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雨霖铃说课稿分钟 雨霖铃说课稿(实用5
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
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雨霖铃说课稿分钟篇一

（一）教材所处的地位

本文是人教版普通高中新教材高中语文第三册第八课《词七
首》的一篇文章。本单元的教学重点是在整体把握诗词的思
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基础上品味诗词的语言，赏析诗词的表
现手法。按新教学大纲的要求，高中语文阅读的主要目的是
培养学生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培养学生健康高尚的审美情
趣，提高他们的文学品位，并进而培养和提高他们的写作能
力。

（二）教材分析

在群星璀璨的北宋词坛上，才情卓著、但一生仕途坎坷不济
的柳永是耀眼的明星之一。在不胜枚举的柳词中，《雨霖铃》
便是其中为世人传诵的一首。这首词写的是他离开都城汴京
（现在河南开封）时与一位红颜知己缠绵悱恻的别离情景。
这首词是宋代婉约派的代表作。全词以“离情”为线索，用
白描、铺叙、点染的手法，细致地描写了情人话别时留恋难
舍的情景，反映了作者仕途失意的郁闷心情，景中见情，以
情带景。其中的“杨柳岸晓风残月”被誉为千古名句。《雨
霖铃》是课内自读课文，但也可以做教读课文，而《永遇乐
京口北固亭怀古》、《扬州慢》作为课内自读课文来处理，
主要比较豪放派和婉约派的不同风格。



这首写离情的词，可谓淋漓尽致，备足无余。全词围绕“伤
离别”而构思，层次特别清楚，语言简洁明了。先写离别之
前，重在勾勒环境；次写离别时候，重在描写情态；再写别
后想象，重在刻画心理。三个层次，层层深入，从不同层面
上写尽离情别绪，可叹为观止。

（三）鉴于以上两点，设计教学目标和教学重难点如下：

1、教学目的：

（1）知识与能力：领会唐诗、宋词的艺术特点；

初步掌握鉴赏古代诗词的方法；

以读带析，在朗读中体味《雨霖铃》的思想感情和凄清意境；

深刻体会《雨霖铃》的融情入景，虚实相济的艺术特色。

（2）过程与方法：通过词中意象，具体领会唐代几位诗人和
宋代几位著名词人的艺术风格；通过理解文句，分析意境，
以提高学生理解和鉴赏词的能力。

（3）情感态度：体会作者的感情，领悟作者当时的理想；

借助多媒体和教师对作品的体验，带领学生以真挚的感情品
读作品，培养诗歌兴趣和文学素养。

2、重点：学习名句鉴赏的方法：易词造意法；

3、难点：理解景中见情、缘情设景的艺术特色（因为这是从
鉴赏评价的层次来要求）。

（一）学情分析

1、大部分学生喜欢阅读诗词作品，因为诗词语言的优美，情



感的丰富很能吸引人，不喜欢的较少。但无论哪种对大部分
学生来说，具体说说它美在何处，为什么这样写，都是一些
难题，更不能很好地把握。

2、学生在初中和高一已学过诗词，对诗词的一般性鉴赏方法
已初步掌握。

3、柳永是个著名的词作家，早已为同学们熟知。他的作品很
多，但平时学生接触的不多，不知其风格如何，故而有很强
的好奇心理。

4、中学教材中涉及的术语虽然不多，但学生普遍感到混乱。
澄清这些相近的概念是学生准确运用这些概念的基础。

（二）学法指导：

把握整体察背景品味词语反复吟

联想想象悟主旨再现意境体诗情

易词造意赏名句求同辨异见风格

熟读背诵常积累改写运用争创新

学生主要运用：快速阅读法、圈点批注法、发现法、比较法、
品析法以及讨论法。例如：

1、诵读法：朗读要注意语言的节奏，体会作者的情感；

2、揣摩语句法：主要是从句子所蕴藏的含义和情感入手；

3、比较阅读法：将要学的内容与已知内容进行比较，求同存
异，加深理解。

1、课型：自读、讨论、鉴赏。



教法与学法力求统一，运用多媒体演示既激趣，又能创设适
宜的气氛，更能增大课堂的容量。充分发挥多媒体的形音色
俱备的长处。诵读法是语文教育与学习的传统的优秀方法之
一。结合诗论赏析法实际上是以前人的鉴赏理论来提高学生
的鉴赏评价能力。想象意境法和名句鉴赏法都是诗歌鉴赏和
教学的重要方法。

