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律长征教案设计 七律长征教案(通用6
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教案书
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这里我给
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七律长征教案设计篇一

1、认识“礴”等3个生字。会写“丸”等3个字。有感情地朗
读并背诵课文。

2、理解诗句意思，能联系重点词语体会诗歌的感情。

3、初步理解诗歌具有的艺术概括性和夸张手法的巧用。

1、课前利用各种途径搜集有关红军长征和毛泽东主席的相关
资料。

2、准备有关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巧渡泸定桥的录像。

3、准备“长征组歌”中的歌曲《七律·长征》。

第一课时

通过查找相关资料，初步感知诗歌内容

长征：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从江西、福建出发，于一九
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行程二万五千余里。

五岭：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或称南
岭，横亘在江西、湖南、两广之间。



逶迤：弯弯曲曲延续不绝的样子。

乌蒙：云贵间金沙江南岸的山脉。

走泥丸：《汉书?蒯通转》，“阪上走丸”，从斜坡滚下泥丸，
形容跳动之快。

铁索：大渡河上泸定桥，它是用十三根铁索组成的桥。

岷山：在四川和甘肃边界，海拔四千米左右。一九三五年九
月红军长征经此。

诵读品悟，领略诗境

1、听一听《长征组歌》中的段落，谈一谈你所了解的长征。

2、自由朗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

初步渗透与本诗歌相关的'知识

指导朗读：从节奏、重音、韵脚、感情几方面考虑：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练习有感情地朗读背诵。

播放长征歌曲，以唱配诵，以唱带诵讨论在现在的日常生活
中，我们如何学习和发扬长征精神，磨炼意志,培养乐观向上
的情感态度。

七律长征教案设计篇二

一、教学目标：

1、学习红军长征中的英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2、理解关键词的含义及其饱含的感情。

3、了解毛主席诗词的创作风格：艺术的概括和夸张。

二、教学设想

1、预习要求：

学生对长征的有关知识缺乏了解，课前布置学生查找有关资
料，了解长征的相关知识，上课时讲述你所了解的长征。

2、教法、学法：

教师组织指导，学生进行自主、合作、探究。

3、课时安排：一课时

4、教具准备：投影仪、录音机。

三、教学过程



（一）、导入

1、由学生讲述自己所了解的长征。

2、教师介绍此诗的写作背景。

（二）、整体感知课文

1、播放朗读录音。

2、学生听后自由朗读，体会诗意。

（合作学习：1、正音。2、借助工具书以页下注合作弄懂课
文意思。）

3、学生齐读课文。

4、指导朗读，从节奏、重音、韵脚、感情几方面读出诗中表
现出来的红军的英雄气概和乐观精神。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三）品味诗中画面

1、创设问题情景：

(请学生在书上自主圈点勾画，然后合作交流，引导学生理解
诗歌运用艺术夸张手法突出红军的乐观主义精神。)



2、创设问题情景：

，说说为什么喜欢？

（学生思考，小组合作，教师组织交流评价）

3、红军长征途中历经千难万险，而诗中为何只描写了这几幅
画面？

（引导学生理解诗歌高度的艺术概括性。）

（四）播放长征歌曲，以唱带诵。

（五）作业

1、背诵并用规范的正楷钢笔字抄写这首诗。

2、课后探究：

“大渡桥横铁索寒”一句中的“寒”字寓意深刻，给人多样
化的理解，你对此字有何见解？

板书设计：

七律长征

远征难：只等闲：

逶迤、磅礴细浪、泥丸（夸张）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水拍云崖、铁索寒和乐观主义精神

千里雪更喜、尽开



七律长征教案设计篇三

各位评委：

我说课的内容是《七律长征》，下面我将从教材分析、教法
分析、及教学过程等三个方面进行说课。

人教版小学语文五年级上册第八单元以“走近毛泽东”为专
题，共编排了4篇课文，《七律长征》是第一篇。这首诗歌，
深刻表现了毛泽东的艺术风格和高昂气概，堪称中国革命的
不朽史诗。尽管长征胜利已过去六十多年，但长征精神仍然
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闪烁着璀璨的光芒。教材选编这首
诗的目的有二，一是让学生通过对诗句的理解，感受中国工
农红军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战胜艰难险阻的大无
畏精神、英勇豪迈的气概和胜利后无比喜悦的心情，二是领
略毛泽东作为诗人的豪情和作为一代伟人的博大胸怀、高昂
气质。课标中对5、6年级诗歌阅读提出明确要求“阅读诗歌，
大体把握诗意，想像诗歌描述的情境，体会诗人的情感。受
到优秀作品的感染和激励，向往和追求美好的理想。”据此，
我将本课的教学目标确定如下：

