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念奴娇赤壁怀古教学设计中职 念奴
娇·赤壁怀古的教学设计(模板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
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念奴娇赤壁怀古教学设计中职篇一

1、品语言、赏意境，体会词人情感，认识豪放词风。

2、了解作者渴望为国效力的思想却壮志难酬的苦闷。

【教学重点】

鉴赏诗词中的景物描写、人物刻画和情感的抒发等内容。

【教学难点】

联系作者的人生经历，体会词人所抒发的虽然壮志难酬，诗
词却是豪壮的意境。

【教学方法】

诵读法、讲解法、情景导入法。

【教时安排】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播放《滚滚长江东流水》歌曲，ppt展示歌词，学生初步体会
歌曲的豪迈之情，看歌词的内容。由歌词“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引入，体会看到长江东
流，一去不复返，联想到古今英雄，引出这节课所学的诗词
《念奴娇·赤壁怀古》。

二、ppt展示学习目标：

1、了解苏轼其人

2、鉴赏《念奴娇·赤壁怀古》

三、了解作者：

1、看练习册第24页，相关介绍；

2、介绍苏轼颠沛流离的一生（重点）：

苏轼平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

第一次是因“乌台诗案”而被贬黄州；第二次是在59岁时被
贬往惠州，62岁时贬至儋州（今海南省），65岁遇赦北归。

第一次，“乌台诗案”是指：苏轼在21岁时随父亲进京赶考，
受到当时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在京城声名大噪。就在心怀
天下的苏轼准备大展身手之时，其父亲和母亲相继去世，苏
轼回乡守孝。前前后后几年的时候，等他再次回到朝廷的时
候，这时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已开始。但新政的实施，受
到当时旧派的反对，其中包括欧阳修，因为政见的不合，欧
阳修自请离京。然而苏轼并没有妥协，而是上书皇上，谈论
新法的弊病，身为宰相的王安石很愤怒，便在皇帝面前给苏
轼穿小鞋。被逼无奈之下，苏轼自请离京，先后在杭州、密
州、徐州和湖州任职。在湖州任职期间，例行公事，上书
《湖州谢表》，但被新党抓住辫子，说苏轼“愚弄朝政”，



讽刺政府、对皇上不忠，如此大罪死有余辜，还从苏轼之前
的诗词中找出含有讽刺之意的句子。因此，才上任三个月的
苏轼，被御史台（也称乌台）逮捕入狱，面临砍头的境地，
后因朝野元老及王安石本人的上书，说其罪不至死，后出狱，
但被贬黄州，任黄州团练副使（虚职）。此次事件被称“乌
台诗案”。

第二次政治迫害：此后，在经历了新旧党轮番执政，苏轼再
次回朝，看到的却是旧党执政后，一味拼命压制、尽废新政。
于是苏轼上书抨击，引起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再度外调。
前前后后反复在59岁的时候被贬惠州，62岁更是被贬儋州
（今海南省），相传在当时，流放海南这种刑法仅仅比满门
抄斩罪轻一等。苏轼在此地，却并没有消沉，而是办学堂等，
因此至今，人们仍将苏轼看作儋州文化的开拓者。在他65岁
高龄的时候，遇大赦，复朝北归，却在途中去世。至今，东
坡书院是海南省的著名旅游景点。

苏轼在任职期间，以儒家思想为主，贬居时期，以老道思想
为主。苏轼一生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和命运的变幻，力求自我
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也就是后来人们说的“外儒内道”。

四、鉴赏诗词：

1、诵读诗词（个读、集体读）注意字音字词，整体感知；

景物描写——赤壁壮景

人物刻画——周郎赤壁

情感抒发——人生如梦

壮阔



2、结合课后第一题，先确定整首词的内容和感情基调：

整首词描写赤壁壮景，刻画英雄人物周瑜，抒发自己渴望建
功立业的情怀，营造了一种壮阔的意境。

3、具体鉴赏：

（1）“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句在全词中起
什么作用？

明确：这一句泛写作者凭高远眺,所见所感,是全词起兴之笔。
长江滚滚东去，一去不复返，既是眼前景，又喻指时光流逝，
风流人物销声匿迹，把读者带到千古兴亡的历史氛围之中。