（1）诵读法。大纲要求学生能“流畅地背诵诗词”。朗读时，
教师要引导学生把握重音、语调、语速、体会作者的感情等。
通过诵读，使学生得出对本词的整体印象，感觉文章的“气
质”。通过诵读去发现精妙词句，体会其作用。

（2）情境法。学生所获取的知识百分之八十五都是通过视觉
直接获得的，情境法既有利于学生直接获得感性认识，快速
进入角色，又能调动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

（3）研讨法。在高一开展的研究性学习的基础上，开展课堂
内的主题式研究。它既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兴趣，增强学生主
动解决问题的.能力，又有利于培养学生养成自我解决问题的
能力。

（4）名句鉴赏法。可选择一些名句进行具体分析。将这些名
句和其他诗词进行比较，以增强学生内在的比较能力。

语文新大纲要求体现学生的主体性，师生互动性。教师在课
堂上主要起到引导和组织作用。语文教学主要是主题式探研。
以上四种教学方法充分体现了这一精神。此外还可灵活运用
提问法、讨论法、练习法和板书图示法。

2、教学手段：幻灯片等多媒体手段，它既便于学生直观，节
约时间，又能利用情境营造课堂氛围，引发学生的兴趣，在
获取知识的同时能快速进入角色。

教学环节：听——读——析——赏——背——创



步骤：

（一）导入：江淹有一名句，“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
矣。“（《别赋》）我国古代这种写离情别意的送别诗特别
多，请大家回忆一下我们学过或你自己感受很深的写离别的
诗句。

教师可适当提示：《别董大》《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晓出
净慈寺送林子方》等。

一面复习旧知识，另一方面为本课的教学提供比较的材料，
让学生很自然的进行新旧的联系与比较。激发兴趣，创设情
境。

（二）读：

试读：回忆过去所学词的知识，试读本词，考虑语调、语速
及感情基调。将疑难之处标出。采用学生小声读的方
式。“试读”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法，可使学生明确自己掌
握知识的情况，使课堂学习更具目标性。

听读：与自已刚设想的比较一下，与自己的读法有哪些不同
之处，为什么？

点拔：词里的一些特殊句式的读法，本词中领字的停顿。此
类知识不必过多分析与讲解，让学生通过比较而领会，然后
在实践中训练掌握。

朗读：一边朗读一边想象一边理解词意。既是训练朗读，又
是对课文的初步理解。在诵读中体味诗歌的意境。获得感性
认识。

（三）初步理解



1、推断词义：（1）“寒蝉”“初”“念”“堪”等词的意
义。

（2）“留恋处兰舟催发”的“处”应做何解？与“今霄酒醒
何处”的“处”相同吗？

（3）“此去经年”课本注为“一年”，你认为正确吗？请说
明理由。

质疑：学生互相质疑解疑。高二学生可培养这种质疑的态度
与自已通过查找书籍解疑的能力。

2、讨论：这首词写了什么景，抒发作者怎样的感情。上下片
各写什么内容。

视学生讨论的具体情况，相机点拔。结合板书理解此词的主
要内容，作者的感情和结构。从整体上初步把握词的内容和
结构，相对而言，这还是一种浅层次的理解，并不是难点。

（四）想象画面展现场景描述意境训练：让学生想象作者描
写的情景并把它描述出来。

（五）赏析

1、理解“景中见情、缘情设景”的艺术特色。

（1）精讲：简要讲解“景中见情、缘情设景”

注重其与“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等概念的联系，主要让学
生明确在文学鉴赏评价中经常使用一些近义概念。

（2）教学目标：中学教材中涉及的术语虽然不多，但学生普
遍感到混乱。澄清这些相近的概念是学生准确运用这些概念
的基础。



2、赏析名句：“今霄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此环节需要相机点拔，学生很有可能出现“有所感却说不
出”的情况。要通过诱导让其品出名句的魅力所在。

