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雀东南飞高中教案 高中高一语文荷塘
月色教学设计(优秀5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怎样写教案才更
能起到其作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
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孔雀东南飞高中教案篇一

问：哪一次声音清晰？（答案当然是后者。）

问：刚刚大家是不是很安静，笔落地的声音是不是很响？
（是）

那刚才那个问题还是不是自相矛盾呢？

这是用了反衬的手法，与王维的“鸟鸣山更幽”有异曲同工
之妙。

[提问]：请同学们在这一段中继续找出运用反衬手法的例子。

[解答]：文中用两个“漏”字，借月光、灯光衬托四周的灰
暗，以蝉蛙的热闹衬托内心的烦恼。

[板书]：                 

树：重重、阴阴（沉郁）  

远山：隐隐约约

四周       灯光：没精打采（月色迷离）



（ 自远而近）  蝉鸣、蛙叫

总结：  美景象。有勾勒，有细描，有渲染，有衬托，灵活
多样，井井有条。特别是语言运用得准确生动，有神韵，流
露作者淡淡的喜悦与淡淡的哀愁与苦闷。

孔雀东南飞高中教案篇二

［教学目标 ］

1、理清全文的结构，了解直接抒情的语句的内涵及其在文中
的作用。

2、体会散文的语言美--对生活语言的巧妙加工。

3、认识“通感”的修辞方法，体会本文中“通感”所产生的
艺术效果。

［教学重点］

1、作者是怎样从多角度描摹荷塘美景？

角度、视线由近及远、由上而下的空间顺序：

茂密的荷叶--多姿的荷花--     荷香--叶花颤动--流水

体味作者的匠心：

动静结合，“静”是“动”的瞬间表现。

可见与可想结合，写出散文的神韵。如：荷叶田田--水脉脉
含情

2、本文的线索是什么？



经线：欣赏荷塘月色前后的心情变化。纬线：对荷塘月色的
景物描写。

3、“通感”的特点及其作用：

a、例：“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
歌声似的。”

b、本体--花香（嗅觉） 喻体--渺茫的歌声（听觉）

c、作用：把花香的特点写清了，生动形象。

［课时安排］

二课时

［教学过程 ］

布置预习：a、请学生熟读课文；b、背诵4－6段。

第   一   课   时

导入  课文：

一：具体介绍朱自清的生平和创作：

二：听《荷塘月色》的配乐录音带：

三：作品结构分析：

缘起：第一段：独游荷塘的时间、地点和缘由。（心
境：“颇不宁静”）

去荷塘：第二段：通往荷塘的小路、树木、月色。



第三段：行在小路时的感受。（追寻清冷、幽僻的环境）

观荷塘：第四段：荷塘美丽的景色。

第五段：塘中的月色。

第六段：荷塘四周的景物。

离荷塘：第七、八、九段：联想古代江南采莲的旧俗。

第十段：在思乡与遐想中踱回家门。

从写景状物的角度看：

第一部分：（1）写观荷缘起。（情）（引子）

第二部分：（2－6）写荷塘月色。（景）（主体）

第三部分：（7－10）写景中人。（情）（尾声）

小结本节课的内容：

布置作业 ：1、背诵4－6段；2、阅读课后附文。

第   二   课   时

一：检查作业 ：

二：找出直接抒情的句子，对其中有代表性的进行分析，让
学生反复体会：

1、全文首句：“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

分析：这是分量很重的一笔，可见“文由情生”，本句
是“文眼”。



问：起笔这样写是什么目的？

2、第三段中路上的一段独白：“路上只我一个人……这是独
处的妙处”。

分析：此段抛开写景，句句都是内心活动，这样写是不是偏
离了文章的主题呢？

3、第三段最后一句：“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三、解析第四段，看作者是怎样从多角度来描摹荷塘美景的：

