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天净沙·秋思教案 天净沙秋思教案
(优质8篇)

教案应该具有清晰明确的教学步骤和教学过程，便于教师的
指导和学生的理解。教案是教师在备课过程中，对课程目标、
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过程等进行详细规划的一种书面
材料。写一份较为完美的教案，首先需要明确教学目标，确
保教学内容符合学生的学习需求。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
一些六年级教学设计，希望对大家的教学有所启示和帮助。

天净沙·秋思教案篇一

1)运用想象和联想勾画这首小令的意境

2)掌握赏析古诗词的方法

3)学会品味语言

4)感悟对祖国对亲人深切感情

启发合作学习讨论展示

一、导入由元曲四大家导入课题(投影展示)

1、识记关于元曲四大家的文学常识

2、了解散曲的有关知识

3、关于这则小令的定评“秋思之祖”

二、老师范读课文要求学生把握字音及初步体味文章的感情
基调



(凄凉哀婉浓浓的归思)

三、学生以小组为单位互相朗诵这首小令并作出评论

四、小组选派朗诵最好的作展示大家做点评。老师总结

五、根据课文内容运用想象和联想，通过讨论和交流体会本
文所勾画的深秋意境。

1)枯藤：给人一种荒凉感。

2)老树主人公联想自己的人世沧桑，给人一种人生暮年的凄
凉感

3)昏鸦：黄昏归巢，增添凄惨之感。

(以哀景写哀，衬托凄凉无比)

4)小桥流水人家：走上弯弯小桥，看到流水潺潺，人家屋顶
炊烟袅袅，由幽雅、安宁、温暖之景，突然撩起主人公无尽
的归思之情，景触发游子的“愁”(以乐景写哀，反衬悲意更
浓-)。

5)瘦马：浪迹天涯之人的精神清瘦

夕阳：笼罩整个画面此为背景

6)断肠人在天涯：篇末点题。人在天涯和断肠的因果关系。
突出无以名状的浓重归思之情。

六、引导学生根据以上所讨论的结果，进一步展开想象和联
想，拿起手中笔，把这首小令改写为一篇融记叙、描写、议
论、抒情为一体的散文。

深秋的黄昏，一风尘仆仆的游子，骑着一匹极其消瘦的老马，



迎着阵阵冷飕飕的西风，在一条人迹罕至的山路上踽踽的.独
行。

他走过缠满枯藤的老树，看到即将归巢的幕鸦，在自己的头
顶和树梢之间盘旋，同时发出凄厉的叫声。

正在他为此而倍感凄凉之际，他走到了一座横架在溪流之上
的小桥之上。低头他看到流水清澈见底，偶有鱼儿嬉戏，发
出泠泠响声。此时他的心情似乎有片刻的愉悦，然而，当他
再次抬头看间溪旁的机会人家，已慢慢的升起了袅袅炊烟之
时，他顿时感到，自己还没找到投宿的地方，不禁再次悲从
中来肝肠寸断。此时太阳就要落山了，迎接他的将又是一个
慢慢的长夜。“日暮相关何处是?”至于文中的游子为何流落
至此，他究竟从哪里来?今晚当投宿谁家?明天又往哪里去?任
凭我们思想驰骋。

七、学生展示其作品大家评

八、小结

1、“秋思之祖-”--------元周德清

2、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诗品》

3、不是一览无遗，而是留有余味-------冯友兰

4、有意味的形式-------贝尔

5、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宋玉

天净沙·秋思教案篇二

教学目标：



1、了解诗歌有关知识。

2、品味语言，体味诗歌意境。

3、有感情地反复诵读并熟练地背诵。

4、领会诗歌中蕴含的节奏美，提高诗歌的鉴赏能力。教学重
难点：

品味语言，体会意境，领会诗人在诗歌中所表达的感情，诵
读并背诵。

教学方法：

诵读法、探究法、想像法。

学情分析：

我所任教的班级是一个成绩比较差的班级，学习诗歌，对他
们来说，也许除了朗读以外

可能就没有别的印象了。所以，在课前我让学生收集一些有
关乡愁的诗歌，教学中我尽量在教学中采用让学生朗读的方
式去领会这首小令跟我们呈现出来的节奏美，让学生还原诗
歌中的画面来领会诗中展现的图画美，领会诗人表现的游子
的思乡之情。