1.认识“礴、丸、岷”等三个生字，会写“丸、崖、岷”等3
个生字。能正确读写“远征”等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理解诗意，感受毛泽东及其中国工农红军大无畏的革命精
神和英勇豪迈的气概。第三点同时也是本课的教学重点。对
于当代小学生来说，长征不过是一个遥远的故事，他们对红
军长征中英勇事迹缺乏切身感受，因此，我将本课的教学难
点定为理解第二、三句诗的意思并体会诗句所蕴含的思想感
情。

教学中我采用了课前搜集资料法，质疑问难法，合作交流法，



同时采用现代教学手段，配合板书与板画，并结合实际进行
拓展延伸，努力为学生营造一个开放而富有活力的学习氛围，
提供展示的机会，让学生体验到成功的喜悦。学生则根据课
文特点采用自主探究、合作交流、朗读感悟等方法展开学习。

上面说道，小学生对毛泽东和长征的了解不是很深。因此，
课前让学生通过收集资料增进对长征、对毛泽东的认识十分
有必要，而且这与课标中查找运用资料的要求是相符的。上
课伊始，我先播放长征这首歌，让学生的情绪调动起来。然
后，让学生说一说自己了解到的长征中的故事，在学生说出
几个故事之后，教师顺势接过话题：同学们刚才讲的都是长
征中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今天，我们再来学习一篇用诗歌
这种形式来表现长征的课文。它的作者是谁，你了解他吗?引
导学生读诗，交流对毛泽东的了解、对七言律诗特点的了解，
同时提出读不懂或有疑问的地方。这一环节学生围绕课文交
流资料，既分享收获的喜悦，又有利于教师了解学生学习的
真实起点，以便对后面的教学进行有效的调控。

2.细读诗歌，理解意思。弄清每句诗的意思时，引导学生结
合资料(如文字、图片、影视资料)，深刻体会红军长征途中的
“难”以及红军战士的“不怕难”，紧扣中心句“红军不怕
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体会。、，不孤立地就字就词分
析讲解。同时指导学生有感情的朗读每一句。在这里重点理解
“只等闲、腾细浪、走泥丸、云崖暖、铁索寒”等词语，例
如，在理解难点句子“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时，我利用图片、板画等直观的方式帮助学生理解五岭山脉
连绵起伏，乌蒙山气势雄伟。接着出示练习题“五岭逶迤腾
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让学生说说前半句把什么比作什
么，后半句把什么比作什么，通过小练习，体会比喻的精妙，
想象的奇特，进一步体会红军长征的“难”以及红军战
士“不怕难”的乐观精神。

体会诗歌情感是本课教学的重点。此环节我主要引导学生通
过三种方式进行体会：一是，假设自己就是一名红军战士，



把心放在情境中，设身处地去联想，自己会遇到哪些艰难险
阻，又是如何对待的?二是抓住“暖”“寒”等关键词句进行
体会。三是通过反复的诵读去感受诗歌中所表达的情怀。我
首先播放歌曲《长征》，创设情境，让学生展开想象，红军
在长征中遇到不仅是自然环境之难，还有敌军的围追堵截之
难，更有党中央内部分裂之难，真是难上加难!“而不怕远征
难”又是何等的英雄气概!在理解难点句“金沙水拍云崖暖”
时，我讲解红军将士不费一兵一卒巧渡金沙江的故事，学生
很容易体会到一个“暖”字将红军战士的喜悦心情表现得淋
漓尽致;学习“大渡桥横铁索寒”播放红军飞夺泸定桥视频，
让学生直接感受战斗场面的激烈与悲壮，从而领悟“寒”字
所包含的种种感情。此处教师不着一字而境界全出。

表现出红军的“不怕难”。第五行要读出红军的欢快心情，
第六行读时语气要低沉一些，以表达对牺牲战士的沉痛缅怀
之情。最后两行应读出欢欣鼓舞的语气，因为红军历经千辛
万苦终于翻过了终年积雪的岷山，“更喜”二字既是红军现
时心情的写照，也是红军对革命征途的展望。