（2）景物描写：

a：看ppt图片，从直观的角度感受赤壁壮景；

石——乱石穿空夸张

涛——惊涛拍岸

卷起千堆雪比喻

b：总结景物描写的内容（炼字和修辞等角度）：

山石嶙峋高峻，浪涛汹涌，拍打堤岸卷起层层白浪，描绘出
赤壁壮景。

（3）“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在结构上起何作用？

明确：过渡句，承上启下，“江山如画”，承上赤壁壮
景；“一时多少豪杰”，启下周郎赤壁，由景及人。

（4）人物刻画：



小乔初嫁：年纪——年轻得意

雄姿英发：外貌——俊朗非凡

羽扇纶巾：气质——儒雅倜傥

谈笑间：个性——从容娴雅

樯橹灰飞烟灭：才能——破敌奇功

周瑜

从年纪、外貌、气质、个性等方面塑造了周瑜雄姿英发、风
流俊雅的英雄形象。

提问，为什么作者想起了周瑜？

明确：

将自己和周瑜作对比，突出自己功业未成的惆怅。

（5）情感的抒发：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
江月。”对英雄业绩的向往，渴望像周瑜一样建功立业却壮
志难酬，感慨人生如梦，想要抓紧时间，有所作为，客观条
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寄情江月，不失苏轼的豪情。

五、小结：

这首词《念奴娇·赤壁怀古》写于作者被贬黄州之时，通过
自己的所见（赤壁的乱石惊涛），引起自己的所想（千古英
雄豪杰），所忆（周瑜年轻有为），不禁有所感（自己功业
未成），表现出自己壮志未酬，却只能寄情江月的豪情。最
后，再听一次《滚滚长江东流水》，在歌曲中再次感受苏轼



词的壮阔和豪情。

念奴娇赤壁怀古教学设计中职篇二

许多古人，每见名山大川，必有所感怀。如孔子“登泰山而
小天下”，范仲淹临洞庭忧苍生，欧阳修游滁州而醉山水。
他们心为山动，情为水发，锦文华章喷薄而出，留下许多千
古绝唱。宋代词人苏东坡来到历经沧桑的赤壁古战场，同样
情难自已，醉书一曲《念奴娇》，让世人传唱。今天我们就
来学习苏轼的这篇传世佳作——念奴娇·赤壁怀古》用多媒
体课件展示赤壁风景图及苏轼原作。

（创设情境，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同时让学生对赤壁风光
有一个直观的认识，为学生有效理解课文埋下伏笔。）

1、学生自读课文，完成自读思考题

（１）运用多媒体播放影片范读。（要求：全神贯注，注意
范读的语气和感情。）

（２）查找资料，理解作者及创作背景。

（３）借助注解和工具书正音、正义，疏通词语

（４）在粗通词语的基础上齐读课文，感受文章。（初步领
会全词的意蕴。）

（５）说说你对这首的感受。（初步体验豪放风格。）

（６）提出你自己不能独立解决的难题。

2、小组讨论，交流自学所得。

3、教师小结。



（鼓励学生质疑，既可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又可以
为教师进行有的放矢的点拨引导提供前馈信息；小组交流讨
论，既可以共同分享学习资源，又可以培养学生合作的意识
和合作能力。）

1、赏析上阕

（１）有感情朗读上阕，讨论完成下表。

（作者抓住悬崖、陡壁、怒涛、波浪这些可视性极强、变化
宏大的形象，大刀阔斧，横画纵抹，描绘了一幅奇险雄伟的
画面，格调高昂。）

（２）面对壮美的赤壁景观，对活动在这里的英雄人物，作
者又是具有怎样的情感呢？

（大江滔滔，犹如历史长河，英雄人物的业绩，被淘洗变淡。
这些英雄人物现在又在何方呢？不尽的怀念从中可见。是啊，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锦绣河山必然产生、
哺育和吸引无数的英雄人物，而三国时期正是英雄辈出的时
代，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猛张飞一声断喝长板陂上，俊吕
布方天画戟无人能敌，诸葛亮运筹帷幄世所难当。）

（解读上阕，品味语言，赏析作品壮美的景语。）

（３）上阙末句有何作用？（承上启下。）

2、赏析下阕

（１）自由朗读下阕，思考问题：作者是从哪几个角度描写
周瑜的？基调怎样？

作者自身的状况又是怎样的？基调怎样？

（２）怎样理解这一矛盾（感奋与感伤）？



（结合苏轼的生平思想来看：苏轼，北宋著名文学家，眉山
人。二十岁中进士，力图有所作为。他觉察到北宋国力的软
弱和辽夏军事政权的严重威胁，希望能抵制外辱，立功疆场。
他的政治思想比较保守，宋神宗时，王安石当政，行新法，
他极力反对，写诗讽刺。结果被新派官员弹劾诽谤朝廷，捕
之入狱。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时一度迁为翰林学士。
又贬惠州，远徙琼州。终逝于常州。）