（2）教学目标：名句鉴赏是诗词鉴赏的一个重要内容和重要
手段。先从语感入手，让学生按自己的感受来说。让学生理
解意象与意境的关系：意境由意象组成。而意境制约着其中
的每一个意象。一个成功意境中的诸意象几乎是无可置换的。

（六）背诵

学生互背互检，要求当堂能背诵。“腹有诗书语自华”背诵
一定数量的优秀作品对学生语文能力的提高是大有裨益的。

（七）课堂练习

讨论：1、王国维有一句很著名的话“一切景语皆情语”，试
分析此词中写景的词句以及这些词句所抒发的感情。

2、作者在写这三个场景时的侧重点有什么不同。

点拔：1、抓住文中的三个场景，“别前”“别时”“别后”，
进行分析。

2、如学生有困难教师可用前三句作示范分析：前三句几乎纯
用典型景物刻划别前环境氛围，写景为主，而又笔笔含情。

3、引导学生从文体入手，“词”相对于“七绝”来说，篇幅
较长，它要求而且允许作者拓展笔墨，大开大合，充分抒写
自己的思想感情或表现一个比较完整的过程。

（八）总结：结合板书总结：1、词的主要内容；2、艺术特
色；3、名句鉴赏方法；



精讲：可适当补充自己对此词的感悟与认识。从理性的高度
整体归纳评价全词，为阅读欣赏提供一个范例。

（九）布置作业：让学生将此词改写成现代诗。

（十）板书设计：

《雨霖铃》

别前（实）－－情语：执手相看泪眼

景语情景交合

情语实写：寒蝉雷雨虚实相济

别后（虚）－－景语虚写：烟波烟暮

雨霖铃说课稿分钟篇二

尊敬的各位评委、各位教师，大家好：

十分高兴回到我的家乡滨州，来到美丽的滨州实验学校。我
是来自山东省东营市第二中学的语文教师齐明竹，今日我说
课的课题是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四第二单元“宋词”中的
《雨霖铃》，下头我将从教材、学情、目标、模式、方法、
设计和板书等七个方面展开我的说课。

一节好课首先来源于对教材的准确把握和深刻理解，下头进
行第一部分：教材分析。

part1

说教材



五本必修中的古代诗歌鉴赏篇目，分布在必修二、三、四的
相关单元。

《雨霖铃》位于必修四第二单元第四课柳永词第二首。本单
元学习的是宋词，宋词是古代文化的瑰宝。教材选取了柳永、
李清照、苏轼、辛弃疾四位词人的作品，兼顾了豪放与婉约
两种风格。

资料上，《雨霖铃》是才情卓越，但一生仕途坎坷不济的柳
永的代表作之一，是柳永离开都城汴京南下时与恋人的惜别
之作，学习本词有利于学生品味婉约词的语言，提高学生对
婉约词的鉴赏本事。

作为教师，不仅仅要吃透教材，还要了解学生，下头说一下
学生情景。

part2

说学情

1、在知识基础的有无层面，初中时学生学过温庭筠的《望江
南》和李清照的《武陵春》，对婉约词派有了整体印象。高
中教材中有《氓》、《孔雀东南飞》、《锦瑟》涉及感情与
离别的主题。可是学生对柳永并不熟悉，所以要弥补这个情
景，我引入知人论世这一环节，介绍背景。

2、在生活经验体验层面，十七八岁的年纪，多数学生缺乏对
离别的深刻体验。所以在诗歌感情上的把握上还需要借助有
关离别的事例，辅助学生感受主题。

part3

说教学目标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提出了语文学科的四大核心素养。分
别是：语言构建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
文化传承与理解。

