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卜算子咏梅教案一等奖 卜算子咏
梅教案(通用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教案
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教
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卜算子咏梅教案一等奖篇一

1卜算子咏梅

教学目标：

1．学会生字，能正确读写“卜算子”等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并默写课文。

3．了解词的大意，感悟毛泽东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谦逊的
作风。

教学重点：

了解词的大意，感悟毛泽东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谦逊的作
风。

教学难点：

理解由于毛泽东和陆游所处的时代不同，性格不同，经历不
同，审美情趣不同，所以词的思想内涵具有的明显的不同。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过程教师活动学生活动说明时间

导入同学们好！电视前的同学们，大家好！1，大家还记得我
们学过的七律《长征》吗？它的作者是谁？你们谁能把这首
诗背给同学们听？2．今天，我们要学习毛主席的一首词《卜
算子咏梅》。（板书课题）3．关于词，你们都知道哪些知识？
对，卜算子就是一个词牌的名称。生背《长征》学生简介词、
词牌。

理解词意1．我们再来读一读这首词，反复读几遍，把它读熟
练。电视前的同学可以先自己读，再和旁边的同学互相读一
读。然后在小组里交流一下这首词的意思。学生读词，交流
词意。

小结这节课我们初步了解了词的意思。那么词的题目是“咏
梅”，这首词赞美了梅花的什么品格呢？下节课我们继续学
习这首词，品味这首词表达的情感。同学们再见！

第二课时

过程教师活动学生活动说明时间

导入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第一课《卜算子咏梅》。谁愿意先
来读一读这首词。

练习背诵同学们，你们能不能试着把这首词背下来？老师还
给同学们播放这首乐曲，大家试着自己背一背，然后和旁边
的同学互相检查背诵的情况。学生练习背诵。

作业同学们回去后，在笔记本上自己默写这首词。喜欢陆游
这首词的同学可以自己读读，试着背一背。好，下节课再见！

1卜算子咏梅由本站会员分享，,请注明出处!



卜算子咏梅教案一等奖篇二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译文】

驿亭之外，靠近断桥的旁边，孤单寂寞地绽开了花，却无人
作主。每当日色西沉的时候，总要在内心泛起孤独的烦愁，
特别是刮风下雨。

不想费尽心思去争芳斗春，一意听凭百花去嫉妒。零落凋残
变成泥又碾为灰尘，只有芳香依然如故。

【赏析】

这首《卜算子》以“咏梅”为题，这正和独爱莲之出淤泥而
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濂溪先生(周敦颐)以莲花自喻一样，
作者亦是以梅花自喻。陆游一生力主抗金，却履遭群小的嫉
妒诽谤和排斥打击，处地孤危，境遇苍凉。梅花在陆游的笔
下涵蕴着一个失意志士的秉性坚贞、矢志不渝。所以前人评
价其“末句想见劲节”，“沉沦不遇者，读之一叹”。

梅花如此清幽绝俗，出于众花之上，可是如今竟开在郊野的
驿站外面，破败不堪的“断桥”，自然是人迹罕至、寂寥荒
寒、梅花也就倍受冷落了。从这一句可知它既不是官府中的
梅，也不是名园中的梅，而是一株生长在荒僻郊外的“野
梅”。它既得不到应有的护理，更谈不上会有人来欣赏。随
着四季的代谢，它默默地开了，又默默地凋落了。它孑然一
身，四顾茫然——有谁肯一顾呢，它可是无主的梅呵。“寂
寞开无主”这一句，词人将自己的感情倾注在客观景物之中，
首句是景语，这句已是情语了。日落黄昏，暮色朦胧，这孑
然一身、无人过问的梅花，何以承受这凄凉呢?它只



