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赤壁教案教学反思 赤壁赋教学设计
及教学反思(通用7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
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范
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赤壁教案教学反思篇一

学习目标：

1、学习和积累有关文言实词和虚词的知识及特殊用法。

2、体会课文景、情、理交融的特点，学习古人豁达乐观的精
神。

3、熟读并背诵课文。

学习重难点：

1、重点：理会课文景、情、理交融的特点，赏析课文典雅、
精美的语言。

2、难点：了解主客问答这一赋体传统手法在表达思想情感中
的作用，了解作者在旷达的风貌之下寄寓的悲愤苦闷的复杂
情感。

学法指导：朗读法、质疑探究法。

知识链接：

1、苏轼，北宋文学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



父苏询，弟苏辙均以文名著称，而以苏轼成就最大。文坛历
史上称他们父子为“三苏”。人称“一门三父子，娥眉共比
高。”宋仁宗嘉佑二年，苏轼中进士，受到当时文坛领袖欧
阳修的赞赏。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实行变法，苏轼因反
对新法而外调杭州通判，转任密、徐、湖州知州。元丰二年
因讽刺新法的诗句，而被捕下狱，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因
筑室于东坡而自号东坡居士。哲宗继位，一度被召回家，等
哲宗亲政，苏轼再一次遭贬到惠州，后又到琼州。徽宗即位
后，遇赦北还，途中在常州病逝。

2、关于“赋”：赋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文体，兼具诗歌和散文
的性质。其特点是“铺采螭文，体物写志”，侧重于写景，
借景抒情。屈原为代表的“骚赋”，汉代为代表的“辞赋”，
魏晋以后的“骈赋”，唐代又由骈体转为“律赋”，宋代以
散文形式写，称为“文赋”。著名的有杜牧的《阿房宫赋》、
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赤壁赋》。苏轼的《赤壁赋》
摆脱了魏晋时期铺陈浮华、罗列词藻的文风，紧紧围绕着自
己的“志”，追求真情实景。这篇文章的景物描写虽然笔墨
不多，但是意境创造真切情新，景物描写优美自然，抒发情
感也真挚朴实。在创作风格达到炉火纯青程度，成了千古不
朽的名作。

3、写作背景：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
案”被捕入狱。（其实是谏官李定、舒擅、何正臣三人断章
取义地摘出他讽刺新法的诗句进行诬陷。“乌台”即御使府）
后经苏辙等人营救才免罪释放，被贬满黄州团练副使。
从“乌台诗案”到流放黄州是苏轼人生的重要转折，政治上
失意访惶，精神上孤独苦闷。但是生性旷达的诗人在老庄佛
禅和山水之乐中求得解脱，自号“东坡居士”，并写了千古
传唱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
这样充满哲学意味，凝聚人生思考的名篇佳作。



赤壁教案教学反思篇二

作为一名教师，要擅于总结自己上过的课，有哪些不足和优
势。今天我来分享一篇，大家一起来分享下。

经过多方面的查找资料，我渐渐被苏轼那种笑对人生的态度
吸引，所以最终我将重点放在了通过品味词的豪放进而感受
作者人格的豪放，着重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态度价值观。经
过几年的教学感悟，我觉得对学生的教育应该落实到做人的
态度上，否则就是韩愈所说的：“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
或师焉，或否焉，小学而大遗。”

在讲这首词之前，学生已经学过了苏轼的《前赤壁赋》和
《定风波》所以有关苏轼的生平经历和别人对他的评价学生
已通过下发的资料详细阅读了，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设计。

首先我通过豪放词的代表作引入，在朗诵中体会这首词的豪
放。其次，抓住词的题目是地点加怀古，怀古词如何鉴赏在
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时已详细讲过，所以就
可以直接指出从观眼前之景，思历史人事，抒一己之怀这三
方面进行把握。

写景主要集中在上片，在鉴赏时一方面结合高考，讲写景句
会出现的题型和解题方法。另一方面，把婉约派代表作《雨
霖铃》中的写景句挑出来与苏轼豪放派的句子进行对比,让学
生感受二者的区别.