基于课标要求和学科核心素养的要求，针对《雨霖铃》这首
宋词，我设计的教学目标是：

1、感知作品资料，抓住词的意象来掌握借景抒情、虚实结合
的写作手法。

2、在体会作者情感的基础上，深情朗读，熟能成诵。

3、归纳总结婉约词的特点。

本着新课程标准，在吃透教材的基础上，我确立了如下的学
习重点和难点：

重点是感受诗歌的意境和语言从而体会词中浓浓的离别之情。

难点是归纳总结婉约词的特点。

part4

说教学模式

我校进取推行王敏勤教授提出的“先学后教、当堂训练”教
学理念，结合学生实际情景总结出了东营市第二中学的教学
模式，即“问题引领，学案导学”。

其基本策略是教师创设问题情境，学生以问题为载体，在自
主合作中解决问题，在问题探讨中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

我校的诗词鉴赏课，采用“三主四步”的教学模式。

“三主”就是以问题为主线，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



“四步”就是情境导入、初读感知；感受意境、品读鉴赏；
知人论世、美读涵咏。拓展延伸、熟读成诵。

孔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教学本身就是教师与学
生的双边活动。据此我采取以下教学方法：

part5

说教学方法

教法上，一是让学生品味语言特色，感受情感变化的诵读法，
这一教法贯穿整篇诗词的学习；二是让学生充分参与，挖掘
团队智慧的讨论法，这一教法主要用于“感受意境，品读鉴
赏”这一环节；三是学生回答与教师点拨相结合的启发法，
这一教法主要用于意象分析。

学法上，我贯彻的指导思想是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
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具体的学法是朗读
法、自主学习法、圈点勾画法。

part6

说教学设计

《雨霖铃》这篇宋词，我共设计五个环节：1、图片导入，创
设情境2分钟；2、初读全词，整体感知8分钟；3、把握意象，
品读鉴赏20分钟；4、知人论世，美读涵咏10分钟；5、拓展
延伸，熟读成诵5分钟。具体说明如下：

环节一：图片导入，创设情境

出示与“离别”相关的诗歌图片，让学生吟诵出与图片相契
合的诗句。相关图片有《荆轲刺秦王》、《别董大》、《送
元二使安西》、《赠汪伦》。比如，《赠汪伦》这首诗，学



生会吟诵出“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这样的设计意图是让学生回忆积累过的诗句，既能温故，又
能检测学生的诗情，还能创设情境，将学生引入一个离愁别
绪的氛围中，到达一石三鸟的效果。

环节二：初读全词，整体感知

首先，学生自由读词并阅读注释，在课本上圈点勾画，标注
字音，理解全词含义。

然后，随机选取一名学生诵读全词，其他同学纠正字音。

之后，我提出一个主问题：请同学们找到能够直接体现本词
情感的句子。

设计意图是，让学生整体感知，把握全词的情感基调。同时，
这也是学校“问题引领”教学模式的实践。

顺势进入下一个环节，把握意象，品读鉴赏

握上，读出感情。比如这一句，语速放慢，语气低沉，并且
声断气不断，（师读）进一步让学生体会情感。

设计意图是1、经过主问题的引领，让学生自主学习交流。2、
在课堂展示中让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3、教师引导性的
语言能够让学生关注词眼、关注意象，进一步实现教学目标。

环节四：知人论世，美读涵咏

一代宗师钱穆老先生以往说过，“凡中国古代最高作品，即
是其作者之一部生活史，亦可谓一部作者之心灵史。此即作
者之最高人生艺术”，也就是说，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的同
时，也应关注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据此，我会提一个过渡
性的问题：本词作者“伤离别”，作者为什么非离别不可？



当学生思考仍不能解决的时候，我将引入关于柳永的生平经
历，让学生重点关注柳永的才气，由于狂放不羁导致屡试不
第，年近半百才进士及第，却只做了一个小官，这首词就是
写于他离开都城汴京南下讨生活的过程中。经过知人论世，
让学生进一步体会作者离去时的那种无奈，所以更增加了一
种凄冷之情。之后，我要求学生带着这样的一种理解去诵读
全词，注意要求读出无奈、伤痛、凄冷的感情。之后，我设
计了一个自主涵咏的环节：再读，感悟诗词的艺术魅力。让
学生自我说说喜欢哪一句，读一读，并阐述理由。