（“逝者如斯夫”，人生美好却短暂，于是有人叹息不
已，“人生苦短”；有人及时行乐，“对酒当歌，人生几
何”；有人借酒消愁，“与尔同消万古愁”；也有人玩世不
恭，“一场游戏一场梦”。那么，苏轼又是如何对待的
呢？“人生如梦”，人生是短暂的虚幻的，又何必执着？洒
酒入江，以酒祭月，是希望万古愁怀随江而去。感慨和动作
中现出一种超脱与旷达。）

3、总结全文

内容：感怀、写景、咏史、抒情

基调：昂扬、感奋、豪迈、苍凉

全词写景、怀古、抒怀，三者完美结合，浑然一体。

（以上教学环节，对文中极具艺术魅力的字、词、句进行推
敲的过程，既是阅读积累文言词语的过程，也是训练学生语
感、提高学生文言文阅读能力的过程。）

1、阅读比较课文与元曲的异同。

问人间谁是英雄？有酾酒临江，横槊曹公。紫盖黄旗，多应
借得，赤壁东风。更惊起南阳，便成名八阵图中。鼎足三分，
一分西蜀，一分江东。



问题：词在哪些语句体现了一种什么气势？与本节课进行对
比分析异同。

2、阅读比较豪放词和婉约词的风格差异。

词风分婉约与豪放两种，“婉约者欲其词调蕴藉，豪放者欲
其气象恢宏。”俞文豹《吹剑录》中形容婉约词“只合十七
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形容豪放
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形
象地说明了婉约词与豪放词风格的巨大差异。前面我们学习
了柳永的代表作品《雨霖铃》，其景凄美，其事缠绵，其情
凄凉，“杨柳岸晓风残月”说不尽的感伤凄婉，融情于景。

问题：这两首词在风格与基调上有哪些不同？

3、有人说“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中含有消极成分？试
结合作者生平及写作背景，谈谈自己的看法。联系现代生活
实际，说说当代青年应该树立怎样的人生观。

（本词表现了苏轼复杂矛盾的思想。苏轼深受儒、道、佛三
家思想影响，他一方面仰慕屈原、诸葛亮、陆贽等经世济时
的人物，希望尊主忧国，渴望建功立业；一方面又酷爱陶潜，
追慕老庄，在险恶的政治逆境中能够保持超然物外的旷达态
度。又跟和尚亲密往来，精通禅学。儒、道、佛三家思想，
本来是矛盾的，但苏轼习惯于把政治思想和人生思想区别对
待，采用“外儒内道”的形式，把它们统一起来，从而构成
了苏轼世界观中既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又交织着齐生死、等
是非的虚无态度。这首词中壮丽江山、英雄业绩，既激起了
他豪迈奋发之情，也加深了他的思想矛盾，使他产生“人生
如梦”的感慨。这首词具有感奋和感伤的双重色彩。苏轼的
感伤是由于建功立业的激切热望不能实现而萌发的，我们应
当更多地体会他对事业对人生的激情和思索，而不是伤
感。“人生如梦”反过来也可以激发我们对人生的追求，这
也正是这首词的理趣所在。从语言上体会这首词，也



是“奋”压倒了“伤”。意境壮阔，风格豪放，反映了苏轼
的宽阔胸襟。）

（这是个拓展性话题，不在于形成统一的结论，而在意引导
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在珍惜生命、奋发有为的
同时，只有摆脱患得患失的羁绊，才能获得一个欢乐的人生。
并且通过思想争鸣，可以使学生乐于进行交流和思想碰撞，
在相互切磋中，加强领悟，共同提高，为学生综合素质的提
高奠定基础。）

以上教学设计体现了三个方面的特色：

1、注重比较，在比较中促进学生认知的发展。“有比较才能
有鉴别”，易于行成课堂教学的兴奋点，活跃学生的思维；
易于学生举一反三，学会思考，学会学习，达成语文教学的
终极目标。为此，本教学设计安排了两次比较性阅读，一是
将课文与同题材、同风格的元曲进行类比阅读，强化学生对
豪放词内容与风格的印象；二是将课文与《雨霖铃》进行反
比阅读，让学生整体把握豪放词和婉约词截然不同的审美风
格。通过多层次比较阅读，加深学生对古典诗歌的文化底蕴，
提高文言文阅读能力。

