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示儿说课稿一等奖(优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示儿说课稿一等奖篇一

古诗《示儿》是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的绝笔。当时的南宋
遭受金兵进犯，宋军节节败退，最后国都沦陷，从此江山破
碎，不复统一。陆游伤心悲愤，临终前给儿子立下遗嘱“死
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
忘告乃翁。”这首诗用笔曲折，情真意切地表达了诗人临终
前复杂的思想感情，既有对抗金兵未成的遗恨，也有因祖国
未统一的无限悲哀，更有对统一大业必成的坚定信念。全诗
真情自然流畅，让人感到了诗句背后深沉的爱国之情。

二、说教学目标

依据古诗的内容和诗中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我确定本课的
教学目标是：

1、知识目标：借助教材注释及工具书，自主学习古诗，了解
古诗大意。

2、能力目标：诵读古诗，体会诗人丰富的情感，培养学生的
朗读理解能力，感受古诗的音韵美。

3、情感目标：理解诗人的爱国情怀，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的
熏陶。

三、说教学重难点



古诗教学的主旨是让学生在反复品读中品味语言的韵律美，

在吟诵想象中感悟诗歌的意境美。因此，我把指导学生有层
次的读诗，体会诗人丰富的情感，作为本节课的教学重点。
在赏析品读中深入了解祖国悠久灿烂的文化，培养学生自主
学习古诗的能力，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作为本节课的教学
难点。

四、说教法、学法

为了讲清重点，突破难点，让学生达到本节课所预设的教学
目标，我再从教法和学法上谈谈：

古诗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一部分，具有音韵之美。古诗读来朗
朗上口的特质，决定了朗读是引导学生感受、领悟古诗的语
言美和意境美的重要方法。遵循“自主学习，自主感悟，合
作探究”的教学原则，我采取了指导朗读，引读领悟的教学
方法，通过创设情境感悟诗歌的意境美，引导学生融入想象，
自读自悟，相互交流，体会意境。在探究讨论中让学生主动
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并给学生提供动口读、动脑想、动情
说、动手写的机会，让学生在读、想、说、写中掌握本节教
学的重点，又突破了难点。

五、说教具使用

为了让多媒体课件更加有效地辅助教学，本节课我选择了精
美的古诗配画，再配以如泣如诉的古筝乐曲，激发了学生丰
富的想象、联想。在有着诗情画意、音韵之美的课堂中，让
学生的心智得以启迪，情感受到熏陶。

六、说教学过程

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和知识掌握程度，我设计了以下四个教



学环节：

（一）创设情景激情引课（二）初读感悟读出韵律

（三）品读诗句入境悟情（四）激情诵读升华情感具体如下：

（一）创设情景激情引课

（二）初读感悟读出韵律

首先让学生自由读古诗，并做到字正腔圆，接着引导学生不
但要读正确，还要读出节奏，读出诗的韵味来。

【设计理念：】

通过朗读，找出诗歌的情感线索——悲，从而整体体验古诗
情感，把握古诗朗读的基调。

（三）小组探究学习，理解诗义。

理解诗意是学习古诗的重要一环。我先让学生根据注释自己
去理解，自己试说后，就与同桌说一说。在学生说的过程中，
教师巡视指导。

（四）品读古诗，体会诗人情感。

我首先出示：“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继而出示：元——原来、本来同——统一，并提醒学生注意
这两个字的意思。然后再指名说说这两句的意思。

破家亡的年代。

当同学们了解了历史背景，“你知道作者为什么而悲”这个
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在学生多元回答的基础上，我把它概括成：这是山河破碎之
痛。

在学生回答后，我随即板书：遗民泪尽哀

当学生真正领悟了这种国破之痛后，再次引导学生有感情地
朗读这两句诗，一定会悲情更浓、痛味更足。

出示：《题临安邸》：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

在指名朗读，我提问：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寻欢作乐；
他们在游山玩水；过着奢侈的生活）那么诗人除了为“不见
九州同”而悲，还悲的是（）、（）、（）。