设计意图是诗人的身份、经历等背景能够帮忙学生理解诗人
抒发情感的深层原因。自主涵咏的环节，使学生唤醒了对于
离别的一种感悟，也就加深了对《雨霖铃》的感悟。

环节五：拓展延伸，熟读成诵

首先，引导学生回忆学过的李清照的《武陵春》，同为婉约
词，从景、言、情三个角度体会婉约词派的特点。进而引导
学生，婉约词应当婉约读。

所以，我设计了男女生分层朗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词中
跌宕起伏、婉约流转的情感在男女声交错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根据板书上的提示词，学生能够做到熟读成诵。

其设计意图是比较阅读能够使学生由一首词的特点总结出一
类词的特点，从而增强学生对诗词理解的深度，同时，一遍
遍诵读达成熟读成诵的目标。

在学习了《雨霖铃》这首词后，我布置的作业如下：

比较柳永的另一首词《八声甘州》，更加深入地理解柳永内
心的一种复杂的情感，在此基础上，写下你对柳永婉约词的
认识。



part7

说板书设计

最终是我的板书设计：我将分析到的意象、手法、情感先写
到黑板上，再用语文的感性和数学的理性相连，将景、实、
虚、情分别列于数学坐标轴的四个象限。最终把景和情相连、
实和虚相连，给学生直观的印象，加深对于“借景抒
情”、“虚实结合”手法的理解。

这样的板书设计紧扣教学资料，突出教学重点，具有高度的
概括性。

我的说课到此结束，衷心感激评委教师，也欢迎各位教师来
东营作客。多谢！

雨霖铃说课稿分钟篇三

这首词写的是才情卓著、但一生仕途坎坷不济的柳永离开都
城汴京（此刻河南开封）时与一位红颜知己缠绵悱恻的别离
情景。这首词是宋代婉约派的代表作品。按新教学大纲的要
求，高中语文阅读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鉴赏文学作品的本
事，提高他们的文学品位。

二、说教学目标

鉴于大纲的要求与教材的特点，设计了如下教学目标和教学
重难点：

1知识与本事：领会宋词婉约派的特点；

2过程与方法：学习鉴赏名句，初步掌握鉴赏古代诗词的方法。

理解《雨霖铃》的融情入景，情景交融的艺术特色。



3情感态度与：在朗读中体味《雨霖铃》的思想感情和凄清意
境；

其中2、3是教学重点，同时3又是是教学难点

三、说教法与学法

1、诵读法2、换字比较法3、运用多媒体课件辅助情景设置教
学

四说教学过程

（一）课前〈长亭外古道边〉歌曲铺垫

（二）导入：

（三）解题：

展示作者柳永的图片和文字简介。

作者柳永，北宋中期婉约派大词人，少年时热衷功名，但仕
途坎坷，官场失意，饱受白眼和打击。于是满腹怨恨，沉沦
飘泊，花前月下，生活放荡，结局悲惨。相传他死时穷困潦
倒，家无佘财，由一群妓女集资葬埋。他的词多写都市生活
和与歌妓的交往，风格哀怨缠绵，婉转含蓄。他仕途失意后，
不得不离开京都远行，不得不与心爱的情人分手，这双重的
痛苦交织在一齐，使他感到格外难以忍受，于是就写下了这
首凄楚哀婉的《雨霖铃》。

（四）朗诵诗文，初步感知

1听录音朗诵（问为何这样读？情感基调：悲戚低沉，婉约词
的特点）

2自由读



3选读，点评

（五）深入突破，感悟文本

怎样样更好地理解这首诗是我们能够真正读好诗的前提。

“一切景语皆情语”——王国维

1情语的句子

（1）“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

江淹〈别赋〉“黯然消魂者惟别而已矣”

“更哪堪”——衬托出自我离情比古人深。

（2）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执手：讨论“牵手”“吻别”——大胆直接，不舍

无语：“此时无声胜有声”——白居易“相顾无言，惟有泪
千行”——苏轼

小结：伤离别

2景语的句子（示例）

（1）秋风送凉，长亭分别，骤雨初歇”