下片中作者主要塑造了周瑜的英雄形象,用以自伤,流露出羡
慕之情.从苏轼对周瑜的称呼郎和公瑾也能看出来,另外,从年
龄、职务、外貌、际遇四个方面对比用一副对联总结：情场、
官场、战场，场场得意;黄州、惠州、儋州州州失意。

这个时候，才把主动权下放给学生让他们讨论，引导的方向
是积极。



首先，单就词论词。一方面，作者赞一代儒将周瑜的丰功伟
绩，抒发个人贬谪失意、功业无成的感慨，这本身就是内心
积极地一种表现。另外，作者在千古人物被淘尽的大江之畔，
想到人生如梦，自己的一生又算得了什么，看到了人的渺小，
他能迅速从惆怅失意中解脱出来，表达了苏轼特有的情怀。

其次，结合同时期作品进行探讨。《赤壁赋》中作者虽然借
客人之口道出了“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感慨，
可劝解友人时“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
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作者从
“变”与“不变”两种角度去看待水与月，巧妙地消释了友
人的悲哀。这其实也是作者内心矛盾斗争的结果，遇到烦恼
时，换一个角度，原先的烦恼也就烟消云散了。苏轼对人生
忧患的化解，表现在词中就是一种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
《定风波》更是能体现出他坦荡达观的处世态度，上片一
句“一蓑烟雨任平生”活脱出一个履险如夷、泰然自处、任
天而动的仙人形象。下片“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
雨也无晴。”多么从容，多么豁达。

第三，向学生介绍苏轼的思想宏博开放，儒道释兼容并蓄，
政治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人生修养上则以释道思想为主。
当身处逆境时，佛老思想就成为他求得自我解脱的精神武器，
由此而形成了一种随缘自适、淡泊无为、超然物外、旷达乐
观的处世态度。

第四，将苏轼的遭际与成就作对比。作者一生一贬再贬，越
贬越远，可诗、词、文、绘画样样精通，其它方面也并非浅
尝辄止，走到哪里都深受人民的爱戴。在密州，他第一次遭
受贬斥时，为了捕蝗虫，抗旱灾，从早到晚奔忙在田间地头，
亲身体验农民的疾苦。后来到徐州，为了抗洪排险，他整天
身披蓑衣，脚穿草鞋，在最危险的地方出现，亲自指挥战斗。
在杭州，杭州闹饥荒，有瘟疫，他自费购药，设置了医院还
熬粥、煎药送给过往的行人。他的行动救了几千条命。还是
在杭州，他疏浚六井，建筑长堤。他每到一个地方都得到当



地民众的爱戴和信赖。甚至在被贬到海南的儋州生活窘迫的
情况下，他仍然关心民生疾苦。这种品德实在可贵。

这样一个在人格上熠熠生辉的人物，欣赏他的词就是为了欣
赏他的人格魅力!这也是我最想传达给学生的。

赤壁教案教学反思篇三

本文的教学应该说没有什么新意。课上完之后，我总觉得这
一课太平淡，就这么结束太草率。也许是新课改的思想在激
励着我吧，我想还是应该对这一课进行探究。于是我利用晚
自习的一节课对本文又进行了拓展。

拓展之一：比较阅读《赤壁赋》和《后赤壁赋》有什么不同
之处?

这个问题一提出，同学们立即将《同步作业》第14面上的
《后赤壁赋》找出来，再与课文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解读，学
生都很投入，大约十多分钟就有学生站起来回答了。经过梳
理，得出如下结论：

前后赤壁赋在内容和写法上都有不同之处：

1、描写的季节不同，景物特征也不同：

前赋“白露横江，水光接天”，是一派新秋之景。

后赋“霜露既降，木叶尽脱”，是初冬景象。

2、夜游的起兴和游程不同。

3、思想内容不尽相同：

前赋表达的是一种旷达的情怀。



后赋有因苦闷而超脱尘世的思想。

4、写法也有所不同：

《前赤壁赋》作者以自己出面，发表一通议论，写的是舟中
发生的实事。

《后赤壁赋》则用道士化鹤这一俨然是印证前赋“羽化而登
仙”的虚幻故事，作为高潮也作为余韵，以抒发超脱的情怀。

这样一拓展，同学们不仅对教材内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同
时也对作者被贬黄州团练副使的境遇有了更充分的了解。

拓展之二：请同学找出课文中的对偶句。

这一小活动立即将学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学生找出的对偶
句有：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