教学过程：

七百多年来，人们说起“乡愁”，就会想到这篇作品。因

为它极其出色地运用了景物烘托的写法，将抒怀主人公置于
特定氛围中，使主观意绪和客观环境达到了高度的统一。这
是一篇抒情作品，仅用28个字，就生坳地表现出一个长期漂
泊他乡的游子的悲哀。



“天净沙”是曲牌名，“秋思”是题目。元曲是我国古代诗
歌中的一种体裁，兴于元代，又称散曲。马致远，元代著名
散曲家，早年热衷于功名，却屡不得志，经历了漂泊生涯20
余载，本曲是这种漂泊生涯体验的结晶，是作者用血和泪写
成的，是元曲中的“绝唱”，元人誉之为“秋思之祖”。

1、师配乐范读

2、学生齐读

3、学生给诗歌划分节奏，注意重音：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
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4、学生配乐朗读

1、学生闭目，随着教师的描绘想像这幅画面，感悟内容，体
会思乡之情＿＿

一派清雅、安适的景象。这时太阳就要下同了，太阳也要回
家了还没有找到抽空的地方，迎接他的又将是一个漫漫难熬
的长夜。唉，自己有家难归，令人心碎肠断，更添悲愁。问
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2、学生交流自己想像的画面，及作者所表达的学生的思乡情。
学生根据作品提供的信息作笔画，加深思考。

3、四人为一组，讨论以下问题：

（1）这首小令前三句十八个字，写了哪九种景物？你认为这
样做有何好处？

（2）体会篇末所写的：“断肠人”应是怎样的人？



以上问题由学生讨论，师适当点拨，共同明确：

（1）这首小令共写了藤、书、鸦、桥、水、家、道、风、马
九种景物，一字一词，一字一景，真可谓“惜墨如金”，但
是凝练而并不简陋，九种景物名称之前分别冠以枯、老、昏、
小、流、人、古、西、瘦等表现各自特征的修饰语，使各个
景物都带上了鲜明的个性，又使本来互不相干的事物，在苍
凉的深秋暮色笼罩下，构成了一个统一体，简约之中见出深
细。

“秋思”的含义，至于游子为什么漂泊到这里？他究竟要到
哪里去？这些言外之意，尽可听凭读者去想象。

（3）这首小令旨在表达天涯沦落人的凄苦之情，但人的感情
是抽象的，难于表达，作者运用传统的寄情于物的写法，把
这种凄苦愁楚之情，刻画得淋漓尽致，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这些有形可
感的事情，具有明显的深秋色彩，与无形的抽象的凄苦之情，
有相通之处，用有形表现无形，使人感到具体生动。

4、齐声朗读并背诵诗歌。

让学生交流自己搜集的诗歌，可展开朗诵比赛，以提高朗读
水平。各小组展开竞赛，看谁背诵的诗歌多。

这首小令仅用28个字就是道德表现出一个长期漂泊他乡的游
子的悲哀，除了最后一句，全都是景语，而字字却是扣
着“情”来写，古人说：“凡景物，皆情语”，《天净沙?秋
思》堪称景中有情，情中有景，情景妙合无痕的杰作。人们
说起“乡愁”就会想到这篇作品。

展开想像，将《天净沙.秋思》改写成一篇散文。



天净沙·秋思教案篇三

1、能朗读、背诵《天净沙·秋思》

2、能了解元散曲中小令的特点

3、能理解《天净沙·秋思》所描写的意象和表达的思想感情

4、初步具有创造能力。

5、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感情。

1、朗读、背诵《天净沙·秋思》

2、理解《天净沙·秋思》所描写的意象和表达的思想感情

3、训练想象、联想，培养创造思维

1、以朗读训练为重点，体会寓情于景的写法。

2、通过合作学习与交流，形成良好的学风，学会学习。

3、训练想象、联想，培养创新意识和创造精神。

一课时

1、引入新课：（同学们：我们进中学以来初次学习古诗，很
高兴能成为大家的朋友，聚集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
古诗 ，请大家一起学习第三单元的第十五课《古诗十五首》。
从现在起，我们就是亲密的合作伙伴，愿我们合作愉快，合
作成功！朋友们，有信心吗？）我们的课就要开始了，请先
听一段音乐，放松放松。（放第一框听音乐）听了这段音乐，
有什么感受？这曲子是愉快的，还是悲伤的？（学生谈感受。
）引：你认为怎样的人可能有这样的心境？（失意的人，远