经过一系列感情的铺垫和渲染，再让学生带着这些情感来读

示儿说课稿一等奖篇二

我今天说课的内容是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语文第十二册第四
组的一首古诗――《示儿》。这首诗是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
作品。陆游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历史上民族矛盾尖锐的时
期，金兵肆虐，北方大好河山沦为金人领土，广大民众被金
人奴役。而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不思北定中原，苟延岁月。
陆游自幼饱受战乱，对当时严重民族灾难有着极其深刻的感
受。青少年时期他便在心灵深处埋下爱国的种子。虽屡经风
雨摧残，却历久弥坚。这首《示儿》是他在生命终点所发
出”悲”叹。他在弥留之际，念念不忘的是被金兵霸占的中
原领土和人民，热切盼望的是祖国统一，因此他特地写这首
诗作为遗嘱，谆谆告诫儿子。其间的爱国悲情感天动地，荡
人肺腑。学习这首古诗，还要落实本单元的训练重点――从



阅读的内容展开联想，联想陆游所处的时代，联想诗的创作
背景，这样才能走进文本，走进陆游心中，深刻感悟到诗人
炽诚热烈的爱国情怀，从而受到情感熏陶。

依据课标要求，结合课文特点和学生的认知水平，本课教学
三维目标是：

1、知识能力：学习2个生字，理解整首诗的意思。能正确、
流利、有感情朗读并背诵古诗。

2、过程方法：引导学生在读中质疑，在疑中探寻，在寻中品
味，在品中感悟古诗意蕴美。

3、情感态度：理解诗人博大的爱国情怀，激发学生的爱国热
情。

《示儿》是一首古诗，语言平实，但文笔曲折委婉，情感深
厚真挚，给人以震撼。因此，教学中力图体现“以生为本,遵
循儿童的认知规律和学习古诗词规律,切实提高人文素养”的
理念，让学生悉心品悟，多元解读，深入体会诗人炽诚而热
烈的爱国情怀。

这一课我主要采用“质疑探究法”和“情景教学法”,注重引
导学生自主学习、合作探讨、吟诵悟读等方式来进行情感体
验。这些方法在教学过程中能够得到较好的体现.

本课的重点是理解古诗深刻而丰富的内涵，难点是感受诗人
博大的爱国情怀。

课程标准要求我们的教学要遵循儿童认知规律，倡导学
生“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凸显学生的主体地位，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鉴于此，上课伊始，我出示画面,
简要介绍《示儿》的创作背景和历史意义来激发学生学习的
兴趣，让他们结合画面解诗题，自主学习读诗文，合作探讨



明诗义。作为六年级学生已有一些知识储备，具备一定的自
学能力。《示儿》这首诗明白如话，浅显易懂，要完成上面
这些任务并不难。学习这首诗关键是如何让学生理解诗歌深
刻而丰富的内涵，感受诗人博大的爱国情怀，也就是悟诗情，
入诗境。我是这样突出重点、突破难点的：

（一）吟诵诗文知“悲”事

学生静心吟诵诗文，找出诗中最能表达诗人内心情感的一个
字――悲，陆游因何而悲？学生由于对诗文已有初步了解，
马上就知所“悲”之事――不见九州同。老师相机设疑，激
发学生探究的欲望。

（二）创设情景入“悲”境

在吟诵中简介：北宋末年，金兵屡犯中原，朝廷昏庸腐败，
无心抵抗，宋军节节败退，金兵长驱直入，很快占领了国
都――汴州，还掳去了两个皇帝――宋徽宗和钦宗，这就是
历史上有名的“靖康之耻”。北宋宣告灭亡，从此山河破碎。
钦宗的弟弟南逃到现在的杭州，建立新政权――南宋，但他
并不想去收复失去的土地，而是割地求和，苟且偷生。夜夜
歌舞升平，朝朝饮酒取乐，遭殃的是宋朝百姓，他们饱受战
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一环节通过音乐的烘托，情景
的营造，把学生带入陆游所处的那个悲惨而屈辱的朝代，使
学生身临其境，走近陆游，为深入理解诗歌的意境奠定基础。