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

白露横江，水光接天。

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

浩浩乎如冯虚御风，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
登仙。

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酾酒临江，横槊赋诗。

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



寄蜉蝣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

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

取之无禁，用之不竭。

学生找的对偶句很多，这也说明学生对这篇文章有更深的认
识，于是我要求学生在作业本上将这些句子抄下来，多记多
背多积累。

这节晚自习，我的学生过得很充实，我也感到很快乐。

赤壁教案教学反思篇四

选这首词作为公开课的内容，我是有压力的，因为越是名篇
越难讲出新意。

经过多方面的查找资料，我渐渐被苏轼那种笑对人生的态度
吸引，所以最终我将重点放在了通过品味词的豪放进而感受
作者人格的豪放，着重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态度价值观。经
过几年的教学感悟，我觉得对学生的教育应该落实到做人的
态度上，否则就是韩愈所说的：“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
或师焉，或否焉，小学而大遗。”

在讲这首词之前，学生已经学过了苏轼的《前赤壁赋》和
《定风波》所以有关苏轼的生平经历和别人对他的评价学生
已通过下发的资料详细阅读了，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设计。

首先我通过豪放词的代表作引入，在朗诵中体会这首词的豪
放。其次，抓住词的题目是地点加怀古，怀古词如何鉴赏在
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时已详细讲过，所以就



可以直接指出从观眼前之景，思历史人事，抒一己之怀这三
方面进行把握。

写景主要集中在上片，在鉴赏时一方面结合高考，讲写景句
会出现的题型和解题方法。另一方面，把婉约派代表作《雨
霖铃》中的'写景句挑出来与苏轼豪放派的句子进行对比，让
学生感受二者的区别。

下片中作者主要塑造了周瑜的英雄形象，用以自伤，流露出
羡慕之情。从苏轼对周瑜的称呼郎和公瑾也能看出来，另外，
从年龄、职务、外貌、际遇四个方面对比用一副对联总结：
情场、官场、战场，场场得意；黄州、惠州、儋州州州失意。

这个时候，才把主动权下放给学生让他们讨论，引导的方向
是积极。

首先，单就词论词。一方面，作者赞一代儒将周瑜的丰功伟
绩，抒发个人贬谪失意、功业无成的感慨，这本身就是内心
积极地一种表现。另外，作者在千古人物被淘尽的大江之畔，
想到人生如梦，自己的一生又算得了什么，看到了人的渺小，
他能迅速从惆怅失意中解脱出来，表达了苏轼特有的情怀。

其次，结合同时期作品进行探讨。《赤壁赋》中作者虽然借
客人之口道出了“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感慨，
可劝解友人时“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
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作
者从“变”与“不变”两种角度去看待水与月，巧妙地消释
了友人的悲哀。这其实也是作者内心矛盾斗争的结果，遇到
烦恼时，换一个角度，原先的烦恼也就烟消云散了。苏轼对
人生忧患的化解，表现在词中就是一种旷达、乐观的人生态
度。《定风波》更是能体现出他坦荡达观的处世态度，上片
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活脱出一个履险如夷、泰然自
处、()任天而动的仙人形象。下片“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多么从容，多么豁达。



第三，向学生介绍苏轼的思想宏博开放，儒道释兼容并蓄，
政治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人生修养上则以释道思想为主。
当身处逆境时，佛老思想就成为他求得自我解脱的精神武器，
由此而形成了一种随缘自适、淡泊无为、超然物外、旷达乐
观的处世态度。

第四，将苏轼的遭际与成就作对比。作者一生一贬再贬，越
贬越远，可诗、词、文、绘画样样精通，其它方面也并非浅
尝辄止，走到哪里都深受人民的爱戴。在密州，他第一次遭
受贬斥时，为了捕蝗虫，抗旱灾，从早到晚奔忙在田间地头，
亲身体验农民的疾苦。后来到徐州，为了抗洪排险，他整天
身披蓑衣，脚穿草鞋，在最危险的地方出现，亲自指挥战斗。
在杭州，杭州闹饥荒，有瘟疫，他自费购药，设置了医院还
熬粥、煎药送给过往的行人。他的行动救了几千条命。还是
在杭州，他疏浚六井，建筑长堤。他每到一个地方都得到当
地民众的爱戴和信赖。甚至在被贬到海南的儋州生活窘迫的
情况下，他仍然关心民生疾苦。这种品德实在可贵。