离家乡的游子，如马致远）对！真聪明！说到马致远，就说
到正题上去了。今天，我们要学习马致远作的曲《天净
沙·秋思》。

我们说说马致远，谁来？

马致远(1250？一1321？)：字千里，号东篱，大都(今北京
市)人，元代戏曲作家、散曲家。有“曲状元”之称。他的散
曲描写景物意境优美，语言凝炼，流畅自然。（放第2框）

师：我还知道，马致远年轻时热衷功名，但由于元统治者实
行民族高压政策，因而一直未能得志。他几乎一生都过着漂
泊无定的生活。他也因之而郁郁不志，困窘潦倒一生。于是
在羁旅途中，写下了《天净沙·秋思》，它的体裁的“曲”。

下面说说“曲”这种文体：

在中国古代文学长廊中，宋以前一直以诗最盛行，宋不仅继
承了唐朝的诗而形成了宋诗独具的特点，而又有词的兴起。
到了元代，另一新兴的体裁就是曲，曲大致分为两种，一是
剧曲，一是散曲。散曲没有动作、说白，包括散套和小令。
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就是有标题的小令。（放第3框）

2、理解这首小令的意思

（1）指导学生朗读。

古人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现在有专家说，读书是与作
家对话。总之，读书是走进作家的内心世界，让我们以朗读
来走进马致远，亲近这位名家，读懂这片漂泊羁旅的游子之
心。

下面请大家听一遍朗读，划出节奏。（放第4框）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
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要读出一气呵成、淋漓痛快的酣畅美和明快的节奏感。试一
试。最后一句是散句，要读得曲折跌宕，读出落拓无助的生
存境遇。试一试。再一起把整首小令朗读一遍。这样朗读我
们感受到了它整散相间，长短结合的形式美。

（2）感受它的意境美

师：下面我们感受它的意境美。提示：怎样的景、怎样的人？
怎样的情感？

有人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先请同学们散读一遍课
文，说说你头脑中有怎样的画面？请以“我仿佛看到
了……”为开头，说说诗句在你头脑中再现的画面。

如果学生有困难，举例：“枯藤”、单说“藤”的形态是多
样的，把它置于上下文中“枯藤”，形象就具体了，我仿佛
看到了枯萎的藤、颓废的藤、没落的藤、毫无生机的藤，于
是枯藤这一意象渲染出凄凉、萧杀的晚秋气氛。同学们可以
类推。

学生可能再现出的画面有：

几根枯树缠绕着一棵棵秃树，那凋零了的黄叶在萧萧的秋风
中瑟瑟的颤抖，黄昏的天空中点点寒鸦，声声哀鸣……一片
悲凉的秋景。

在作者的眼前呈现出一座小桥，桥下小溪潺潺的流水，不远
处还有升起袅袅炊烟的农家小院，那里有安居落业的人们。
在萧瑟的秋风中，在寂寞的古道上，饱尝艰辛的游子骑着一
匹瘦瘦的老马，在夕阳西沉的余辉中，向远方踽踽(j)而行。
喔，同学们描绘的就是一幅悲凉的秋景图。



师：请想想为什么会有这些画面？即画中有怎样的人，传达
出怎样的情感？

明确：人们常说，“所有景语皆情语”。因为“断肠人在天
涯”，在天涯的断肠人的精神家园已化作了一片荒芜，他眼
中的景自然是满目萧然。于是作者眼中的藤、树、马、水都
是萧条的、凄凉的、无助的，其实是人的落拓与哀愁的写照，
这是以景托情，融情于景。这景无疑传达出浪迹天涯的游子
思乡之情，这景与人，境与情，自然意象与社会境遇，和谐
的统一于这首小令中，充分的道出了游子羁旅之悲。请大家
齐声诵读，让我们将景语化为情语，体验体验游子的悲苦与
心酸。（朗读）

（3）拓展

引：感受了这首小令的意境，我们来运用运用。

a下面的诗句都是写秋的，请选出与《天净沙·秋思》意境不
相同的一项：（放第5框）

a沅江流不尽，屈子怨何深。日暮秋风起，萧萧枫树林。

b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
诗情到碧霄。

c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
钟声到客船。

b、选出画面的意境与《天净沙·秋思》相同的一幅：（展示
画面）（放第6框）

3、创造性阅读：

（1）点拨：美是具有启示性的。《天净沙·秋思》充满了空



白和不定点，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阅读想象空间，请听听朗
读，你能够想象和联想些什么？（放第7框）

