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伯牙鼓琴朗读 伯牙鼓琴教学设计(模板6
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
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伯牙鼓琴朗读篇一

1、自我介绍——让学生看动作猜老师的姓：张弓射箭（姓张）

2、出示象鼻山图片，让学生介绍桂林的山水。（生介绍）”

3、师介绍北京的龙庆峡小漓江，邀请同学到北京游览。

一、复习巩固

1、学生读课文，指导读出节奏。

2、出示难读的句子，检查朗读情况。

3、出示带四个“善”字的`句子，（“善”标成红色）问学
生有什么发现？

小结：同一个表达的意思不同，这就叫一字多义。这在以后
的学生中还会遇到。

4、让学生质疑。引入课文的学习。

生质疑：为什么世界上再无知音？伯牙为什么绝弦？

二、体会知音情深



1、板书“知音”，阅读课文，了解什么叫“知音”？（生默
读，请三名学生

2、全班交流：为什么有这种感受，师点拨。

3、师生合作读句子，再现当时的画面。

4、知己在这里啊，（一一出示高山图、流水图）子期会怎么
说？

生接着朗诵：“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

师：这真是“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

5、伯牙还会想到什么呢？

6、板书甲骨文“志”字，解释字义，问：伯牙和子期的心去
哪呢？

（引出杜甫、李白的诗句）

7、“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说出了伯牙怎么胸怀？

（生：伯牙博大胸怀）

8、此时，你对知音有什么新的认识？（生板书：）

同学们对知音的认识有了新的变化，从知心到知志

（生上台板书：志同道合，志向相同。）

9、伯牙在子期死后，为什么会破琴绝弦？（生借助阅读资料
自学，再全班交流，师点拨）

10、哪个词写出了“再无二人”？生：知音难求（板书）



11、创设情境引渡，感受生命之交。

(师生合作读)

师读：当伯牙“志在高山”时，唯有子期会对他说——（生读
“峨峨兮若泰山”）师读：当伯牙“志在流水”时，唯有子
期会对他说——（生读“洋洋兮若江河”）

12、紧扣“绝”字，感受文言文的语言。

师读：当伯牙“志在高山”，却再也听不到子期说——（生读
“峨峨兮若泰山”）师读：当伯牙“志在流水”，却再也听
不到子期说——（生读“洋洋兮若江河”）师：可面对子期
的墓碑，伯牙悲痛欲绝。（配乐出示句子的播放录音）

忆昔去年春，三尺瑶台为君死！

伯牙绝弦的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可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
而消失，

（出示历代诗人名人提到伯牙子期的诗句）

师：从这些诗句，你感受到了什么？

生谈理解。

13、出示诗句：此时高山与流水，应有钟期知妙旨。

师:你想到了文中那句？生读句子：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

出示：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

师：你想到了文中那句？生读句子：子期死，伯牙谓世再无
知音，乃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



三、组合阅读，触摸知音文化

1、一幕又一幕出现在我们面前，师生合作读

2、尝试背诵课文。

四、布置作业:

1、背诵《伯牙绝弦》

2、《推荐阅读《列子汤问》

伯牙鼓琴朗读篇二

1、能利用双气泡图整理对比收集到的信息，深入理解课文内
容。

2、透过语言文字展开合理想象，感受艺术之美。

重点：能利用双气泡图整理对比收集到的信息，深入理解课
文内容。

难点：透过语言文字展开合理想象，感受艺术之美。

一、导入课题

1、同学们，琴棋书画是古代文人修身的必备技能。古琴是我
国古老的弹拨乐器，在古代只叫作琴，近代区别于其他乐器，
才习惯叫作古琴或七弦琴。孔子所教授的课程“六艺”中
的“乐”就有弹琴咏唱诗歌的项目。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篇与
“琴”有关的文章——《伯牙鼓琴》。

二、自读课文，理解文意

1、指名检测重点字词的读音、解释。



2、分组读、合作读检测课文朗读。

3、说说两篇课文讲了什么内容。

三、调动五觉，想象画面

1、《伯牙鼓琴》这篇课文中，伯牙弹的琴曲是什么样的？课
文中是如何描写伯牙弹琴的？

2、锺子期的语言让你想象到了什么？

4、同桌讨论，全班交流，用上“我仿佛看到了……听到
了……闻到了……尝到了……触到了……”将自己的想象描
述出来。

四、人物对比，感受“知音”