赤壁教案教学反思篇五

高一的学生正是培养习惯和打地基的最佳时期，所以老师一
定要在抓基础上落实好。再有对文言基础知识点的落实。对
于文言文教学一方面要注重文，但是基于文言文的特殊性，
就要注意对言的处理，只有言的内容落实好了，文言文教学
才能水到渠成。因此在课堂教学中对言的梳理上我用了三个
课时，这样在第四个课时理解全文时学生才会事半功倍。

在课堂里教语文，最终目的在达到“不需要教”，使学生养
成这样一种能力：不待老师教，自己能阅读------教师才真
正起到了主导作用。(叶圣陶)在高效课程模式下的课堂教学
教师更要注意点燃学生的学习热情，让学生成为体验者;教师
积极引导，让学生成为发现者;教师精心组织，让学生成为探
索者;教师巧妙设计，让学生成为创造者;教师灵活调控，让
学生成为反思者。课堂上用加分来刺激学生积极思考，回顾



前面学习过的两篇文言文《劝学》《师说》中的文言现象，
踊跃发言，这一点收效很好，学生不但学会举一反三，还学
会了积累整理相关知识点。

几点反思，多多积累，为接下来的教学作好充足准备，加油!

《赤壁赋》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赤壁教案教学反思篇六

在初步感知时，要求读准字音。本词是豪放词的代表作，景
物描写扣人心弦，在赏析景物时，边赏析，边试读，力求体
味苏轼豪放词中景物描写所蕴涵的壮阔美，然后同学齐读，
要求读出气势。

在分析形象时候，同学范读，体味诗人感情的激荡起伏。这
里有苦闷、郁愤和不平，这里有乐观、旷达和自信，各种情
感交织在一起，构成该诗在情感上的复杂变化。突出地表现
了诗人的精神的自由，胸襟的洒脱，情感的豁达。展示了诗
人力求从苦闷中挣脱出来的强大精神力量。



一直以来，好像语文的工具性发挥到了极致，诱使了教学中
的简单化。教师为考而教，学生为考而学，语文世界中诗意
的美、丰富的内涵，几乎被抛之一边。

语文世界被收缩于抽象的考试说明之中，很多时候我们把语
文课上成应考训练课。新课标要求学生应该有主体参与意识，
训练表达能力，提高鉴赏评价能力。课堂上要让学生有一个
完整的`思维训练，课堂上要给予学生思考的话题和时间，让
学生的思想在交流中碰撞出火花。苏轼为什么单单想起周瑜
这位大英雄?我们设计了一个对比环节。在对比中学生自然就
提到了苏轼对于年轻有为的周瑜的羡慕和崇拜，对于自己生
不逢时、老而无成的感慨，对于自己悲惨境遇的失落、惆怅。
也就为下一个环节把握情感奠定了基础。

赤壁教案教学反思篇七

收获之一：在教学过程中，以诗歌诵读法贯穿课堂。

琅琅的读书声应该一直是萦绕在语文课堂上的。而古人
云“读书百遍，其义自现”，说明了读书的重要性。尤其是
诗词教学。所以在《念奴娇赤壁怀古》的设计上，我也采用
了诵读法。

收获之二：在教学过程中，突显学生对话参与意识。

一直以来，好像语文的工具性发挥到了极致，诱使了教学中
的简单化。教师为考而教，学生为考而学，语文世界中诗意
的美、丰富的内涵，几乎被抛之一边。语文世界被收缩于抽
象的考试说明之中，很多时候我们把语文课上成应考训练课。
新课标要求学生应该有主体参与意识，训练表达能力，提高
鉴赏评价能力。

课堂上要让学生有一个完整的思维训练，课堂上要给予学生
思考的话题和时间，让学生的思想在交流中碰撞出火花。苏



轼为什么单单想起周瑜这位大英雄？我们设计了一个对比环
节。在对比中学生自然就提到了苏轼对于年轻有为的周瑜的
羡慕和崇拜，对于自己生不逢时、老而无成的感慨，对于自
己悲惨境遇的失落、惆怅。也就为下一个环节把握情感奠定
了基础。

收获之三：导语的精心设计

教学是一门艺术，语文教师更应该追求教学过程的诗意设计。
导入的表达是为了在第一时间营造一个诗意的意境，以渲染
诗歌学习的气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