（2）分组讨论，合作学习。我们分为六组，各选一个执笔，
中心发言人，选取以下的一个问题，研究学习，把结果写出
来。老师为你们提供了展示的平台。在这里，人人都是创造
者，大家要有充分的信心。

提示：可说说你最喜欢原作的哪一句，为什么？还可说说原
作结构、某种写作手法好在哪里？还可将原著改写成散文，
如景物，可作细腻描绘，人物可想象他颠沛流离的生活细节，
可想象他的外貌、神态、心理等；也可将原作改作画面；也
可给原作写一段赏析性的文字；还可以联想自己或他人的一
段与原作类似的思念家乡的经历。也可联想出一两句古诗
（或者与原作的意境相同，或者表达的情感相同）。总之，
合理想象，大胆创新，努力丰富原作的内容，让作品的生命
在每一位同学那里得到延长。讨论开始，时间10分钟。

（3）交流：以上问题有可能需要教师补充的有：

寓情于景 运用景物，创造一个十分典型的环境，深秋的黄昏，
野外一片寂静，几只归巢的乌鸦栖息在缠着枯藤的老树上。
这是一组令人感伤的景物，渲染出悲凉的气氛，烘托出游子
孤寂、痛苦的心境，看到归巢之鸦，怎不让生思乡之情呢？
看到“小桥流水人家”，以乐景衬悲，自然又增一分思乡之
情。

构思精巧，句法别致。全曲五句，28字，容量极大，描绘出
一幅绝妙的秋野夕照图。18字，九种物象，一词一景，无一
个动词，连缀巧妙，构成一个整体。因而，王国维说它“深
得唐人绝句妙境”。同时，对后人影响很大。如徐志摩的诗
作：《匆匆匆！催催催》一卷烟，一片山，几点云彩。/一道
水，一条桥，一支橹声。/一林松，一丛竹，红叶纷纷。



天净沙·秋思教案篇四

课标解读：诗歌教学重点应在读上下功夫，因此，教学本诗
重在教会学生读，采用反复诵读法，让学生在读中悟，读中
品，读中感。再用比较的方法，提供另外几首李清照的词作，
了解词的特点，感悟作者的写作风格。

诗歌重在读，学习本诗，要让学生加强诵读，运用反复诵读
法，适当辅以讲授法，充分体会诗作的意境和感情。

教学目标

1、抓住关键词语和换词的方法品读景物描写——品秋景

2、通过“知人论世”和“相关诗句延伸”体悟、揣摩作者的
情感——悟秋情。

教学方法

诵读法、联想法、品读法

教学评价：

1.通过“情境渲染导入新课”、 “诵读感知，体验诗情”、
完成学习目标1的检测。

2.通过“品读感悟、读出诗情”、“ 拓展延伸、尝试评价”
完成教学目标2的检测。

教学过程：

教学

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教学

时间

情境渲染导入新课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一段秋思。大家是否记得唐代的王建有
《秋思》？

（板书课题：天净沙秋思）

背诵《秋思》

师生共同背诵古诗，创设氛围，布设“情感场”，为引入诗
歌情境做好铺垫，同时是前后知识形成链条，为研究性学习
和迁移运用奠定基础。

5分钟诵读感 知体验诗 情

1、出示学习目标

2、听读这首小令，谈谈给了你一种怎样的感受？你从哪些景
物可以感受出来？

3、带着自己的感情朗读小令。

1、学生勾点圈画相关景物，并交流自己的感受。

2、学生朗读



通过朗读指导，主要是让学生把握诗歌朗读的基本方法，提
升学生朗读古诗的水平；对于物象的初步感知，主要是让学
生理解“一切景语皆情语”的特点。

10

品读感悟读出诗 情

1、 品读“枯藤老树昏鸦”（出示图片和诗句“饥啅空篱雀,
寒栖满树鸦。荒凉池馆内,不似有人家。”昏鸦何处落，野渡
少人行。黄叶声在地，青山影入城。——文天祥）

2、 品读“小桥流水人家”（出示图片）

3、 品读“古道西风瘦马”（出示图片和诗句“古道迢迢人
迹稀”）

4、 题为“秋思”，那作者又思什么呢？

5、 知人论世（出示 马致远资料）

1学生谈论自己喜欢的“意象”并阐释理由。

2、结合相关诗句，说出自己的见解。

此环节通过学生描绘图景，体悟诗情，若学生有理解不足之
处，教师加以引导，锻炼学生的联想和口头表达能力。

天净沙·秋思教案篇五

教学目的要求：

1、通过反复诵读，能正确说出作者寄寓的思想感情。



2、通过画面的赏析，准确描述曲中表现的形象，体会形象中
蕴涵的意境。

3、通过对比阅读，学习用具体的意象表达抽象的感情的方法。

4、多渠道引导学生品味写景语言，培养学生自主阅读、感悟
诗情之能力。

5、学生领会和学习情景交融、借景抒情的表现手法提供了极
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课例。