有“愁”——而且是“独自愁”，这与上句的“寂寞”相呼
应。驿外断桥、暮色、黄昏，本已寂寞愁苦不堪，但更添凄
风冷雨，孤苦之情更深一层。“更著”这两个字力重千钧，
前三句似将梅花困苦处境描写已至其但二句“更著风和雨”
似一记重锤将前面的“极限”打得崩溃。这种愁苦仿佛无人
能承受，至此感情渲染已达高潮，然而尽管环境是如此冷峻，
它还是“开”了!它，“万树寒无色，南枝独有花”(道源);
它，“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杨维桢)。上阕
四句，只言梅花处境恶劣、于梅花只作一“开”字，但是其
倔强、顽强已不言自明。

上阕集中写了梅花的困难处境，它也的确还有“愁”。从艺
术手法说，写愁时作者没有用诗人、词人们那套惯用的比喻
手法，把愁写得象这象那，而是用环境、时光和自然现象来
烘托。况周颐说：“词有淡远取神，只描取景物，而神致自
在言外，此为高手。”(《蕙风词话》)就是说，词人描写这
么多“景物”，是为了获得梅花的“神致”;“深于言情者，
正在善于写景”(田同之《西圃词说》)。上阕四句可说
是“情景双绘”。让读者化一系列景物中感受到作者的特定
环境下的心绪——愁!也让读者逐渐踏入作者的心境。这着实、
妙!

下阕，托梅寄志。梅花，它开得最早。“万木冻欲折，孤根
暖独回”(齐已);“不知近水花先发，疑是经冬雪未消”(张
谓)。是它迎来了春天。但它却“无意苦争春”。春天，百花
怒放，争丽斗妍，而梅花却不去“苦争春”，凌寒先发，只
有迎春报春的赤诚。“苦”者，抵死、拼命、尽力也。从侧
面讽刺了群芳。梅花并非有意相争，即使“群芳”有“妒
心”，那也是它们自己的事情，就“一任”它们去嫉妒吧。
在这里，写物与写人，完全交织在一起了。草木无情，花开
花落，是自然现象。其中却暗含着作者的不幸遭遇揭露了苟
且偷安的那些人的无耻行径。说“争春”，是暗喻人
事;“妒”，则非草木所能有。这两句表现出陆游性格孤高，
决不与争宠邀媚、阿谀逢迎之徒为伍的品格和不畏谗毁、坚



贞自守的崚.傲骨。

最后几句，把梅花的“独标高格”，再推进一层：“零落成
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前句承上阕的寂寞无主、黄昏日
落、风雨交侵等凄惨境遇。这句七个字四次顿挫：“零落”，
不堪雨骤风狂的摧残，梅花纷纷凋落了，这是第一层。落花
委地，与泥水混杂，不辩何者是花，何者是泥了，这是第二
层。从“碾”字，显示出摧残者的无情，被摧残者的凄惨境
遇，这是第三层。结果呢，梅花被摧残、被践踏而化作灰尘
了。这是第四层。看，梅花的命运有多么悲惨，简直不堪入
目令人不敢去想像。读者在此时已融入了字里行间所透露出
的情感中。但作者的目的决不是单为写梅花的悲惨遭遇，引
起人们的同情;从写作手法上来说，仍是铺垫，是蓄势，是为
了把下句的词意推上最高峰。虽说梅花凋落了，被践踏成泥
土了，被碾成尘灰了，请看，“只有香如故”，它那“别有
韵致”的香味，却永远“如故”，仍然不屈服于寂寞无主、
风雨交侵的威胁，只是尽自己之能，一丝一毫也不会改变。
即使是凋落了，化为“尘”了，也要“香如故”。

末句具有扛鼎之力，它振起全篇，把前面梅花的不幸处境，
风雨侵凌，凋残零落，成泥作的凄凉、衰飒、悲戚，一股脑
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正是“末句想见劲节”(卓人月《词
统》)。而这“劲节”得以“想见”，正是由于此词十分成功
地运用比兴手法作者以梅花自喻，以梅花的自然代谢来形容
自己。此时，已将梅花人格化。“咏梅”，实为表白自己的
思想感情，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成为一首咏梅的
杰作。