在学生深入体会诗歌情感之后，我及时出示1935年10月7日，
毛泽东和红军将士登上万里长征最后一座主峰——六盘山主
峰，写下的另一首词《清平乐.六盘山》(出示)“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
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引导学
生课外诵读，将语文学习由课堂之内延伸到课堂之外。一方
面进一步体会红军战士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和毛泽东诗词斗
志高昂的风格，另一方面进行诗词积累，提升学生的人文素
养及语文素养。

，“板书是浓缩的教案”，在这份板书中，将诗中关键词语
列出，简洁明了，同时将远征之难同红军战士不怕难形成鲜
明对比，对学生理解诗歌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

我的说课内容结束，谢谢大家。



七律长征教案设计篇四

一、教材解读：

七言律诗的简称。七律是律诗的一种，每篇一般为八句，每
句七个字；偶句末一字押平声韵，首句末字可押可不押，必
须一韵到底；句内和句间要讲平仄，中间四句按常规要用对
仗。八句分为首联、颔联、颈联、足联。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为粉碎国民党*的围剿，保存自己
的实力，也为了北上抗日，挽救民族危亡，从江西瑞金出发，
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路上，红军战士击溃
了敌军无数次围追堵截，他们跋山涉水，翻过连绵起伏的五
岭，突破了乌江天险，四渡赤水，越过乌蒙山，巧渡金沙江，
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最后翻过岷山，历经福建、
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甘肃、
陕西等十一省，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总行程二万余里。

作为红军的领导人，毛泽东在经受了无数次考验后，如今，
曙光在前，胜利在望，他心潮澎湃，满怀豪情地写下了这首
壮丽的诗篇。

万里长征是人类历空前的伟大壮举，《七律.长征》是诗歌创
作不朽的杰作。 56个字，负载着长征路上的千种艰难险阻，
饱含这中国共产党的万般豪情壮志。它是中国革命的壮烈史
诗，也是中国诗歌宝库中的灿烂明珠。无论对革命史而言，
抑或对诗歌史而论，它都是里程碑之作。

二、教学目标：

1、了解这首诗的写作背景。

2、理解诗句中的词语的意思，了解每一句诗描绘的情景。在
了解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地基础上，理解诗句地意思。体会



诗句所表达地情感。

3、能按诗句的停顿有感情地朗读全诗，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
课文背诵课文。三、教学重难点：

1、理解诗句中的重点词语的意思，再理解诗句的意思，体会
红军在长征中所表现出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
神。

2、能初步按照诗句的停顿读诗。

四、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

五、总课时：二课时

第一课时

一、教学内容：

初读课文

二、教学目标：

1、了解有关长征的历史背景，了解长征的大致情况。

2、初读课文，初步感知七律的一些特点，初步感知全诗所表
达的意思。能比较流利有感情的有节奏地朗读课文。

3、学习掌握课文中出现的生字词语。

三、教学过程：

（一）解题。

1、出示课题，读题。



2、解题：

（见“关于长征”）

（二）初读课文

学生自读课文，要求：

1、把课文中的生字画出来，把字音读准确。把诗句读通顺，
读流畅。

2、边读边想，你有什么不理解的地方，把问题写在边上，准
备交流。

（三）检查初读情况。

1、指名朗读课文，相机进行生字教学，指导学社那工读准字
音。

2、师：你知道什么是“七律”吗？（生交流）

师介绍这首诗的体裁：这是一首七律，也就是七言诗。所谓
的七言诗就是七言八句。言，就是字，每行有七个字，一共
有八句话。就是七律。七律诗中间四句两两相对应，而且朗
读的时候还有和谐的韵律与鲜明的节奏。

听老师范读课文。（或者课文朗读录音）

3、指导朗读：

出示下文，提示学生诗句停顿节奏。

七律 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学生按节奏试读，反复地读，达到能读上口，会停顿的程度。

（四）读诗句、学生质疑，解释诗句中一些难懂的词。

1、读每一句诗，先理解句中词语的意思。

（远征：指二万五千里长征。

万水千山：“万和”、“千”都不是实数，而是说无数的山、
无数的水，实指在长征中遇到的无数艰难困苦。

等闲：平平常常的意思。

五岭：指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在江
西、湖南、广东、广西四省边境。

逶迤：弯弯曲曲连绵不绝的样子。细浪：翻着浪花的细流。

乌蒙：即乌蒙山，在云南、贵州两省之间。

磅礴：气势雄伟。

泥丸：泥团子，小泥球。

云崖：高耸入云的山崖。

铁索：指大渡河上的泸定桥，红军过桥时桥上只剩下13根铁
索。



岷山：在四川省北部，绵延四川、甘肃两省边境，海拔4000
米左右，终年积雪。

三军：古时军队曾有分中、上、下或中、左、右三军的，以
后泛指整个军队。诗句中指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
也就是整个红军。