教学重难点：

游子思乡之情，羁旅之思。

教学目标：

通过阅读欣赏这两首古诗，培养学生的古诗朗读能力，学会
如何阅读欣赏古代诗歌。

教学方法：

自主学习、小组合作学习

教学课时数：

一课时

教学内容与过程：

（一）导入新课：

可由秋天的诗词导入（如刘禹锡的《秋词》等）。或由学生
描述秋天的景色导入。



（二）朗读这首词

可通过自由读、默读、赛读、有感情地朗读等方式进行

（三）背诵这首词

（四）学习小组讨论、探究这首词

1．这首词写了哪些景色？

2．作者在这首词中蕴涵了怎样的思想感情？

3．这首词的独特之处（如色彩的搭配等）

4．点明这首词的主旨句是什么？

5．品味文中的语言。

6．分析文章情景交融、借景抒情的表现手法。

（五）拓展：

1．可提起笔来补充内容，扩写《天净沙》，也可拿起画笔来
画。

2．比较阅读：引刘禹锡《秋词》其一，与《天净沙

秋思》进行比较。

（六）作业：

写一段短文，描写《我心中的秋》。



天净沙·秋思教案篇六

各位评委，各位老师：

大家好！今天，我说课的课题是马致远的一首小令《天净沙
秋思。》下面我从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教学过程等几个
方面，对这节课进行说明。

1 知识与技能：有感情地朗读，直至背诵；通过对比，体味
诗句，揣摩作者的感情，体会作品的意境。

2 过程和方法：自主、合作、探究、练习的学习方法。

3 审美教育：领悟诗中蕴含的节奏美，提高对古代诗歌作品
的鉴赏力。培养学生爱故土，爱亲人的感情。

1 重点：背诵诗歌；品味语言，体会作者的意境；通过表达
某方面的情感。

2 难点：运用审美观点，领悟诗中蕴含的节奏美，提高对古
代诗歌的鉴赏力。

1 导入新课：古时候，交通不便，通讯不发达，因而“秋
思”成了一个永恒的主题。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马致远的
《天净沙 秋思》中，去体味诗人怎样表达游子的思念之情的。

2 解题：“天净沙”是曲牌名，“秋思”是题目。元曲是我
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体裁，兴于元代，又称散曲。 马致远，元
代著名散曲家，与“关汉卿，王实甫，白朴”并称为元曲四
大家。早年，马致远热衷于功名，不得志，漂泊20余年，本
曲就是他漂泊生涯体验的结晶，是作者用血和泪写成的，是
元曲中的“绝唱”，元人誉之为“秋思之祖”。

3 比较理解：



结合多媒体画面，配以音乐（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流浪-
-----），老师做同步解说：

游子骑着一匹瘦马在荒凉的古道上踽踽独行，西北风呼呼地
刮着，卷起阵阵尘土，迎面扑来，使人顿生寒意。他放眼望
去：近处，几棵古老的大树上缠着一些枯藤，几只归巢的乌
鸦在上面“呱呱”地叫着，听后使人毛骨悚然。远处，一条
小溪蜿蜒向远方流去；小溪上有一座桥，桥上坐落着几户人
家；人家屋顶上升起缕缕炊烟。此刻。游子耳畔又想起了那
熟悉的歌声：（老师唱）

按节奏和重音朗读诗歌，思考诗歌与多媒体画面有哪些不同？
（师范读，生齐声朗读）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
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在学生合作、探究的基础上，老师点拨:

原诗为了突出荒凉、悲哀的画面，把本来互不相干的九种景
物：藤、树、鸦、桥、水、家、道、风、马，有机地结合在
一起，一字一景，精要修饰，仅28字，处处写景，处处烘
托—处处饱含着悲凉、凄苦之情。（提示：炼字；乌鸦有一
个家？小桥流水炊烟—温馨的家？游子呢？）此时此刻，游
子怎能不肝肠寸断？最后一句，集中表达了游子的思乡之情。
（图示）