【创作背景】

陆游一生酷爱梅花，将其作为一种精神的载体来倾情歌颂，
梅花在他的笔下成为一种坚贞不屈的形象的象征。

联系陆游的生平不难理解，词中的梅花正是作者自身的写照。



陆游的一生可谓充满坎坷。他出生于宋徽宗宣和七年(公
元1125年)，正值北宋摇摇欲坠、金人虎视耽耽之时。不久随
家人开始动荡不安的逃亡生涯，“儿时万死避胡兵”是当时
的写照，也使他在幼小的心灵深处埋下了爱国的种子。绍兴
二十三年(1153年)，陆游赴临安应进士考试，因其出色的才
华被取为第一，但因秦桧的孙子被排在陆游之后，触怒了秦
桧，第二年礼部考试时居然被黝免。秦桧黝免陆游的原因，
一方面是挟私报复，一方面也是因其“喜论恢复”，引起这
一投降派首脑的嫉恨。直到秦桧死后，陆游方开始步入仕途。
这之后，陆游的仕途也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几起几落。他曾
到过抗金前线，身着戎装投身火热的战斗生活，从而体会到了
“诗家三昧”。从此那壮怀激烈的战斗场面和收复失地的强
烈愿望成为其诗歌中最为动听的主旋律。然而南宋小朝廷偏
安一隅，对眼前的剩水残山颇为满足，并不真正想要恢复。
即使有时不得不作出些姿态，也是掩人耳目，心不在焉。因
此，陆游曾两次被罢官，力主用兵是最主要原因所在。尽管
陆游的爱国热情惨遭打击，但其爱国志向始终不渝。这在他
的诗歌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不难理解，其《卜算子·咏梅》
正是以梅寄志的代表，那“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的梅花，正是诗人一生对恶势力不懈的抗争精神和对理想坚
贞不渝的品格的形象写照。

【试题】

1、《卜算子·咏梅》一词分上下两阕，从内容上看，上阕写
梅花的处境，下阕写梅花的品质。

2、这首词虽在“咏梅”，可作者意在言外，如同周敦颐的
《爱莲说》一样，那么，作者的言外之意是什么呢?请回答。

【参考答案】

1、艰难、恶劣的处境(意思对即可)高洁坚贞的.品质(意思对
即可)



2、以梅花高洁品质来喻示自己孤傲、坚贞自守的品格。(意
思对即可)

卜算子咏梅教案一等奖篇三

教学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理解词作的内容；

2、理解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受到乐观主义教育。

重点难点：

通过比较，领略词作的意境，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教学思路：读梅----品梅----悟梅----比梅

课前播放视频《梅花》

一、导入：说说想到了什么用一个词、或一句诗句概括你对
梅的认识

（关于梅花的古诗文，学生说得出吗?）

二、读梅：

2、朗读，读出自己理解到的诗词的感情。

3、听读录音，听出自己的感悟。

疏通词的大意，疑难问题做出标记。合作交流对这首词意思
的理解

三、品梅



1、概括梅花的.形象，在括号里填上合适的词语：

这是------的梅花因为它-------（预设：坚忍不拔，对胜利
充满信心、谦逊无私、胸怀广阔，志向高远，乐观向上。

2、齐读这首词。

四、悟梅

谈一谈通过这首词,你领悟到了什么样的人生哲理?

五、比梅

1、“梅”是精神和品质的象征，在不同的年代，在不同的历
史背景下，人们赋予它不同的内涵，体现了人们不同的精神
追求。毛泽东为什么要写这首词？了解一下他写《卜算子咏
梅》背景：

再读陆游的《咏梅》。

陆游词写作背景

陆游是南宋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陆游生活在南宋的动荡时
期，他不肯与奸臣同流合污，因此一生仕途不得志，空有报
国的雄心却无处施展。坚持主张抗金。但他的北伐主张失败，
皇帝不信任他，投降派打击他，自己陷入孤立，感到悲凉寂
寞，因作此词。