尽开颜：全都喜笑颜开。）

2、再读诗句，同组的同学相互说说诗句的意思。

（五）作业。

1、有感情地朗读这首诗。

2、抄写词语句子。

第二课时

一、教学内容：

精读课文

二、教学目标：

1、读懂全文，体会中国工农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战胜种
种艰难险阻所表现出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体会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会背诵。

三、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读，巩固已知



1、指名朗读课文。

2、说说“七律”代表什么？“长征”是怎么一回事？

二、细读鉴赏，领略诗境

（交流：跨越五岭、翻过乌蒙、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
喜过雪山）

2、在这几幅图中，你最欣赏的是哪一幅图？读读说说自己欣
赏的“图画”；还可以结合自己收集的课外资料讲一讲自己
欣赏的理由。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五岭山脉那样高低
起伏，绵延不绝，在红军眼里不过是翻腾着的细小波浪；乌
蒙山那样高大雄伟，气势磅礴，在红军看来，不过像泥丸一
样在脚下滚过去。

我们仿佛看到：……

（生交流感受）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金沙江两岸是悬崖
峭壁，水流很急，激流拍岸，给人以暖的感觉；大渡河上的
泸定桥上的铁索悬挂在水流湍急的江面上，使人有寒气逼人
的感觉。

读着这诗句，我们的眼前仿佛浮现出这样的画面……

（生练习把自己的感受表达出来。）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翻越大雪山，带给红军的又是什么呢？



（更让红军战士欣喜的是千里岷山、皑皑白雪，红军过了岷
山，心情豁然开朗，个个笑逐颜开，表现了红军历尽艰难险
阻，取得长征胜利的喜悦心情。）

克服了重重困难，胜利就在眼前，这一切怎么不令红军欣喜
若狂、兴奋不已呢？让我们把红军的这种胜利之喜、这种万
丈豪情通过声音读出来吧！

4、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遇到的就是这些困难吗？你还知道
什么？

（红军国草地更是历尽艰险，九死一生；还有敌人的围追堵
截）

红军战士不害怕在长征中遇到的无数艰难困苦，这些艰难困
苦在红军眼里被看作是平平常常的事。

朗读，把“只等闲”的那种豪迈气概读出来。

三、小结：

1、红军长征，历时一年，行程二万五千里，穿越千山万水，
历尽千难万险。然而毛主席只用了七言八句56个字，描绘了
战山斗水五幅“征战图”。这五个典型的画面，艺术地概括
了红军长征途中所有的艰难困苦。

2、谁能用自己的话练习说说这首诗的大意。

（这首诗的大意可以这样概括：红军不怕长征途中遇到的千
难万险，把跨越万水千山只当作平平常常的事。五岭山脉绵
延四省；乌蒙山气势雄伟，然而红军战士却把它们看成是微
波细浪和小小的泥丸。红军战士以喜悦的心情和旺盛的战斗
热情巧渡了水流湍急的金沙江；以大无畏的精神飞夺天险泸
定桥。红军在长征途中经历了无数次大小的战斗。当翻过岷



山，长征即将结束，回顾长征途中艰苦卓绝的斗争，展望无
限美好的革命前景，红军战士怎能不喜笑颜开呢？）

3、有感情地朗读这首诗，背诵这首诗。

四、作业。

1、有感情地朗读并背诵这首诗。

2、课后收集毛泽东主席的诗词，读一读，与同学交流一下，
感受其诗词的风格。

板书设计：

万水： 金沙江 大渡河

远征难 只等闲 革命英雄主义

总括 革命乐观主义

千山： 五岭 乌蒙 岷山

七律长征教案设计篇五

毛泽东主席写的长征，负载着长征路上的种种艰难险阻，饱
含中国共产党的万般豪情壮志。读者读了是否也这样认为呢?
下面是本站小编精心为你整理长征七律读后感，一起来看看。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一联是写山，也是
写红军对山的征服。五岭、乌蒙本是客观的存在物，但当它
进入诗人的视野，也就成了审美的对象。所以它不再是单纯
的山，而是被感情化了的对象。“逶迤”、“磅礴”极言山
之高大绵亘，这是红军也是诗人心中的山，极大和极小正是
诗人对山的感知，这里重在小而不在大，愈大则愈显红军长