1、快速阅读资料袋，说说什么是知音？

2、思考，为什么伯牙和锺子期二人会成为知音呢？他们之间
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

（1）找出课文中进行对比的两个人物。

（2）逐句分析，将提取到的信息分别填入相应人物的气泡上。

（3）将相同点填在中间的气泡，不同点填在两边的气泡中。

师总结：伯牙弹琴，锺子期听琴；伯牙用将高山流水的情志
寄托在琴声之中，锺子期能用语言描述出；锺子期死后，伯
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他们二人不愧是彼此的“知
音”！这种图表叫做双气泡图，它可以帮助我们将两种事物
进行对比，找出其中的相同和不同点。关于伯牙和子期，你
肯定还想了解更多，下面让我们阅读补充资料，完善双气泡
图。



3、小组合作，练习巩固。

（1）四人一组，快速阅读补充资料。

（2）提取人物相关信息，完善双气泡图。

提示：提炼主要信息，看哪组找的准确、快速、全面。

4、小汇报交流，说说“知音”的故事哪里让你感动。

五、回顾总结

1、利用双气泡图回顾课文内容。

2、阅读诗句，品味“知音”。

伯牙鼓琴朗读篇三

1、读准字音，读通句子，读准节奏

2、借助注释，联系上下文理解词句意思，能用自己的话讲讲
这个故事。

3、感受朋友之间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的真挚友情。

理解词句的意思，读出自己的感悟，感受朋友之间相互理解
的真挚友情，体会音乐艺术的魅力。

体会伯牙为纪念子期而破琴绝弦的情感。

教学课件，学生收集资料

一、揭题导入

1、人们常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相识满天下，知音



能几人！”。“知音”这个词，源于一个千古流传的故事，
那就是今天我们所要学的《伯牙绝弦》。希望通过今天的学
习，同学们能进一步了解文言文，喜欢文言文。

2、板书课题，齐读课题，解题:“伯牙绝弦”是什么意思？
说说你的理解。

二、初读课文

过渡：伯牙为什么要断弦？让我们一起走进课文，来找寻问
题的答案。

1、自由读文，大声读，有读不通的地方多读几遍，注意节奏
和停顿。

2、指名读文，教师注意引导学生感受文言文的节奏和韵味,
指导读好语气词“哉、兮”。

3、生齐读课文

三、再读释义

过渡：这是一篇文言文，古文离我们的生活较远，所以要学
习有法，一般是——读古文，释字义，连词句，说大意。

1、默读课文，借助注释或者联系上下文理解课文大意。

2、同位之间互相说给对方听。

3、指名说。教师随机指导个别字的含义，如“善”的含义等

4、在理解诗意的基础上，再读课文。

5、反复读文，读出感情。



四、初解“知音”，

1、“知音”是什么意思？课文中谁是谁的知音？知音

2、学生说自己对知音的理解，教师根据学生汇报板书：伯
牙—子期

3、哪些句子能说明子期是伯牙的知音？学生汇报，师板书：
善鼓善听

4、师生共同读文，体会知音的含义所念必得之

6、配乐朗读课文

五、相遇相知

1、师介绍伯牙与子期相遇的经过

2、在遇到钟子期前，他会缺少赞美吗？为什么偏偏视钟子期
为知音？

学生思考回答，师生共同解疑：

当善鼓琴的伯牙，志在高山，没有人会像子期说---

当伯牙志在流水。没有人会像子期说——

3、伯牙听到那些不着边际的赞美时，什么心情？在他的内心
一定有一种渴望，渴望什么？

4、知我者，子期也！这时的伯牙与子期，你觉得他们仅仅是
一对音乐方面的知音吗？

六、深悟绝弦



世事难料，子期不幸去世。出示句子，学生读：“子期死，
伯牙谓世再无知音，乃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