（三）多元解读品“悲”意

假设你就是这位垂暮多病的老人，面对此情此景，你会是怎
样的心情？你能带着这样的心情读读这首诗吗？教师带领学
生走进诗人的心中，和诗人同悲共吟：看到山河破碎，可以
低声慢吟，悲痛欲绝；看到南宋政权苟且偷生，割地求和，
可以高声怒喝，无比愤慨；看到百姓颠沛流离，民不聊生，
可以忧心忡忡，愁绪满怀；想到自己重病在床，壮志未酬，



可以仰天长叹，无限惆怅；想到有朝一日，祖国统一，语调
铿锵，激昂坚定……在这里，老师充分尊重学生独特的感受
和理解，让学生悉心体会“悲”。师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
适时点拨，结合课件，引导学生细细品味，一个“悲”字,百
千味蕴在其中，有痛有泪、有忧有恨、有憾有盼；一
个“悲”字是爱与恨的交融，是情与义的化身。谁解“悲”
中意？唯有静心吟。个性化的品读让学生的思绪与诗人的情
感齐飞。爱国主义的情感在吟诵中得到熏陶，古诗丰富意蕴
在吟诵中得到领会，教与学做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
声”。

（四）拓展链接悟“悲”情

在学生多元解读“悲”后，我再次引导学生思考：陆游即将
离开人世，他为何什么都不牵挂，而只悲“不见九州同”呢？
学生结合课前收集到的陆游相关资料合作探讨，师补充介绍
陆游一生各个时期的爱国诗句:

二十岁时，陆游立下了亲临战场、杀敌报国的志向。

六十八岁时，他退居家乡，在偏僻的山村，年迈的他仍牵挂
祖国的统一大业。

（出示：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

直到八十二岁的他还在高唱:

（出示：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

以上这些诗句让学生读读讲讲，弄懂诗意，使学生了解陆游
的一生都是情系祖国，心系祖国。这一环节中，相关诗句的
拓展链接，让学生凭借诗句走进陆游，让诗的教学充满诗意，
让人物的形象”立”起来,让陆游那博大的爱国形象矗立在学
生心中。



（五）激情诵读抒“悲”声

在学生感受出诗人伟大高尚的人格之后，我引领学生激情诵
读。

情以辞发，心随诗动.诵读声中，陆游深沉的爱国情感、热烈
的赤子情怀感人肺腑；心潮起伏间，古诗博大精深的内涵、
丰富美妙的意境令人回味。

一个“悲”字，让我们认识了陆游，了解了陆游；一
个“悲”字，折射出陆游身上耀眼的光辉。学完本文后，同
学们会想到些什么？在这节课结束之际，我让学生畅所欲言，
进一步落实本组课文的要求-----从阅读内容展开联想,借以
加深文章的理解，活跃思维，激发创造力。

“语文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应着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
力，而培养这种能力的主要途径也应是语文实践。”为尊重
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个性差异，课到尾声,我设计了一个多层次
的实践练习，供学生自主选择，并向课外迁移。

1、感情背诵《示儿》并默写。

2、发挥丰富的想象，将《示儿》改写成一则小故事。

3、收集陆游的诗词或其他爱国诗歌，编写一本小诗集。

总之，在课堂上我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以“悲”为切
入点，创设情景，搭建平台，让学生走进文本，悉心品读，追
“悲”溯人，走进陆游内心,让学生充分地感悟陆游对祖国对
人民的大“爱”,努力营造一个开放的课堂、对话的课堂、感
悟的课堂，让学生在诗的王国里心随诗动，让学生在诗的意
境中情感得到熏陶,让学生在对诗的品味中语文综合素养得到
提升。