征之难;愈则愈县红军之不怕。重在小也就突出了红军对困难
的蔑视。通过两组极大于极小的对立关系，诗人充分地表现
了红军的顽强豪迈的英雄气概。从艺术手法上说，这是夸张
和对比。写山是明线，写红军是暗线，动静结合，明暗结合，
反衬对比，十分巧妙。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一联是写水，也是
写红军对水的征服。红军渡过金沙江和大渡河在长征史上有
着重要的意义。金沙江宽阔而湍急，蒋介石梦想利用这一天
险围歼红军于川、滇、黔边境。1935年5月红军巧渡金沙江。
如果说巧渡金沙江是红军战略战术最富有智慧、最成功的一
次战斗，那么强渡大渡河则是红军表现最勇敢、最顽强的一
次战斗。大渡河的险恶也不亚于金沙江，且有敌人的重兵把
守，狡猾的敌人还拆掉河上泸定桥的木板，只留下十三根铁
索。但是英勇的红军硬是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闯过了大渡河，
粉碎了蒋介石企图使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的阴谋。所以这
两句所写的战斗都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五岭”“乌蒙”两
句通过红军的主观感受直接表现了红军的英雄气概，这两句
则是通过写景来记事，通过记事来表现红军的英雄事迹。

颈联中的“暖”和“寒”这一对反义词，是诗人精心设计的
两个感情穴位。“暖”字温馨喜悦，表现的是战胜困难的欢
快;“寒”字冷峻严酷，传递的是九死一生后的回味。两个形
容词是精神的巨变，又是感情的裂变，含不尽之意于其中，
显无穷之趣于其外，摇曳多姿，起伏跌宕，张驰有致。

足联“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是对首联的回
应。开端言“不怕”，结尾压“更喜”，强化了主题，升华
了诗旨。“更喜”承上文而来，也是对上文的感情收束。红
军过五岭、越乌蒙、度金沙、抢大渡，从敌人的重围中杀出
一条血路，自然令人欣喜。而现在，红军又翻岷山，进陕北，
胜利大会师已为时不远，战略大转移的目的已基本实现，与
前面的种种喜悦相比，它自然更胜一筹 。“尽开颜”写三军
的欢笑，这是最后胜利即将到来的欢笑，以此作结，遂使全



诗的乐观主义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兀现。

长征如此伟大复杂的题目，毛主席以一首短短的七律浓缩了
它的景观， 其中包括了多少惊险，多少曲折，多少悲壮，多
少感天地泣鬼神的故事。 诗人就长征的题材写过《忆秦
娥·娄山关》、《十六字令三首》、《念奴娇·昆仑》、
《清平乐·六盘山》，这些诗都是写一景一地，并以此来表
达心情， 着重在于侧写。而这首《长征》，从题目就可看出，
是写整个长征的经过与感受， 诗人从正面挺身而出，运酣畅
之笔朝四面八方抒写，景致转换向前， 一首八行七律担当了
二万五千里，担当了一个庞大的包罗万象的主题。

如今“长征”这个词语已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频频使用的一
个词语(含有丰富的引伸意义)，它是毛主席毕身提倡的一个
主题--继续革命的主题。 那就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要不停步，要前进，前进，更前进。 即便在邓小平时代改革
开放的草创时期， 就曾提出出自“长征”的一个口号:党中
央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全国青年争当“新长征的突击手”，
它的意义是重大的。 犹如诗人毛泽东在夺取江山后也说过类
似的话，万里长征只迈开了第一步， 同志们任重而道远。打
了江山还要建设江山，这些都真正形同长征。 而且在中国人
的传统文化中，长征也比喻一个人应一生奋斗，自强不息，
冲锋不止，直到生命的尽头。 再推而广之于全人类，任何一
个人的一生不正好就是各自的一场长征吗? 由此可以想见这
个词语的幅射面，及博大丰富的意义了。在我们中国更是如
此， 不仅有“新长征的突击手”， 还有任何新的领导人出
来都要提出新时期及新时期的任务，而新时期就意味着新长
征，新长征就是指新奋斗。

我在此仅举一真实的例子， 说明“长征”在我们生活中所形
成的一个新的文化语境的魅力。那是1988年初春，我同重庆
的一个好朋友李光来往密切，据他说，他的父亲是杨尚昆过
世的夫人李伯钊的哥哥。 因此杨尚昆来重庆时(当时他任)，
李光作为亲威拜见了长辈。当他对我谈起此事时， 他说(形