1、面对着子期冰冷的墓碑，伯牙悲痛欲绝，相传他写了一首
短歌《祭知音》，师配乐读

忆昔去年春，江边曾会君。今日重来访，不见知音人。但见
一抔土，惨然伤我心！伤心伤心复伤心，不忍泪珠纷。来欢
去何苦，江畔起愁云。此曲终兮不复弹，三尺瑶琴为君死！

3、当你理解了伯牙此时的心情，请再读这句话。

4、子期一死，伯牙又要回到以前那无人能够理解的生活中去，
那一曲高山流水又弹给何人听？只有这一段动人的故事千古
流传！学生再次配乐读文。

5、面对伯牙的痛苦与绝望，该怎样安慰他？你想对他说些什
么？将你的想法下下来。

七、回味绝弦

伴着那一曲动人的《高山流水》再读课文，试着背诵

八、作业布置

搜集有关知己、朋友之间情谊的名言名句

九、板书设计：

伯牙鼓琴

伯牙（知音）子期

得之喜



失之悲

伯牙鼓琴朗读篇四

1.初步了解文言文特点，理解背诵《伯牙鼓琴》。

2.通过诵读了解伯牙、锺子期因为音乐而成为知音的故事，
感受艺术魅力，受到美的熏陶。

3.感受朋友间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的纯真友情。

学生能凭借注释和工具书读通、读懂课文内容，在此基础上
背诵积累。

借助语言文字展开想象，体会艺术之美。

1.预习提纲

（1）通过查字典、结合注释等方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搜集伯牙和锺子期之间的故事。

（3）查阅苏轼的资料。

2.多媒体课件

教学课时

1课时

一、音乐导入巧激趣

1.谈话导入：文言文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它言简意
赅，记录了我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不少文言文还揭
示了深刻的道理。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两篇震撼人心、发人



深省的文言文。板书课题《文言文两则》，齐读课题。

2.播放《高山流水》古琴曲：大家现在听到的这首曲子，名曰
《高山流水》，已经流传了几千年。它能受到人们的喜爱，
不仅是因为它旋律优美，还因为它蕴含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故事——《伯牙鼓琴》，师板书，
生齐读课题。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出示自读提示。

（1）自由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遇到难读的地
方多读几遍。

（2）课文主要写了什么？

2.学生自读，师巡视。

3.检查初读情况。

课件出示：

1.锺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

2.锺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
为鼓琴者。

（1）指名读，读正确，读流利。

（2）猜想主要写了什么内容。

三、花样朗读晓停顿

1.这是一则文言文，读起来比较拗口，但只要注意停顿，就



能读出文言文的节奏和韵味来。仔细听老师读，注意老师是
如何停顿的，边听边画出停顿记号。

2.教师范读。

3.课件出示画了停顿记号的课文。

课件出示：

伯牙/鼓琴，锺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锺子期/
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
在/流水，锺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
水。”锺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
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

（斜线是停顿符号，“乎”字是语气词，在朗读语气词时适
当延长后再停顿，一咏三叹，颇有韵律美。）

4.生读课文。

（1）你也能像老师一样读出文言文的节奏和韵味来吗？赶快
读读吧！一定要注意停顿哦！

（2）自读练习，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3）指名读——男生读——女生读——齐读

5.师生合作读。

师：我们来合作读课文，老师读每句的前半部分，学生读后
半部分，一遍读完后，交换朗读内容。

6.指名配乐读。

【设计意图】



读文是初解文意的基础。教师通过示范指导、自由读、男女
生读、师生合作读等形式，层层推进，扎实训练，不仅让学
生学会流畅地读文言文，还能让学生感悟文中每一句话中前
后一一对应的特点，也为下面理解文言文做铺垫。

四、合作探究懂文意

1.回顾学习文言文的方法，思考一下，要读懂文言文有哪些
方法？

（1）查工具书，如《古汉语词典》。

（2）借助注释来理解。

（3）可以多读，联系上下文理解。

（4）结合插图理解。

（5）小组讨论，问同学。

2.学生先进行自学，而后开展小组讨论。

3.反馈组内不能解决的问题，教师指导。

4.预设1：“方鼓琴而志在太山”中“方”的意思。

师：“方”是刚才的意思。

预设2：“善”在文中的意思是什么？

师：“善”字是“好、妙”的意思。通过这个字的意思，悟
出理解文言文要注意联系上下文。

预设3：“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中的“足”在文中的意思
是什么？



师：“足”在文中的意思是值得。

预设4：文中的“巍巍”“汤汤”这些叠词有什么好处？

师：叠词的运用使诗文既呈现出一种音韵之美、富有节奏感，
又使人物的感情得以酣畅淋漓的表达。这些词不仅让我们有
了形象感，而且还让我们对锺子期的内心有了更深切的感受。