1写了什么？——交代了时间，地点，天气。

那用叙述性的语气读？——景中含情

2意象理解？——带入了作者主观情感的物象。



凄切——全词基调寒蝉？晚：不仅仅写了时间，并且渲染了
不忍分离的气氛。

3意境：景+情+氛围

描述画面：

情感：不忍分别的悲凉

意境：凄苦

4读法：低沉伤郁（齐读）

（2）“千里相隔，乌云沉沉楚天暗”

1千里，阔——豪放派？

情感：忧伤

讨论：怎样样的忧伤？

a与爱人分手而造成的离愁

b此去前途未卜，前途渺茫的失意之愁

意境：苍茫厚重

3读法：不是雄壮，于凄切中有苍茫厚重之感（一男生读）

（3）芳草地，凄风冷雨

1此为乐景还是哀景

a良辰好景虚设



b晓风：深秋的晨风寒气逼人

折柳赠别的典故

2意境：凄美清丽

3读法：凄婉缠绵（一女生读）

3叫几个同学上来画？比较诗画——诗歌具有画面美，情感美，
想象美。诗歌纯意象叠加——诗歌具有跳跃性的特点。

小结：景是清秋景——伤离别。情景交融，融情入景。

（六）生读（背景音乐）——教师读

（七）背诵（小组比赛形式）

学习诗的方法小结：诵其音——咀其辞——品其情——陶其
境

（八）作业：背诵

雨霖铃说课稿分钟篇四

《雨霖铃》是高中语文必修四第二单元第一篇课文。本单元
的单元提示强调，词具有很强的节奏感和音乐性，欣赏时要
反复吟咏，体会其声律美；也要在理解作品内容的同时，运
用联想和想象，领悟其中情与景浑然交融的意境。

1、知识与能力：感知《雨霖铃》作品内容，体会词中凄凉清
丽的意境和浓重的离愁；

2、过程与方法：通过朗读，分析意象特点，把握情景交融、
虚实结合的写作手法；



3、情感态度价值观：培养学生健康积极的审美情趣。

重点：感受作者浓浓的离别之愁，掌握情景交融、虚实结合
的手法；

难点：理解、掌握情景交融、虚实结合的艺术手法。

1、诵读法；2、点拨法；3、探究法。

1、预习法；2、质疑法；合作探究法。

1、导入

南朝江淹曰：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自古以来，人们往往
“伤离别”，柳永作为宋朝大才子，整日混迹于烟花柳巷，
与红颜知己把酒言欢、吟诗诵赋。这首《雨霖铃》就是作者
离开都城汴京时写给曾经的红颜知己的用心之作。

2、文本学习

1、初读：学生自由朗读吟诵，注意字音、节奏、轻重、缓急、
感知韵律美。

读音：噎、

韵脚：切、歇，波、阔，别、节、年。

节奏舒缓，读出有情人离别时凝重氛围。

语调：“更与何人说”一句读出相聚后的独处之苦，余音绕
梁。

2、范朗读：听老师示范朗读，学生找出词中意象，说出这些
意象的特点。



意象：上阕有寒蝉、长亭、帐、兰舟，下阕有烟波、暮霭、
杨柳岸等。特点，都是引人伤感之物。

3、三读：展开想象，感悟由众多意向组成的意境美。

4、四读：品评诗句领悟表达美，具体方法是炼句。上阕选择
尾句“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下阕选
择“今宵酒醒何处，烟柳岸，晓风残月”，体会情景交融和
虚实结合的艺术手法。

上句：浩渺无涯的水波比喻长时间难以排解的.惆怅，傍晚浓
重的云雾暗示心情沉重压抑，空阔辽源的楚地天空说明愁绪
的无边无际。一切景语皆情语，情景交融，相得益彰。

下句：虚写别后境况，醉酒之后，看到的是美好的景
象——“杨柳岸”，杨柳婆娑，岸堤青翠，却偏偏在乍暖还
寒的小风中吹佛，在如勾的残月下映照，这是怎样的不和谐
的美景！惟其如此，才能写出主人公的相期之愿和重聚之难。
因上阕主要是实写，下阕，尤其是这一句属虚写，虚实结合，
诗意饱满。