示儿说课稿一等奖篇三

古诗《示儿》是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的绝笔。当时的南宋
遭受金兵进犯，宋军节节败退，最后国都沦陷，从此江山破
碎，不复统一。陆游伤心悲愤，临终前给儿子立下遗嘱“死
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
忘告乃翁。”这首诗用笔曲折，情真意切地表达了诗人临终
前复杂的思想感情，既有对抗金兵未成的遗恨，也有因祖国
未统一的无限悲哀，更有对统一大业必成的坚定信念。全诗
真情自然流畅，让人感到了诗句背后深沉的爱国之情。

二、说教学目标

依据古诗的内容和诗中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我确定本课的
教学目标是：

1、知识目标：借助教材注释及工具书，自主学习古诗，了解
古诗大意。

2、能力目标：诵读古诗，体会诗人丰富的情感，培养学生的
朗读理解能力，感受古诗的音韵美。

3、情感目标：理解诗人的爱国情怀，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的
熏陶。

三、说教学重难点

古诗教学的主旨是让学生在反复品读中品味语言的韵律美，

在吟诵想象中感悟诗歌的意境美。因此，我把指导学生有层
次的读诗，体会诗人丰富的情感，作为本节课的教学重点。
在赏析品读中深入了解祖国悠久灿烂的文化，培养学生自主
学习古诗的能力，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作为本节课的教学
难点。



四、说教法、学法

为了讲清重点，突破难点，让学生达到本节课所预设的教学
目标，我再从教法和学法上谈谈：

古诗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一部分，具有音韵之美。古诗读来朗
朗上口的特质，决定了朗读是引导学生感受、领悟古诗的语
言美和意境美的重要方法。遵循“自主学习，自主感悟，合
作探究”的教学原则，我采取了指导朗读，引读领悟的教学
方法，通过创设情境感悟诗歌的意境美，引导学生融入想象，
自读自悟，相互交流，体会意境。在探究讨论中让学生主动
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并给学生提供动口读、动脑想、动情
说、动手写的机会，让学生在读、想、说、写中掌握本节教
学的重点，又突破了难点。

五、说教具使用

为了让多媒体课件更加有效地辅助教学，本节课我选择了精
美的古诗配画，再配以如泣如诉的古筝乐曲，激发了学生丰
富的想象、联想。在有着诗情画意、音韵之美的课堂中，让
学生的心智得以启迪，情感受到熏陶。

六、说教学过程

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和知识掌握程度，我设计了以下四个教

学环节：

（一）创设情景 激情引课 （二）初读感悟 读出韵律

（三）品读诗句 入境悟情 （四）激情诵读 升华情感 具体
如下：

（一）创设情景 激情引课



（二）初读感悟 读出韵律

首先让学生自由读古诗，并做到字正腔圆，接着引导学生不
但要读正确，还要读出节奏，读出诗的韵味来。

【设计理念：】

通过朗读，找出诗歌的情感线索——悲，从而整体体验古诗
情感，把握古诗朗读的基调。

（三）小组探究学习，理解诗义。

理解诗意是学习古诗的重要一环。我先让学生根据注释自己
去理解，自己试说后，就与同桌说一说。在学生说的过程中，
教师巡视指导。

（四）品读古诗，体会诗人情感。

我首先出示：“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继而出示：元——原来、本来 同——统一，并提醒学生注意
这两个字的意思。然后再指名说说这两句的意思 。

破家亡的年代。

当同学们了解了历史背景，“你知道作者为什么而悲”这个
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在学生多元回答的基础上，我把它概括成：这是山河破碎之
痛。

在学生回答后，我随即板书：遗民泪尽 哀

当学生真正领悟了这种国破之痛后，再次引导学生有感情地
朗读这两句诗，一定会悲情更浓、痛味更足。



出示：《题临安邸》 ：

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 只把杭州作汴州。

在指名朗读，我提问：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在寻欢作乐 ；
他们在游山玩水 ；过着奢侈的生活） 那么诗人除了为“不
见九州同”而悲，还悲的是（ ）、（ ）、（ ）。