象是坚定傲气的):“他们(指杨尚昆及老一辈革命家)是老红
军， 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而我们(指他自己)都正在经历
新长征，靠自己在新时期闯出一条路来。 ”的确李光当时正
轰轰烈烈地开办公司， 同时也是一个抒情的吉它手和艺术歌
曲的热爱者，他对美有一种感受和向往， 当他想把这种感受
与向往用文字表达出来的时候，不禁脱口说出了“我是新长
征的突击手”。

让我们再慢一点进入《七律·长征》这首诗具体的美境吧，
让我们重温一遍诗人自己对长征之美的解释:“长征是历史纪
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 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
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 历史上曾经有过我
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
察轰炸， 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
难险阻， 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
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
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
汉， 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
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
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 只有红军的道
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 那么广大的民众怎
么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
又是播种机。 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
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 长征是以我们
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引自毛泽东的《论反
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

这首诗首联是全诗的统领，一开场就道出红军不怕艰难， 视
万水千山的漫漫征途为小事一桩。在此不仅写了红军不惧自
然界的困难， 也明显地暗示了围追堵截的敌军更不值一提，
对于红军来说，他们只是等闲之辈，不堪一击。

接着颔联、 颈联四句从首联所营造的浩大的外在与内在的空
间中脱颖而至，进入具象的细部勾勒，诗人从容地告诉我们



到底什么是“万水千山”。 诗人开始习惯自然地运用他精湛
的典型毛氏诗艺的剑法， 优美而具神奇效果的地理名称以及
动词。连继出现“五岭”、“乌蒙”、“金沙”、 “大渡
桥”这一连串的地理名词递进(毛诗特点，前面论及，此不赘
述)不仅是交待了故事的递进， 也交待了心理感受所引起的
层层情绪递进。艺术造型上也显得极为工整， 从山再到水。
是什么山呢?“逶迤”、“磅礴”之崇山高岭， 但在诗人的
眼里却如小小细浪以及小小的泥丸，不足挂齿也， 其实质是
艺术地再现了红军不屑于万般艰难险阻，视之为小事。这个
再现的艺术过程中通过行云流水般的对比及夸张来达成的，
得来并不费功夫，全仗经年历月的生活观察及艺术修养。那
么又是什么水呢? 金沙江水拍打温暖的悬崖，意境美妙绝伦，
风景本身就如诗如画， 作者在此没有正面描写巧渡金沙江的
战斗，因当时情况亦是紧急的。1935年5月3日， 中央红军干
部团在后有强大敌军的追击下在云南禄功绞车渡，仅用七只
小船， 经过九天九夜偷渡过了金沙江，全歼对岸守敌，甩掉
了追兵，突破了重围。 对于这次如此惊险的胜利，诗人运用
象征主义的通感艺术手法把严酷的战斗隐了下去， 却把寒冷
的江水写得温暖如春，它正怀以从容不迫的欣喜之气缓缓拍
打着夹江的悬崖， 诗人得以在江畔流露出胜利的宛若春水般
的欢悦。 紧接着是冰冷的铁索桥横跨在大渡河上。红军抢夺
泸定桥是长征中最英勇、最不可思议的激战， 虽不是大规模
的人海战，却是显现单独个人的天才精兵之战，铁血亡命之
战，旋风般的理想之战， 真正堪称红军之鹰飞过了泸定桥。
那时，红军刚过了金沙江， “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击的
圈子，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刘伯承《回顾
长征》)。随即而至的强渡大渡河谈何容易。 连太平天国时
的一代名将石达开也身败于大渡河，竟是英雄末路，可悲可
叹。但红军在大诗人毛泽东的率领下， 一举冲桥成功，那就
是我们从小耳熟能详的十八勇士全身武装，攀踏着悬空的寒
冷铁索， 拿了敌人的桥头堡。后继部队才得以跟进踏桥过了
大渡河。 对于这一次惊天动地的恶战，诗人仅用“铁索寒”
三字便已使场面栩栩如生、英勇激烈了。 这二句中的
一“暖”一“寒”二字，含有不尽之意味，张弛奔竞，起落



生姿， 不露拔工而又有天然之光辉。

最后二行(即尾联)，诗人终于发出出自肺腑的赢得长征胜利
后的喜悦之情，二万五千里转战的目的地已经到达，三军大
会师近在眼前， 全军上下都在喜笑颜开。按毛主席1958年12
月21日的批注:“三军:红军一方面军、二方面军、 四方面军。
不是海陆空三军，也不是晋国所说的上军、中军、下军的三
军。”

“更喜”二字用得好，有婉转回肠之意，喜上加喜之概;
“三军”用得妙，这个词语本来就是自然带有古汉语之美，
加上按前面毛主席自己的说法是指当时的红一、二、四方面
军，这古意盎然的“三军”又凭添了当代汉语之美， 岂不是
难能可贵，羚羊挂角获了一个双美!