5.创设情境，训练语言。

伯牙鼓琴志在_________，锺子期曰：_________

6.小组内合作，用自己的话讲讲这个故事。

【设计意图】

高年级的学生有较强的自学能力，有一定的知识及方法的积
累，采用合作探究的形式，便于学生释放已知，解决疑难，
获得更多的新知。“反馈组内不能理解的问题”环节，通过
学生交流，教师点拨，词句的意思便迎刃而解。在此基础上，
引导学生借助注释和刚才探究的成果解释全文的内容，就变
得水到渠成了。

五、朗读课文，熟读成诵

1.结合资料，谈谈对最后一句话的理解。并和同学交流感受。

2.带着自己对文章的理解和感悟熟读课文。

3.同桌互背。

【设计意图】

讲故事是学生对文本言语再现的过程，是语言文字的积累运
用。学生能用自己的话讲出来，“粗知文言文大意”的目标



落到实处。

六、补充拓展悟情感

1.教师深情描述雨夜的相见。

据记载，伯牙子期在一个中秋之夜的雨后因琴声偶遇，因音
乐而相知，他们彻夜长谈，不觉东方发白。伯牙子期洒泪而
别，他们相约第二年八月十六日再相见。春去秋来，当伯牙
满怀期待的赶来与子期相见时，万万没有想到，面对的不是
子期的人而是子期冰冷的墓碑。课件出示最后一句，齐读：

课件出示：

锺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
鼓琴者。

2.以伯牙的地位与“破琴绝弦”的行动感受伯牙内心之痛。

预设：

（1）兴许你还会遇到像子期这样的知音呢？

（2）精美绝伦的瑶琴，你砸掉不可惜吗？

（3）如此高的技艺不再弹，不感到遗憾吗？

师：伯牙又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呢？伯牙“盘膝坐于坟前，挥
泪两行，抚琴一操。那些看者，闻琴韵铿锵，鼓掌大笑而
散”。面对此情此景，仰天长叹：“春风满面皆朋友，欲觅
知音难上难。”锺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
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一起读。

3.从有关知音的诗词感受知音难觅的痛苦。



课件出示：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欧阳修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孟浩然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增广贤文》

这些诗句表达了同一个主题：知音难觅。

4.小结:

这是一篇文言文，讲述了一个千古流传的高山流水遇知音的
故事。故事的主人公伯牙与锺子期的真挚情谊令人感动。表
达了朋友间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的真挚友情，以及知音难觅，
珍惜知音的情感。

【设计意图】

通过补充资料、教师渲染等手段，让学生走进伯牙内心，体
会痛失知音之情。

通过历朝历代关于知音的名句积累，让学生了解故事的影响
力，体会知音难觅。在此基础上，领悟课文的主题思想就很
容易了。

七、对比关注编者意

1.课件出示伯牙子期相遇时的图片（教材第96页插图）。你
有什么问题要问吗？（学生提出疑问。）



是古琴的魅力，是音乐的魅力，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板书：艺术的魅力）

2.配乐诵读全文，感受艺术的魅力。

【设计意图】

新课标指出：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教材编者、文本对话
的过程。《伯牙鼓琴》中伯牙、子期超越了地位、国籍而成
为知音，就是因为音乐、艺术的魅力。本环节从人物的介绍
中，从学生的质疑中，来感悟艺术的魅力。

八、布置作业

1.背诵全文。

2.把这个故事讲给父母听。

【设计意图】

“评价学生阅读浅易的文言文，重点考查学生的记诵积
累。”最后学生能够熟读成诵，很好的达成了阅读文言文的
一个基本目标——让学生受到美的熏陶。

伯牙鼓琴朗读篇五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文言文的独特魅力。

2、理解文言文、并结合课后资料袋体会最后一句话的意思，
背诵课文。

3、感悟朋友之间的真挚情谊，感受艺术的独特魅力。

理解文言文、并结合课后资料袋体会最后一句话的意思，背



诵课文。

感悟朋友之间的真挚情谊，感受艺术的独特魅力。

一、音乐导入，激趣揭题

播放《高山流水》的乐曲，这首乐曲背后还流传着一个动人
的故事，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课文《伯牙鼓琴》，齐读课
题，理解“鼓”字。