经过一系列感情的铺垫和渲染，再让学生带着这些情感来读

示儿说课稿一等奖篇四

古诗《示儿》是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的绝笔。当时的南宋
遭受金兵进犯，宋军节节败退，最后国都沦陷，从此江山破
碎，不复统一。陆游伤心悲愤，临终前给儿子立下遗嘱“死
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
忘告乃翁。”《示儿》这首诗用笔曲折，情真意切地表达了
诗人临终前复杂的思想感情，既有对抗金兵未成的遗恨，有
因祖国未统一的无限悲哀，也有对统一大业必成的坚定信念。
因此，《示儿》是开展爱国主义情感教育的绝好教材。

另外，陆游一生创作了大量的爱国诗篇，以《示儿》为点，
让学生进行大量的积累，并以此加深学生对陆游诗人的认识
与崇敬。

1、充分尊重学生独特的感受和理解。

新课程标准所倡导的语文教学，强调阅读是学生的个人行为，
教师不应以分析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应让学生主动积极参
与到思维和情感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
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因此，教学中
我努力创造学生与文本对话的机会，达到不同学生从不同角



度认识和理解课文的境界。

2、抓住古诗的情感线索，体现古诗感情丰富的特点。

古诗乃作者抒发感情的产物，因此，我抓住那些意蕴深刻的
字词，引导学生体会诗人的情感，体验诗歌的意境，这是我
教学这节课的重点和难点。

3、以教材为载体，用好教材，重视积累。

新课标要求我们不要教教材，而要用教材，把教材作为一种
载体，带领学生掌握学习方法，以点带面，去遨游知识的海
洋。因此，这节课，我以《示儿》为点，引导学生去收集、
积累更多的爱国诗，并以《示儿》为起点，开始训练学生从
内容想开去这一单元新要求。

知识目标：

1、通过自学掌握生字，理解词意，了解诗意。

2、积累其他爱国诗。

能力目标：

1、能根据诗歌领悟古诗的意境。

2、能从古诗内容想开去，想到与之相关的人和事，景和物，
情和理。

情感目标：理解诗人丰富而深刻的爱国情感。

教学重点：领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教学难点：领悟诗歌的意境。



1、激发与古诗内容相同的情感，引导学生与诗人情感产生共
鸣。

2、借助注释，采用小组探究学习方式理解诗意。

3、设法把学生引入诗的意境，与文本对话。

4、加强朗读吟诵，以读升情。

5、通过课外拓展，积累古诗。

（一）教师激情导入新课：

【设置悬念，以悬念引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并设置情境，
把学生情感带入到诗境中。】

（二）初读诗歌，整体把握。

教师范读古诗

学生自由练读。

指名朗读

通过朗读，找出诗歌的情感线索——悲，从而整体体验古诗
情感，把握古诗朗读的基调。

（三）小组探究学习，理解诗义。

读诗要知道诗的意思，你能根据下面的注释自己去理解。自
己去说一说，自己说好了，就与同桌说一说。师巡视。

（四）品读古诗，体会诗人情感。

出示：“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指名说这两句的意思。

师：注意这两个字的意思

出示：元——原来、本来同——统一

师：死去了什么都是空的，哪些东西是空的？

师：但是有一件事使作者放不下，感到很悲，是什么？

师：接下来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宋朝的历史。南宋的皇帝叫
赵勾，是个软弱无能的皇帝。当时战乱频繁，金兵频频进犯，
宋军节节败退。由于战败，后来宋朝政府拱手把当时的首府
开封，送给了金兵，自己退到了杭州。但仍不思救国。至使
整个国家山河东一块西一块被金兵占领，山河破碎。而陆游
就生活在这样国破家亡的年代。