5、背诵。

3、探究：唐朝诗人李华的《春行即兴》如何体现情景交融的
艺术手法。

附：《春行即兴》

宜阳城下草萋萋，涧水东流复向西。

芳树无人花自落，春山一路鸟空啼。

4、拓展：情景交融类试题的答题技巧，写了什么景，抒了什
么情，点名手法，说出效果。



5、作业：就本首词写一段300字左右的赏析文字。

板书设计：板书体现了一节课的重要内容或知识框架。

雨霖铃说课稿分钟篇五

各位评委老师：

大家好！

我今天说课的题目是高中语文必修四第二单元的《雨霖铃》。
下面我从教材分析、学情介绍、教学方法、学习方法、教学
过程五个部分来进行说明。

（一）单元教学目标

必修四第二单元编选的是宋词，在人教版五个必修模块中，
这是唯一的宋词单元。本单元选取的是四位著名词人的作品。
四人中苏轼和辛弃疾是北宋和南宋的豪放派代表，而柳永和
李清照是婉约派的代表人物，其中柳永是北宋第一个专力写
词的文人，李清照是宋代最杰出的女词人，四人在词坛上都
占有一席之地。教材编者可谓用心良苦，编选四人各富代表
性的词来学习，通过比较，使学生了解完全不同的两种词风，
进一步体会四位词人不同的创作风格。

本单元教学课上努力做到学生、教师、编者和文本之间的平
等对话与交流，在学生理解词的内容后，教给鉴赏词的方法。
通过鉴赏，体味词中表达的情感，分析作者是如何传情达意
的，进一步了解词的特点和写法（情景交融、点染、白描、
叠字等），让学生在学习后对词的鉴赏建立一个初步的感性
的理解。

因为必修五模块已没有古典诗词的学习内容，所以本单元的
学习还应引导学生对鉴赏古典诗词的一般方法进行总结，为



以后进行诗歌与散文系列模块的选修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课文特点

这首词是宋代婉约派的代表作。这首词写的是才情卓著、但
一生仕途坎坷不济的柳永离开都城汴京（现在河南开封）时
与一位红颜知己缠绵悱恻的别离情景。以“离情”为线索，
用白描、铺叙、点染的手法，细致地描写了情人话别时留恋
难舍的情景，反映了作者仕途失意的郁闷心情，景中见情，
以情带景，是柳永的代表作。其中的“杨柳岸晓风残月”被
誉为千古名句。

《教学大纲》要求“培养学生初步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能
感受形象，品味语言，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和思考，受到感染
和启迪”。根据教材特点及《大纲》要求，确立教学目标如
下：

知识目标：1、了解婉约派的主要特征；2、了解柳永及“雨
霖铃”词牌。

能力目标：1、初步掌握鉴赏词的基本步骤和方法；2、理
解“景中见情、缘情设景”的艺术特色；3、理解虚实结合的
艺术表现手法。

情感目标：培养对古典诗词的热爱及纯正的文学趣味。

教学重点为：1、“景中见情、缘情设景”的艺术特色；2、
理解虚实结合的`艺术表现手法。

教学难点为：名句的鉴赏方法。

本课的教学对象是高一年级的学生，对词这种体裁并不算陌
生。在初中时已有接触，必修一学过毛泽东的《沁园春·长
沙》，感受了词的语言美、意境美，但只停留在较浅的层面



上，他们的思维能力和审美能力还有待提高，所以教师要引
导学生进入特定的审美意境，培养学生的鉴赏能力。

孔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教师应善于启发，相机
诱导，教学才能获得成功。现代教育理论认为“学生是主体，
教师是主导。”教学本身就是教师与学生的双边活动。据此
采取以下教学方法：

启发诱导式教学法；2、学生讨论与教师点拨相结合的方法。

叶圣陶说：“‘讲’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讲’，‘教’都
是为了达到用不着‘教’。”教学活动中，教师既要“授之
于鱼”，更要“授之于渔”。据此，学习这篇课文，教会学
生1种学习方法：学习名句鉴赏法——易词造意法。