《七律 长征》写于1935年10月，当时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越
过岷山，长征即将结束。回顾长征一年来红军所战胜的无数
艰难险阻，他满怀喜悦的战斗豪情，以极其轻松的笔调写下
了这首气壮山河的伟大诗篇。

首联是全诗的总纲，写得极有气势。它高度概括了红军在毛
泽东和党中央的统率下于整个长征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亘古
未有的英雄气概和百折不挠的勇毅精神。“远征难”三个字
总括了红军长征途中所遇到的一切困难。“远征”是写长征
行程之远，时月之长;“难”是写长征牺牲之大，经历之苦。
面对一切艰难困苦，红军回答的是“不怕”“只等闲”，这
充分显示出红军战士钢铁般的革命意志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也给全诗定下了轻松豪迈、气度不凡的基调。

颔联先具体写山，五岭“逶迤”形容其绵延不断。一
个“腾”字写出了它的奔腾之势，但它们在红军眼里只不过是
“细浪”“泥丸”，有意缩小人的视觉比例，正是为了反衬
红军，突出表现红军敢于藐视并战胜一切困难的高大形象和
精神伟力。



颈联是红军过金沙江和大渡河天险，诗人蔑视了这两处困难，
只用了“云崖暖”“铁索寒”写出了这两道天险抢渡成功，
其他都没有提及。何等轻松!

尾联是全诗的高潮，“更喜”两字，一方面表现了红军战士
在极其艰苦条件下的乐观精神，一方面表现了红军战士对美
好前途的向往和自信。诗人既不叹息过去的困难，当然也不
必写出后边的困难。

全诗首尾照应，在结构上十分完美。在开篇就定下了全诗的
基调:“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全诗高度概括，
为我们展示了五幅“征难图”:腾越五岭，疾跨乌蒙，巧渡金
沙江，飞夺泸定桥，喜踏岷山雪。它是诗人那巨人般的眼光、
伟大的襟怀、奇特的想像以及英雄的胆略和气魄的自然流露。

周美翀

七律长征教案设计篇六

通过课文的学习，让学生了解诗歌的基本特征，初步培养阅
读诗歌的能力，感受诗歌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体会感情丰富
的强烈特征。

《七律长征》是毛泽东同志为纪念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
征而作。作者以其军事家高瞻远瞩的眼光和诗人豪放热情的
气概，回顾了长征的艰难历程，讴歌了红军战士英雄无畏和
乐观精神，抒发了作者勇往直前，无往而不胜的豪迈情怀。

为了让学生更好的了解写作背景

一、首先介绍有关长征的资料，使学生对长征有一定的了解，
再通过课文中注释，从字里行间大致了解课文内容。



二、特别引导学生高声朗读课文，领会和表达诗人的思想感
情。诗歌是很讲究炼字炼句的具有音乐美的一种语言艺术。
因此，读诗对语言要进行咀嚼，反复地深入地体会每一个字、
每一个词、每一句话有所表现的丰富的内涵，还要通过吟诵，
体会诗的音韵美和节奏美，逐步培养欣赏和朗诵诗歌的能力。

三、诗人展开想象的翅膀采用比喻的手法，创造出新的艺术
境界，例如：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突出了乌
蒙山的高大险峻，可在红军战士眼中它们不过是细浪和泥丸
而已。本体喻体强烈反差，足见红军的顽强和乐观。在学习
课文时，把诗歌反映的具有高度集中性和跳跃性的生活内容，
人物形象通过想象加以充实，加以补充，使画面呈现在学生
面前，很好的理解课文内容。

通过这篇课文的学习，深刻体会到介绍背景、高声朗读、特
别是运用想象再现诗的意境，确实是学习诗歌的一种良好方
法。在以后的诗歌学习当中，将继续推广运用这些方法，使
同学们更好的掌握课文的思想内容。

《七律长征》教学反思

《七律长征》是毛泽东同志在红军长征胜利结束时写下的一
首诗。它是毛泽东为纪念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作。
作者以其军事家高瞻远瞩的眼光和诗人豪放热情的气概，回
顾了长征的艰难历程，讴歌了红军战士英雄无畏和乐观精神，
抒发了作者勇往直前的豪迈情怀。