你知道作者为什么而悲了吗？指名说

师概括：这是山河破碎之痛

你能把这种痛读出来吗？指名读诗

我们来读一首诗人68岁时写的.一首诗。《秋夜将晓出篱门迎
凉有感》

可是这么壮丽的山河却被敌人占领着，你的心情怎样？

仅仅是为这个悲痛吗？还为什么悲？从后两句你读懂了什么？
指名说（农民很悲伤……）

师：你觉得诗人还为什么悲？随即板书：遗民眼尽哀

带着这种哀痛你再读读这两句，你会有更深的体会。



面对此情此景，你有什么想说的？

师：统治者都在干什么？我们一起去临安看一看

出示：《题临安邸》：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

指导朗读

问：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寻欢作乐；他们在游山玩水；
过着奢侈的生活）

师：那么诗人“但悲不见九州同”，还悲的是（）、（）、
（）。谁来带着这些情感再读一读。

诗人死前仅仅告诉儿子这些吗？还有什么？读后两句诗，指
名说

（五）读古诗，升华感情

此时，诗人用他最后的力量和激情，写下这样的千古绝唱，
（引领学生）吟……

短短的二十八个字洋溢着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爱国热情，
让我深深地敬仰他——这位伟大的人，这位感动中国的先辈。
老师也写了一首诗来表达对这位诗人的缅怀和敬意！

赞陆游

从小立下报国志，不破金兵誓不归。

四十从军到白发，壮志未酬鬓先衰。



虽死不敢忘忧过，赤胆忠心感后辈。

六十间年万首诗，一腔悲愤化诗魂。

（六）、课外延伸，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

陆游的这首《示儿》激励了无数的爱国志士。无数诗人悲愤，
他们写下了无数爱国诗篇你知道的有那些？[《课标》指出，
语文学习要利用教育资源，构建课内外关系，拓展学生学习
空间，增加语文实践机会。

（七）总结：

1、同学们，国富民强，匹夫有责。我们应该像诗人陆游那样
胸有祖国，抱效祖国。让我们再次诵读他的压卷之作——
《示儿》吧。

2、陆游还写了许多的爱国诗词，同学们课下去读一读。

示儿说课稿一等奖篇五

今天听了徐老师一节随堂课《示儿》，总体感觉有三个亮点。
第一，备课充分，钻研教材深入。教者能抓住古诗文的重点、
难点进行教学，所涉及难解词句，教者均能予以突破。从教
学反馈来看，学生都能掌握有关词句的`意思。教者还能就重
点词语进行拓展延伸，如“九州”一词，让学生交流还有那
些像“九州”这样可以代表中国的称谓，当学生说“支那”
一词时，老师能及时予以纠正和说明，并顺势进行爱国主义
教育。第二，单元把握，前后课文联系。教者在教《示儿》
一课，不仅局限于该课文的把握，还能联系《把我的心脏带
回祖国》、《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课文，进行单元主题指
导，突出“爱国”主旋律。教者还能从写法上进行比较，
把“喜”中蕴含的爱国和“悲”中蕴含的爱国进行对比，强
调表达主题的手法多样性。第三，国学启蒙，适当拓展延伸。



在全诗学习结束时，教者适时补充林景熙《题陆放翁诗卷
后》，“床头孤剑空有声，坐看中原落人手！青山一发愁蒙
蒙，干戈况满天南东。来孙却见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
翁？”全诗较长，教者巧妙截取，与原文照应，真是运用得
恰到好处，其中的妙处不言而喻。

当然，教无定法，我还想就《示儿》这节课，提另一种思路，
供参考研讨。我们不妨把这首诗分成三个层次去读中感悟。
第一，读出诗的节奏韵律；第二，读出诗人悲愤心情；第三
读出诗人爱国情怀。以这三个层次总领全文，放开手脚让学
生诵读，抓住“死去”、“悲”、“九州同”、“告乃翁”
等一些词句去突破，学生对诗句的理解可能会在诵读中自然
领会，诗人的爱国情怀也会自然流露在学生的诵读声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