2、学习作者从日常生活中提炼生动感人的意象（借物言情）
来表现心境方法。

3、体会词的意境和作者的思想感情。

教学设想：

以学生的活动为主，让学生在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下读一读，议一议，品一品。教师为学生的情感体验给予一
定的指导，对学生的发言作好点拨、补充和总结，充分发挥
教师的课堂主导作用。

教学时数：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最美丽的诗歌是最绝望的诗歌，有些不朽篇章是纯粹的眼
泪。”眼泪和愁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轻拂历史的尘烟，漫
步文学的殿堂，无数的词人诗人，写着无数的悲怀愁情的诗



词。（让学生回忆有关“愁”的诗词名句）。教师总结：真
是愁有景，愁有声，愁有泪；国愁、家愁、情愁，怎一
个“愁”字了得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被词评家誉
为“写愁第一高手”李清照的情感世界，用心灵来聆听、来
感受浓缩了她一生痛楚的千古绝唱《声声慢》吧！

二、作者简介，学会“知人论世”

1、先让学生回答教师做最后总结，强调南渡是李清照人生的
分水岭。

（出示幻灯片李清照简介）

（前期）李清照出身名门世家，父亲李格飞师从苏轼，著名
经史学家；母亲王氏也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能诗能文；李清
照从小耳濡目染，也聪明伶俐，善于音律，能诗作词。18岁
嫁给门当户对的太学士赵明诚为妻。两人情趣相投，你吟诗
来我作对。赵还热衷与金石的研究，李还与其共同致力于金
石书画的搜集整理，夫妻感情笃厚，家庭美满幸福。

（后期）1125年金入侵宋朝，两年后（1127年）北宋灭亡。
从此，李的个人命运也随着国家命运的改变而改变。李一家
被迫南迁避难，两年后（1129），其夫赵在去赴官的途中不
幸染病身亡，流下李孤苦伶仃一个人，此后生活一直不如意，
经历了珍藏多年的金石书画丢失事件、再婚离婚等不幸的遭
遇。中晚年的李尝尽了颠沛流离之苦、亡夫之痛和亡国之恨。

李清照的词前期多写大家闺秀的生活情趣、闺怨离愁，风格
清新婉丽；后期的词一改其前期清新明快的词风而充满了哀
婉凄凉，多写其悼亡之悲、故国之思和亡国之痛。

2、让学生分别猜出《如梦令》《一剪梅》《声声慢》属前期
还是后期作品，以加强学生对作者早晚期词作迥然不同的风
格的理解。同时也让学生明白，鉴赏词要联系作者的生平遭



遇和时代背景，要知人论世，不能孤立地解读文本。

（出示幻灯片，显示前两首词）

三、整体感知

1、学习诗歌，很讲究诵读。况且《声声慢》又是一首词作。
我们知道，词极具音乐性。先让学生自由朗读一下这首词，
边读边揣摩，怎样朗读才能表达出词人的感情。

2、提问：朗读《声声慢》时的感情基调是什么？学生发言讨
论，互相补充印证。

明确：愁苦。

3、让学生自由发言，归纳出本词的朗诵方法并作示范朗读。

4、全班同学按以上几位同学总结的方法齐读全词。充分发挥
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特点。

5、（出示flash朗读课件），听范读，让学生在对比中明白自
己的不足。

教师总结：诵读不是比谁的气门长，不是看谁嗓门大。诵读
有一定的艺术性要求。我们应当以一种和文学作品所包含的
情绪相协调的感情来掌控好我们的声音。诵读时还应尽快进
入角色，设身处地，想象自己现在就是孤苦零丁、凄婉哀绝
的李清照。

四、深入探讨，理解意象

1、提问：请大家找出词中直接抒情的句子。

明确：“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次第，



怎一个愁字了得”。

（出示幻灯片，显示板书）

2、词中描写了哪些场景？面对此情此景，你认为作者当时的
心情会怎样？

明确：

淡酒浇愁

秋风急吹

征雁南飞

黄花憔悴

独首窗儿

雨打梧桐

（出示幻灯片，显示板书）

3、过渡：是啊，面对“秋风”“征雁”“黄花”“雨打梧
桐”等极易让人忧愁的景象，词人怎能不愁呢？更甚者，
连“愁”字都无法表达她忧愁之心。这种把诗歌中的形象、
景象与作者的思想情感融合而形成的艺术境界，我们称之
为“意境”；其中用来表达情感的形象与景象，我们则称之为
“意象”。可以说，在诗词鉴赏中，通过把握意象来理解情
感，是我们诗词鉴赏中最常用也是最重要的方法。（考虑到
高一学生较难理解“意象”，在教学中用探讨的方式在无意
识中让学生意识到“意象”在整个诗词鉴赏中的重要地位并
学会运用。）

（出示幻灯片，显示板书）



4、本词写了哪些典型意象？怎样表达词人内心的愁苦？

明确：淡酒，秋风，过雁，梧桐，黄花，细雨。

教师示范分析“过雁”这一意象后让学生自己讨论解决其他
意象是如何表达词人内心的愁苦，老师适时点拨释疑。

（出示幻灯片，显示板书）

五、鉴赏品味。

让学生说说《声声慢》里自己最喜欢的句子或感受最深的意
象。

六、师生总结词的鉴赏方法

1、熟读成诵

2、知人论世，联系词人的生活遭遇来鉴赏。

3、抓住词中选择的意象来鉴赏。

（出示幻灯片，显示板书）

七、联想拓展，体验创造美。

请同学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来创造美。1、读或唱。

2、写对联，赏意境。

上联：月满西楼，落花流水寄绵绵情思

请同学们据《声声慢》的意境描写对出下联。可以相互讨论，
集中集体智慧。（多媒体呈现上联。）



学生讨论酝酿后，交流发言。教师随机评点三至五名。示例
并品读：

月满西楼，落花流水寄绵绵情思

雁过南窗，梧桐细雨写点点离愁

（出示幻灯片，显示佳作）

3、请大家用几句诗意的话写写自己的酸甜苦辣，试着使
用“借物言情”的写法。

八、布置作业

为了帮助同学更深入地了解李清照，我选了几首李清照的诗
词作品，同学们可以任选一首，运用所学方法鉴赏评析。

九、课堂小结

教师自作一首小诗，师生共读一遍表达我们对一代才女的钟
爱和敬仰。

冷月花魂李清照

生活不幸诗家幸，

一路坎坷一路歌。

身在江南思归去，

心向故土度进退。

梧桐细雨藏离愁，

天接云涛溢豪情。



清丽婉约溢芳馨，

自是花中第一流。

（出示幻灯片，显示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