这是按观察的角度，视线由近及远、由上而下的空间顺序来
写的。

以上是顺序特点，细分析，还可以看出作者的匠心：

通感的运用：（详见前重、难点“通感”部分）

五、请学生自己赏读5、6段：

欣赏的重点可放在对某些字词的品味上，也可以研究一些极
有感情特色的比喻句上：

1、“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
上。”“泻”字精确在哪儿？

六、小结全文：请学生说说自己对文章主旨的理解。

布置作业 ：完成课后思考练习、本课《课课练》。

孔雀东南飞高中教案篇三

1、掌握文中的通假字，偏义复词，古今异义词及一词多义。



2、理清文章结构（矛盾冲突和曲折情节），鉴赏人物形象，
挖掘悲剧根源。

3、深理解赋、比、兴和浪漫主义手法在抒情上的艺术效果。

【教学重点】

1、理清叙事诗的矛盾冲突和曲折情节。

2、了解叙事诗中通过人物对话揭示人物形象的艺术性。

【教学难点】

1、品味诗歌的民歌气息和抒情意味。

2、体味诗歌的悲剧意蕴。

一。导入

几千年来，封建礼教、家长制等传统文化的冷漠与残酷，使
无数美丽的爱情成为“牵牛织女”，化作“双飞蝴蝶”，飞出
“东南孔雀”，筑就“血泪沈园”！

《上邪》（苍天啊）一位女子痴迷而挚烈的爱情誓言。（两
汉乐府）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
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上邪”，是女子呼天以为誓。“山无陵”以下连用五件不
可能的事情来表明自己生死不渝的爱，深情奇想，确是“短
章中神品”。

滴下钗头多少泪，沈家园里草犹悲！



南宋年间，爱国诗人陆游因在科场上秉笔直言，抒发抗金忧
国之情，而名落孙山。陆游父母遂安排他与表妹唐琬成婚。
陆游和唐琬结婚后，生活非常幸福。但是陆游母亲对此不悦，
她认为唐琬成天弹琴吟诗，不但有失妇道，而且有误儿子的
功名前程。在母亲压力下，陆游被迫休妻，无由的孝道、世
俗功名和虚玄的命运八字活活拆散这对夫妻，唐琬另与赵士
程结婚。一日，唐琬与赵士程来到沈园，与陆游相遇，陆游
百感交集，提笔在粉墙上留下了传世经典的《钗头凤》。唐
婉再游沈园，和之。不久抑郁而亡。

顽强的生命可以摆脱精神枷锁。只要矢志不渝，执著追求，
美好的理想就会实现。

今天我们就来说下发生在两汉时期的一段凄惨而又悲壮的爱
情故事，它就是孔雀东南飞。

二、解题

1.本诗原题《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又名《焦仲卿妻》。选
自南朝陈代徐陵编的《玉台新咏》，这是我国最早的乐府诗
集。本诗时保留下来的我国古代最早的也是最长的一首长篇
叙事诗。称“古今第一首长诗”（区别于第一首长篇抒情诗：
离*）。与《木兰辞》合称“乐府双璧”

2.文学常识

（1）.乐府和乐府诗：

“乐府”本是汉武帝时设立的音乐机构。它的职责是采集民
间歌谣或文人的诗来配乐，以备朝廷之用。它所搜集整理的
诗歌，后世就叫“乐府诗”或简称“乐府”。

（2）.“乐府双璧”：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和北朝乐府
《木兰辞》。



（3）.《玉台新咏》由南朝陈朝徐陵编选，是《诗经》、
《楚辞》之后最早的一部古诗总集。

3.基础知识

1、互文：是指古代作家在写作时为了增强某种表达效果，把
本应该合在一起说的话临时拆开，使同句或相邻句中所用的
词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理解时又应该合在一起的一种修辞
方法。

2、偏义复词：一个词由两个意义相近、相对或相反的语素构
成，其中只有一个语素表示意义，另一个语素不表示意义，
只作陪衬。

三、课文把握

1、诗歌结构：

层次章节标题情节段落

起兴首句托物起兴

第一部分“十三能织素”—“及时相遣归”兰芝自诉开端

第二部分“府吏得闻之”—“二情同依依”夫妻誓别发展
（一）

第三部分“入门上家堂”—“郁郁登郡门”兰芝抗婚发展
（二）

第四部分“阿母谓阿女”—“自挂东南枝”双双殉情*

第五部分最后一节化鸟双飞尾声

四、课文分析



1、概括诗前小序的内容

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故事的结局，作诗的
缘由。

2、诗歌开头“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起什么作用？

兼用比兴，以孔雀失偶来暗示夫妻离别。孔雀徘徊反顾为全
诗奠定深沉悲哀的基调。统摄全篇，引起下文故事。

3、尾声化为鸳鸯充满了什么色彩，结构上有何作用？

浪漫主义色彩，呼应开头寄托人们追求恋爱自由，生活幸福
的强烈愿望。

4、欣赏铺陈、排比、比兴的艺术手法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运用了比兴的手法。诗的开头，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
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这是纵的铺陈，按时间顺序，突出
刘兰芝多才多艺、有教养的特点。罗列数字，应作为互文看，
交叉表述。横的铺陈如写兰芝离家的打扮，由足至头、至腰、
至耳、至指、至口、至步，一连串夸张性的铺陈，旨在描写
她的美，更表现她的从容镇定；写太守办喜事豪华排场，显
示兰芝不为富贵所动的节操，也形成太守家的喜和兰芝、仲
卿的悲之对照，强化了悲剧性。本诗的铺陈排比有利于塑造
人物形象，也为诗歌带来了声律和色彩之美。