2、重视学生的阅读过程和阅读体验。“旧书不厌百回读，熟
读深思子自知。”阅读教学要以读为本。本教学设计始终以
诵读作为理解赏析课文的主要手段，从范读到齐读、有感情
阅读，引导学生设身处地地“读”课文，“激昂处还它个激
昂，委婉处还它个委婉”，有利于学生理解赏析课文内容，
感受豪迈奔放的风格。

3、注重古典诗词与学生生活实际的联系，引导学生用历史的
眼光和现代观念审视古代作品，为学生个性化地解读古代作
品提供了空间。本教学设计中打破传统课堂教学中绕开有争
议的问题的常规做法，让学生对苏轼的人生观进行争鸣，在
学生各抒己见的基础上，联系现代生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价值观。

念奴娇赤壁怀古教学设计中职篇三

【教学目标】

1.熟读并背诵全词。

2.理解作品中景物描写的作用及作者借古抒怀的表达方式。

3.理解作者在词中表达的思想感情。

4.感受苏词的豪放风格，培养学生面对挫折时具备博大胸怀
的能力。

【教学重难点】

1.理解和掌握作品中借古抒怀的抒情方式。

2.体会品味作品中蕴含的思想感情。

【教学方法】

1.诵读法。

2.提问法。

3.讲授法。

4.合作探究法。

【教学用具】借助多媒体完成教学。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课前播放《滚滚长江东逝水》。

同学们，刚才播放的应该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它是
《三国演义》的片头曲，这首歌曲会让我们想到那个鼓角争
鸣、充满纷争的乱世——三国，那是个催生英雄的时代，如
今虽世殊时异，但那些人的名字至今流传。请看下面的诗句：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鞠躬尽瘁的诸葛亮)

天下英雄谁敌手？生子当如孙仲谋。(驰马射虎的孙权)

酾酒临江，横槊赋诗。(文武双全的曹操)

赤面秉赤心，骑赤兔追风，驰驱时无忘赤帝。

青灯观青史，仗青龙偃月，隐现处不愧青天。

(忠肝义胆的关羽)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三国时期的英雄，作为苏轼，他又最欣
赏谁呢？(周瑜)三国英雄如此众多，为何他偏偏对周瑜如此
推崇？(板书：为何独爱周瑜？)

现在，就让我们放声朗读全词，在其中寻找答案吧。

二、朗读全词。

1.教师范背。

2.全班齐读，并思考：这首词的基本感情基调是怎样的
呢？(豪放)

好，这就是我们对这首词的初步感知了，而苏轼如何体现出



这种豪放的呢？我们后文见分晓。(板书:如何体现豪放精
神？)

三、分析题目。

“念奴娇”是本词的词牌名，其调高亢，念奴是唐代一个很
著名的歌妓，调因此而得名。

“赤壁怀古”是这首词的题目，告诉我们的主要信息是：苏
东坡在赤壁这个地方游览的时候，触景生情，缅怀古人。(板
书：写景——怀人)

那么，苏轼是如何安排这两块内容的，我们接着往下看。

四、写景片段分析。

1.学生齐读本词的上阕。

2.提问：上阕描写赤壁景色的句子是什么？体现了赤壁的什
么特点？

讨论后明确：

1.“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2.雄伟壮观。(意思接近即可)

3.我们虽不能亲眼目睹赤壁的壮观景象，但从作者字里行间
可以感受它的雄奇，这完全归功于作者高超的写作艺术，试
就以上面三句为例分析。

学生讨论后明确：用词：“穿”、“拍”、“卷”;手法：夸
张、拟人、比喻。

“穿”字写出山石直插云霄的高峻;“拍”字写出波涛撞击岩



石发出的声响;“卷”字则写出波涛起浪后的汹涌澎湃。

4.试分析此段景描写的'作用。

念奴娇赤壁怀古教学设计中职篇四

《滚滚长江东逝水》音乐导入，同时多媒体将展示赤壁的图
片。在课堂上渲染一种旷达豪放的情境，让学生在影像的感
染下进入新课的学习。

依据：诗歌是艺术创作的结晶，它追求情景交融的美妙意境。
古诗教学中，以图片和音乐相配合的教学导入可以增强教学
的直观性、形象性，创造出生动形象的艺术氛围，提高学生
的学习兴趣。