3、这就是两位诗人当时写咏梅的背景。都是借梅花表达自己
的感情，但在风格上对比鲜明。诗言志，志，就是思想；诗，
是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的。对比同一事物不同的人。今天，
我们接触到了中国诗词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手法，那就是dd托
物言志。就是借助对一件是物的描写、歌咏来表现作者内心
的思想与情感。我们学过于谦的《石灰吟》、郑板桥《竹石》



等。

4、学用这种手法写一句话。

5、试背这首词

板书设计

卜算子。咏梅

毛泽东

托物言志

卜算子咏梅教案一等奖篇四

教学目标：

1．解释课题，介绍.写作背景。

2．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3．自学课文，质疑问难。

教学过程：

－、揭示课题

1．解题。

2．介绍.写作背景。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自由读课文。



2．指名读，纠正读音。

3．熟读课文，思考：词中写了梅花的什么特点？赞扬了梅花
怎样的品格？

三、自学课文

（鼓励学生借助工具书，理解字词的意思，不理解的地方可
作上记号，对重点词句的理解可以简单地作一下批注。）

1．个人自学。

2．小组内交流讨论。

3．质疑问难

（学生提出的问题有的可以通过学生之间的交流来解决，有
些带有共性的问题，教师进行归纳，待第二课时解决。）

四、布置作业

1．熟读课文。

2．读一读陆游的《咏梅》词。

3．自主探究疑难问题。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弄懂字词及重点句的含义，体会梅花的品格。

2．理解这首词的内容，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并默写课文。

4．感受梅花不畏严寒，在风雪中怒放之美。

5．想象词中描绘的“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的景象，
并用简笔画画下来。

教学过程：

－、导入

齐读这首词。

二、学习新课

1．出示学习目标。

2．小组讨论交流。

3．集体汇报，教师适时点拨。（重点体会梅花的品格。）

（1）“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句意：梅花在冰天雪地里，依然盛开着。赞颂了梅花傲霜斗
雪的坚强品格。

（2）“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句意：当山花漫山遍野盛开之时，梅花在百花丛中感到无比
自豪和幸福。赞颂了梅花谦逊的品格和宽广的胸怀。

4．指导感情朗读课文，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指导学生反复吟诵，读出词的韵律和节奏，从中感受作者
坚强的革命意志和谦逊的品格以及宽广的'革命胸怀。）



5．激发想像，画一画。

（鼓励学生展开想像的翅膀，把词中“已是悬崖百丈冰，犹
有花枝俏”描绘的景象画下来。）

6．背诵这首词。

（自由背、齐背、指名背。）

三、.总结、拓展

1．师生小结

毛主席的《咏梅》一词，用精炼的语言，向我们介绍了梅花
不畏严寒的特点，进而赞颂了梅花坚强、乐观的高尚品格，
表达了作者谦逊的品格和宽广的革命胸怀。

2．读写结合。

结合自己对这首词的理解，把它改写成一段话。

附：板书设计

卜算子

咏梅（毛泽东）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教案点评：

教学中放手让学生自学，通过朗读，讨论交流，教师适时点
拨，理解词句的含义，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课上引导学生



深入理解词的内容，在了解梅花特点，体会梅花品格的基础
上，领会作者的思想感情。课后鼓励学生读毛泽东主席的其
他诗词，背一背陆游的咏梅词，把课堂教学向课外延伸。

探究活动

1．读一读毛泽东的其它诗词。

2．读读背背陆游的《咏梅》词。

语文教案－卜算子·咏梅由本站会员分享，,转载请注明出
处!

卜算子咏梅教案一等奖篇五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辗作尘，只有香如
故。”

古往今来，有许多文人墨客赞赏过它。这就如同成功者与失
败者一样，当看到成功者的辉煌时，失败者会嫉妒，但倘若
他们真的平静地想想那些成功者，他们会发现成功者背后的
付出比他们多得多！所以，无论是梅亦或是那些成功者都一
定有比寻常花、寻常人更多的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