5、总结

本诗是叙事诗，不但有人物，作者还以白描手法极其生动地
刻画了人物内性格。从现在的内容看来，这首长诗在它出世
以后似乎经过一个时期的传唱，人物的性格正是在传唱中逐
渐地丰富起来的，因而每一个人物身上都渗透着劳动人民的



感情。这种感情不仅表现为爱憎分明，而且显示了铢两悉际。
作者否定了一切该否定的东西，也肯定了一切应该肯定的东
西，然后无沦是否定或者肯定，都不是遵循一个简单的公式，
而是通过复杂和具体的描写，暗示人物的社会地位和个性特
点，给予他们以恰如其分的评价。从作者听把握的生活深度
而论，不能不说，这是现实主义艺术创造在我国古典文学中
一个杰出的范例。

五、布置作业：

1.背诵相关章节。

2.以“惜别离”为题，发挥你的想象力，扩写第9至12段。

孔雀东南飞高中教案篇四

          

导语

长沙〉〉的教学设计

教学安排：

2 教学方式：多媒体教学

3 教学方法：朗读与鉴赏、评说相结合。（确立依据见导语）

4 课时安排：一课时

5 教学流程：

教学目标：1作者以天下为己任的革命使命感和远大抱负

2 体会宏阔的深秋意境，提高形象思维能力



3学习富有表现力的语言，提高朗读能力

（二）教学重点  ：反复吟读，体会深秋意境，领会作者
情

（三）教学难点：对富有表现力的语言的分析

（五）教学过程（）：

臧克家说过：“毛泽东诗词是伟大的篇章。”

3   （1） 学生齐背毛泽东的《沁园春 雪》

今天我们再来学习毛泽东另外一首《沁园春 长沙》  

雪〉，由背诵〈沁园春   雪〉导入目的在于温故而知新〉

（2）  师点击“作者背景”并讲解

〈设计依据：学习诗歌要“知人论世”，才能从更广阔的面
上理解诗歌主旨和感情〉

反复朗读，深入领会本词的意境和词人的胸襟

1） 听读，初步感受词的意境 ——  播放朗读录
音    

出示原词，欣赏该词手迹

〈设计依据：用标准的范读去规范学生的朗读节奏以及感情
的把握

用毛泽东的手迹激发学生想象的思维和激情，更有感染力〉

2）初读，入境，审美感知——学生自由朗读



师提示朗读技巧  （注意节奏的把握）

〈设计依据：适时适当的指导会使学生的自由朗读事半功倍

〈设计依据：让学生进一步领会诗歌与散文的区别，领会诗
歌的含蓄与凝练的特点〉

4）再读，归纳概括内容，章法——参照一下思考题思考讨论

词的上下阕主要写什么

词的上下两阕各有一个领字，请找出来。

上阕中，诗人是从哪些方面、什么角度来描绘绚丽多采的秋
色图的？

全诗诗眼是什么？

第一问：  学生讨论后回答

上阕写景  描绘湘江绚丽多采的秋色图

下阕抒情  抒发凌云壮志的革命豪情

第二问：学生回答，上阕领字是“看”，领起七句。下阕领
字是“忆”，领起八句。

第三问：学生讨论后回答，

四个方面：山上、江中、天空、水底

四个角度：远眺、近观、仰视、俯察

第四问：学生回答，“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浮沉？”



〈设计依据：在读的基础上把握诗的结构和内容〉

（1）独立寒秋（2）层林尽染（3）鹰击长空（4）鱼翔浅底

学生分小组讨论代表回答

1）“独立”，不仅表明是一个人，而且显示了诗人砥柱中流
的气概。

2）“染”字用拟人手法，写出秋色之深。

3）“击”字显示出雄鹰展翅奋发，搏击大气的强劲有力。

6 品读，激情体验——联想想象，化抽象的描写为具体可观
的形象

毛泽东的“独立寒秋”