二、整体感知，质疑释疑

1、听读

先听录音范读，接着学生再齐读三遍。同时请两位同学分别
朗读，整体感悟全文的豪迈情怀。

依据：此环节运用了诵读感悟法，体现了知识与能力目标即
诵读诗词，感悟__的豪迈词风。诗歌是需要吟诵的。古人云，
书读百遍，其义自现。作为中华文化瑰宝的宋词更是需要反
复诵读，方能感悟其永久的魅力。通过诵读，激发学生的想
象，并促进其会意、入境、动情。

2、质疑

在诵读的过程中让学生自己独立思考，并提出问题

3、释疑



老师把大家提出的问题归纳成几个方面，然后分组讨论，并
选出代表发言。最后老师点评总结。

依据：这两个环节的设置运用了讨论归纳的教学法，是为了
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从无到有，从质疑到释疑，是阅读和
思维能力的发展与提高。这也体现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和审
美能力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三、自学探索，交流评议

在这个环节。我设置了三个问题。

1、本词的上下阕分别写的是景和人，这样写的目的何在。

2、如何理解“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3、从哪些词语可以看出豪迈的词风，请你归纳。

依据：设置的三个问题由浅到深，层层递进，符合学生的认
知和接受心理。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教学是交给学生借助已
有的知识去获取新知的能力，使学习成为一种活动。施教之
功贵在导学。本环节的目的就是让学生在自己先前的知识积
累的条件下思考新问题，探索新知识。

四、温故知新，布置作业

结合以前的学习以及课后收集的资料，请同学们谈谈“我心
中的苏轼”，文体不限，课后写一篇随笔。

依据：作业的设置是为了加深对作品的理解。温故方能知新，
让学生课下搜集资料，也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体现了
新课标的“以学生为主体”的思想，有利于学生的多元的个
性化解读。



念奴娇赤壁怀古教学设计中职篇五

1、有感情的朗诵本词；

2、体会作者借怀古抒发自己壮志未酬的抱负。

教学重点：

有感情的朗诵本词，并体会词人借怀古抒发自己壮志未酬的
抱负。

教学难点：

赏析豪放派词气势磅礴的风格。

课时：

一节课

教学方法：

朗诵、自主、合作、探究

教具：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

四、检查预习，疏通词意。

（指生说词意，教师总结。）



1、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2、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五、赏析词意，师生对话

（一）朗诵并思考：齐读上阕，思索：

1、在上阕中，作者看到了哪些景物？这些景呈现出怎样的特
点？又由景想到了什么？

2、“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在词的结构上起什么作用？

（二）朗诵下阕，思考问题：

由赤壁的景，作者忆到了周瑜，那么下阕塑造了周瑜什么样
的形象？（儒雅，指挥若定，泰然自得，风流倜傥）

六、合作探究，师生对话

三国时期，人才辈出，可怀想的人物甚多，但作者苏轼为什
么独想起周瑜？（学生讨论，交流意见。用周瑜和苏轼的资
料对比，学生理解起来更清晰，更直观。）

周瑜年仅34岁就在赤壁之战中取得胜利，成为英雄，而自己
已年将半百，却被贬谪，功业无成，怎能不在感慨中生发仰
慕之情呢？这正是作者一生追求理想的豪迈心情和迫切建功
立业思想的表现。苏轼对周瑜“赞扬”的同时慨叹自己。

七、拓展延伸，对话自我

本词是苏轼豪放词的代表作，说说其“豪放”表现在哪些方
面？（结合戏曲来体会教师播放京剧版的《念奴娇赤壁怀
古》，学生欣赏、思索，指生回答。用歌曲帮助学生更好地
体会豪放派词的风格。）



八、课堂小结

全词以江山之胜，英雄之业为题材，以纵横之笔将怀古、咏
史、写景、抒情熔为一体，视野开阔，境界宏大，气势磅礴，
格调雄浑豪迈，是豪放词的代表。

九、课堂练习

默写句子：

本词的`过渡句是

直接写周瑜形象的句子是

十、课后作业：

周瑜是战场上的英雄，“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苏轼是
文坛上的英雄，诗词歌赋、书法绘画都有建树头上戴着“豪
放派之祖”的桂冠；袁隆平是科学上的英雄，研究成功的杂
交水稻解决了数亿人的温饱。你心目中的英雄是怎样的？请以
“英雄”为题，写一篇300字的随笔。（帮助学生理解什么样
的人被称为英雄，提升自我。）

《念奴娇·赤壁怀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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