此外还灵活运用提问法、讨论法、练习法和板书图示法。

整体把握察内容，再现意境体诗情，易词造意赏名句，熟读
背诵多识记。

（一）、导入语

（二）、介绍柳永及写作背景

作者柳永才情卓著，但一生仕途坎坷不济，早年屡试不第，
生活穷困潦倒，处世抱着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更多的时日
跟歌伎们一起，过着浪荡自由、浅斟低唱的生活。他深深了
解这些歌伎们的生活，深切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在他的作
品中，很多是反映同他们在一起的悲欢离合。《雨霖铃》便
是其中为世人传诵的一首。这首词写的是他离开都城汴京城
（现在河南开封）时与一位红颜知己缠绵悱恻、哀婉动人的
别离情景。

（三）、朗读课文：整体感知词的内容和感情



1.播放配乐朗读磁带。

2.诵读点评。

3.学生放声朗读，自行品味。要求：读准字音，熟悉内容，
把握感情，注意语调、节奏，熟读成诵。

4.指名诵读，感受本词的情感氛围。

（四）、探究赏析

教师点拨名句，深化学生理解：（视学生掌握情况决定详略
分析）

例一：“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

寒蝉凄凉急促第叫着，面对着长亭，正是傍晚的时候，急雨
刚刚停歇。

例二：“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问1、情人的离别，照我们当下的情形，一般采取怎样的方式？
为什么作者在这里用“执手”？为什么不用“吻别”“拥
别”“话别”或是“挥手告别”甚至是“挥着手绢”等方式。

学生可能只会注意到作者当时没有现在开放，不可能“吻
别”“拥别”。但这种理解是浅层次的，教师要诱导从中华
民族的文化心理角度去理解，“执子之手，与君偕老”相当
于现代汉语中的“牵手”，此处“执手”一方面写出其“不
舍”，另一方面，“执手”这一动作大胆直接，充分体现了
柳词“俗”与“直”的一面。

此处用人物的动作表情来揭示内心活动，大胆率直，语言通
俗而感情深挚，形象逼真，如在目前。



例三：“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问1、将“去去”改为“此去”如何？

问2、“千里烟波”改为“千里波涛”如何？

问3、既然是“沉沉的暮霭”为什么“楚天”却会“阔”呢？
这不矛盾吗？

采用讨论的方式，可由学生先提出可供置换的意象或词语，
再进行比较，品评。

此词不是简单的写离情别意，而更多的渗透了作者的“前途
黯淡，归期渺茫，命运难测”的身世之感。这一点是学生最
容易忽视的。

学习下阕，重点鉴赏典型诗歌意象。

典型意象：酒、柳、风、月“今霄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
残月”

问1：明代词评家贺裳称，柳永此词中有一“千古俊句”，是
哪一句呢？

问3：改为“杨柳岸，凄风冷月”如何？

问4：改为“今霄梦醒何处”如何？

如学生有困难可稍作解释“名句”的特征，可用流行歌曲中
的名句类比。

此环节需要相机点拔，学生很有可能出现“有所感却说不
出”的情况。要通过诱导让其品出名句的魅力所在。

（五）、再次诵读本文，争取背诵



总结上下片各写了什么内容？各用了哪些意象？

明确：上片：离别情景，以实写为主；下片：想象别后情景，
以虚写为主。

建议由学生讨论，找意象。学生对意象的分析只要扣住主旨，
言之有理即可。对学生未分析的意象，教师可适当提示补充。

（六）、小结

人生无常，聚散不定，我们的生活总是充满了别离的苦痛。
长亭送别，执手相看，柴门扶杖，汽笛声催，生命总在演绎
着悲欢离合的故事，而当我们轻轻敲开古典诗词的门扉，不
经意间就会发现一个个凄婉缠绵的动人故事，今天我们一起
走进了柳永的词《雨霖铃》，感受作者了笔下哀婉动人的感
情，想必也会有某种特别的感受，写下来吧。

（七）、作业（任选一题）

1、将此词改写成现代诗。

2、比较《雨霖铃》与《念奴娇·赤壁怀古》，体会两首词的
不同风格。

3、描写“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场景，不少
于1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