学生回答：柳宗元的“独钓寒江”

学生齐背《江雪》

毛泽东的“万山红遍，层林近染”

学生回答：杜牧的“霜叶红于二月花”

学生齐背〈〈山行〉〉

学生讨论并回答，老师补充：

所以他的词充满豪情壮志，笔下的秋景也绚烂多彩，充满生
机。

8 老师归纳小结并出示板书



上阕

万山红遍，（山上）

层林尽染；

眼　漫江碧透，（江中）

色彩绚烂的秋景  

（画   图）

鱼翔浅底，（水底）

万类霜天竟自由。

怅寥廓，

问苍茫大地，       胸怀博大的凌云壮志（抒情）

谁主沉浮？

下阕

结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         同学青春年少

忆      挥斥方遒。            风华
正茂

岁月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

到中流击水，       我辈破浪锐进

记

气概                 浪遏飞
舟？         奋然前行

的内容、结构和艺术特色，整体上把握本诗〉

9古诗词鉴赏指导

反复朗读、感知语言（二）体味意境、感悟挚情

（三）把握类别、辨析风格（四）明辨手法、把握技巧

（五）明析典故、加深理解

10，布置作业：用以上五点鉴赏方法激赏〈水调歌头   游
泳〉

〈设计依据：练习巩固对以上鉴赏方法的掌握〉

孔雀东南飞高中教案篇五

《飞向太空的航程》是高一语文必修一“沟通与应用”板块
中的一篇通讯。通讯是新闻体裁的一种，它除了具有新闻真
实性、及时性的特点外，还有生动性、完整性和评论性的特
点。本课从“神舟”五号飞船发射成功写起，回顾了中国载
人航天史，在历史与现实结合中，使现实事件有一种历史纵
深感，要引导学生学习这种历史与现实结合的写法。课文的



结构简单，它不但具备新闻的基本结构特点，而且还有首尾
圆合型的结构特色，要引导学生分析总结。

高一学生已掌握了新闻的基本知识，具备了独立阅读新闻作
品的能力，但是理性认识不足。同时学生的基础层次不同，
阅读时，抓表层易，知本质难;知思路易，理思路难;知局部
易，观全文难;习得知识易，迁移能力难。

依据教材分析与学情分析，根据新课标“三维目标”的要求，
结合本课的特点，确定目标如下：

1、掌握新闻的基本结构。

2、分析本文结构，提高分析能力

通过合作探究学习，引导学生概括提取本文的主要信息，完
成本文的教学，提高学生的能力。

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与爱国心

教学重点：掌握新闻的基本结构

教学难点：体会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写法

一课时

(结合课件)

(一)导入语(屏显“嫦娥奔月”图和“万户飞天”图)

(二)自主学习(屏幕显示)依据自主学习原则

1、了解通讯 除去真实、时效的新闻性特征，通讯的主要特
点有：



(1)生动性。　(2)完整性。　 (3)评论性。

目的：了解通讯自身的特点。方法：边读边划。

2、词语积累 (注意这几个词的意义和写法)

耸入云天 扭转乾坤 一鼓作气 不同凡响

翌年　 横亘 酝酿 尘封

方法：利用注解和工具书。

(三)合作学习-----教师质疑，学生讨论。依据合作学习原则

(1)通读全文，理清文章脉络：找出导语、主体、结尾部
分。(屏幕显示)

目的：掌握新闻的基本结构，完成教学重点的学习。

(2)梳理主体部分：中国实现“飞天梦”的历程中，有哪几个
意义重大的事件。(屏幕显示)

目的：理解本文的记叙顺序，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
心。(情感目标)

(3)综合全文，理解标题——“飞向太空的航程” 的双重含义
(屏幕显示)

(四)分析与探究依据探究学习原则

(1)这是一篇典型的新闻报道，它是如何体现新闻的真实性的，
请举例说明。(屏幕显示)

目的：理解用事实说话的特点



(2)谈谈本文的结构特. (屏幕显示)

目的：了解本文的结构特色。

目的：理解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写法，突破教学难点。

(五)课堂小结(屏幕显示)

本文的结构很简单，但是作为一篇典范的新闻报道，各个构
件很清楚，是大家阅读和写作新闻报道的范本，希望同学们
认真体会它的结构特点和写作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