教学时，为了让学生更好的了解诗歌的写作背景。我首先介
绍有关长征的资料，使学生对长征有一定的了解，再通过课
文中注释，从字里行间大致了解课文内容。

接着我引导学生朗读、背诵、默写课文，让学生了解诗句的
内容，体会诗句表达的思想感情。感受毛泽东及其中国工农
红军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英勇豪迈的气概。



教学时，我让学生深入学习诗中的比喻句。例如：五岭逶迤
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让学生说说句子把什么比作什么，
为什么这样比喻？通过讨论，学生均明白了这个诗句突出了
五岭、乌蒙山的高大险峻，可在红军战士眼中它们不过是细
浪和泥丸而已，说明红军藐视困难，把历经千山万水的艰难
困苦看作是平平常常的事。

教学完课文，我让学生高声朗读诗句，再现红军长征中的一
些重要战役。如：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过草地，爬雪
山等。通过想象加以充实，加以补充，使长征的一些画面呈
现在学生面前，学生很好地理解课文内容，感受诗歌所表达
的思想感情。

通过课文的学习，学生了解了诗歌的基本特征，初步培养阅
读诗歌的能力，体会诗歌表达的丰富的情感。

期待·感动·回味——《七律·长征》教学反思

期待

我校2008年全员性一轮听课评课活动已接近尾声，我被安排
在12月10日上午第一节课上公开课。在最后一个单元的课文
里，我选择了《七律·长征》这一课，因为我觉得毛主席写
的这首诗实在是太有气势了，我很喜欢。但全诗仅有五十六
个字，这么短短的一首诗，怎么才能教好来？我有些许担忧。
为此，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设计出了近五千字的详细教案，
还精心制作了课件，期待着这次教学能取得预想的效果。

感动

虽然我上课节奏很紧凑，很想一节课上完全诗，但因为我准
备的内容太多，其实是需要两课时才能上完的，所以，随着
下课铃响，只能无奈地结束在“铁索寒”那句。当我请孩子
们起立离开多媒体教室时，我看到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一



幕，他们竟然久久地坐在位子上，不肯离去……他们很投入，
还没有回过神来呢。他们围到了我身边，激动地谈着自己的
感受，最后竟不约而同地恳求我再带他们来多媒体教室上完
这首诗。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在第四
节课时，我又把他们带到了多媒体教室上完了这首诗。看到
他们全体起立背诵全诗时激情满怀、壮志凌云的样子；听到
有的孩子稚气地说：长大了我也去参军……我知道长征精神
已经深深震撼着他们幼小的心灵，《长征》这一课已经深深
烙印在他们心里，我百感交集，思绪万千。

回味

看着教案，回想这节课，我觉得能取得如此教学效果的原因
主要是：

1.资源整合 创设情境

我充分运用了多媒体进行教学，为学生创设了很好的教学情
境。

开课时，我播放了一段电视剧《长征》的片头给他们看，片
中雄浑的歌声，悲壮的画面，立刻把大家带到了那个激情燃
烧的岁月；在理解“铁索寒”那句时，我请他们观看了一段
电影《飞夺泸定桥》的片段，那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那浴
血攀链的红军勇士令孩子们揪心不已，有的孩子还流下了眼
泪，发言谈感受时都还在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还有那配合诗内容，随着或激昂或凝重的背景音乐展示的一
张张图片：金沙江、终年积雪的岷山……学生仿佛身临其境。

2.以读代讲 读中悟情

我注重了朗读指导，通过各种形式的读，将读的训练贯穿于
始终，使学生由读生情。



开课不久，我声情并茂地朗诵了全诗，用激情感染学生，博
得了他们热烈的掌声；指导他们读诗时，我引导他们发现七
律的押韵规律后，就一句一句地带他们读；学习“金沙水拍
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一句时，我进行了引读、分男
女读、齐读等，快结束本课的学习时，还请他们在音乐声中
一起起立背诵……朗朗的读书声，不绝于耳，学生在读中感
受诗人的情怀，领悟长征精神的深刻内涵，感情不断升华。

3.利用资料 巧解难点

回味着这节课，欣慰之余也生几许遗憾，我想如果以后有机
会再上这课，我一定会修改一些环节，努力压缩，让精华凝
缩在四十分钟里，仅用一课时，使这首诗的教学一气呵成，
呈现出更加完美的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