二、初读文章，整体感知

1.指名读文章

2.认识“哉”，读好语气词“乎”，师范读句子，生练读。

3.齐读课文

三、依法自学，理解文意

1.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文章的意思

2.交流反馈，师点拨指导关键字词的意思

3.带着理解再读课文

四、感悟知音，体会情感

（一）感遇知音之喜

1.师：我们知道伯牙和子期，一个会弹，一个会听，具体从
文中哪些句子中感受到的？

2.生反馈。



4.琴声是无形的，而子期却可以从无形的琴声感受到巍巍太
山和汤汤流水，你又有什么话想说。

5.我来做伯牙，你们来做子期。师生合作读文

6.你们觉得伯牙的琴声里除了这高山和流水，还会念些什么
呢？仿照句式，补充说话。

（二）痛失知音之悲

1.传说这一次高山流水的知音相遇，让他们二人相见恨晚，
他们约定第二年秋天再来相会，谁料第二年秋，伯牙满怀欣
喜地赶来与子期相会，迎接他的却不是子期的人，而是一座
冰冷的墓碑。

2.师生合作读诗，感悟伯牙的悲痛。

3.结合课后资料袋，理解最后一句话的意思。

4.配乐吟诵全诗，背诵全诗。

五、关注编者，拓展阅读

1.伯牙和子期，一位是琴仙，一位是樵夫，究竟是什么令两
个身份悬殊的人结下深厚的情谊？（音乐的魅力，艺术的魅
力）

2.阅读《余音绕梁》，思考：从哪看出韩娥的歌声具有独特
的魅力？

六、课后作业

自主阅读语文主题丛书《艺术百花园》，领略艺术之美。



伯牙鼓琴朗读篇六

1、会写“哉，巍，弦”等三个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伯牙鼓琴》

3、能根据注释的内容理解最后一句话，结合资料袋说出自己
的感受，感受朋友之间真挚的友情。

凭借注释理解词句，背诵课文。

难点：感受朋友之间真挚的友谊。

课前游戏

白雪皑皑，流水潺潺，其乐融融，书声琅琅……

师出示：清风徐徐、明月皎皎、芳草萋萋、炊烟袅袅、云雾
蒙蒙

有没有注意到，这些词都是描写什么的？（美丽的景物）

（一）导入

1、有一个故事，流传千古，令人吟诵至今，他就是我们今天
学习的这篇课文《伯牙鼓琴》，这是一篇文言文，有事我们
也把他简单的成为古文。请同学们自由放声朗读，至少读三
遍，争取读通课文。有个别字不流利的多读几遍。

2、请一个同学读。（真是不简单那，不同于白话文那么顺溜
却读的如此娴熟，我最欣赏他的是把这些词都读对了！）

（跟我们白话文还是有些区别，不难顺利，那我们先来看看
这些难读的词语）



需要注意的字音：

少选，汤汤乎若流水，巍巍乎若泰山，绝弦，以为世无足复
为鼓琴者

3、谁再来读读。不仅读正确，还能读流利。（不错，一字不
差）

4、请你读给同桌听，有错误的马上请你帮他纠正。

5、文言文啊，不仅要读正确，更要读出文言文的节奏和韵味。
你先试着用上铅笔划一划节奏读一读。

6、想不想听听老师怎么读，看看你的节奏跟上了没有。

你来瞧一瞧，你的停顿对了么？赶紧跟着划一划。

7、请你根据斜线试试读。现在齐读课文，感受一下文言文的
节奏和韵味。

二、

1、读的越来越有味道了，俗话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虽
然我们没有读了百遍，但七八遍是有了。我得考考大家：这
篇古文写了谁？（俞伯牙和钟子期）他们是什么关系？（知
音）

2、思考：伯牙为何视钟子期为知音？从哪里可以看出来？

课件出示：

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
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
流水。



3、善哉又是何意啊？（从这句话你读懂了什么？）

（真棒啊，真行啊，不错啊，了不起啊，真厉害啊）

4、妙极了，伯牙在弹琴的时候心理想到了高山，子期就说：
好啊，就像泰山一样高大，像泰山一样巍峨。（你理解的非
常棒，老师也忍不住对你说一声“善哉”）同样，伯牙志在
流水，你们应该也能读懂。

（心理想到流水，子期说：好啊，就好像流水一样浩荡。）

5、想象一下，假如你就是钟子期，志在高山，透过琴声，你
仿佛看到了什么画面？于是乎你怎样赞叹——（用文中的话
来）

你呢？请你也来赞美一次

志在流水，你有看到了什么？请不要吝啬你的赞美——（文
中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