凡 景 语 皆 情 语

黄昏 悲哀

秋景 烘托

图 思念



多媒体画面，同样是为了表达“秋思”的主题，只是表现手
法有差异。为了突出人物，游子首先出场，他自然会看到、
听到、想到------一个“又”字，不禁使人想到游子过去的
生活。所听之歌是现代人唱的，老师穿越时空信手拈来，显
得恰到好处。从中可以看出，想象在说话和中占有非常重要
的地位，它可以使所说所写的事更曲折生动，使所说所写的
人物形象更丰满。

4 朗读、背诵、回味。

5 ：

老师以前做过统计，很多同学喜欢秋天。是的，秋天是一个
收获的季节。秋天有许多动人的故事，有许多生动的场面，，
有许多景物可描写------针对你感受最深的某一个或几个方
面，以“秋天的思念”为题，写一文章。要求：500字左右；
在写清一两个方面的前提下，可写对人、事、景的思考，也
可写对人、事、景的思念之情。

6 作业：课外背诵，抄文。

补充说明 教学过程包括：新课引入，上课的主要内容，课堂
提问的问题，解决重点和难点的过程；课堂活动的设计和安排
（包括分组讨论等），对学生思考和回答问题的估计；多媒
体辅助教学课件的使用，板书安排；课堂练习，课堂，布置
作业，等环节。计划按照备课的要求完成教案，空位不够可
以自行增加。

天净沙·秋思教案篇七

1.知识与技能：有感情地朗读，直至背诵；体味词句，揣摩
作者的感情，体会作品的意韵。

2.过程与方法：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法。



3.道德、情感、价值观：领悟诗中蕴含的节奏美，提高对古
代诗歌作品的鉴赏力。

1．背诵诗歌。

2．品味语言，体会作品的意韵。

自制录音带、录音机、课件。

一课时。

同学们，在你们眼中，秋天是一个怎样的季节？也许是丰收
的，也许是浪漫的，也许是多愁善感的。那么，在一个游子
的心中，秋天是什么样的呢？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马致远的
《天净沙·秋思》中去体会体会。

“天净沙”是曲牌名，“秋思”是题目。元曲是我国古代诗
歌中的一种体裁，兴于元代，又称散曲。马致远，元代著名
散曲家，早年热衷于功名，却屡不得志，经历了漂泊生涯20
余载，本曲是这种漂泊生涯体验的结晶，是作者用血和泪写
成的，是元曲中的“绝唱”，元人誉之为“秋思之祖”。

1．师配乐范读

2．学生齐读

3．学生给诗歌划分节奏，注意重音： 枯藤/老树/昏鸦，小
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
天涯。

4．学生配乐朗读。

1．播放课件，学生根据诗句用优美的语言描绘图画，体会思
乡之情。如：深秋的黄昏，一个风尘仆仆的游子，骑着一匹
瘦马，迎着一阵阵冷飕飕的西风，在古道上踽踽独行。他走



过缠满枯藤的老树，看到即将归巢的暮鸦在树梢上盘旋；他
走过横架在溪流的小桥，来到溪边的几户人家门前，这时太
阳快要落山了，自己却还没有找到投宿的地方，迎接他的又
将是一个漫漫的长夜，不禁悲从中来，肝肠寸断。

2．四人为一组，讨论以下问题：

（1）这首小令前三句十八个字，写了哪九种景物？你认为这
样做有何好处？

（2）体会篇末所写的：“断肠人”应是怎样的人？

以上问题由学生讨论，师适当点拨，共同明确：

（1）这首小令共写了藤、书、鸦、桥、水、家、道、风、马
九种景物，一字一词，一字一景，真可谓“惜墨如金”，但
是凝练而并不简陋，九种景物名称之前分别冠以枯、老、昏、
小、流、人、骨、玺、瘦等表现各自特征的修饰语，使各个
景物都带上了鲜明的个性，又使本来互不相干的事物，在苍
凉的深秋暮色笼罩下，构成了一个统一体，简约之中见出深
细。

（2）独在荒凉的古道上，顶着西风，骑着瘦马前行，太阳下
山了，伤心的人正在天涯漂泊，还没有找到投宿的地方，迎
接他的又将是一个漫漫的长夜，不禁悲从中来，肝肠寸
断。“断肠人”就是漂泊在天涯极度忧伤的旅人。本句揭
示“秋思”的含义，至于游子为什么漂泊到这里？他究竟要
到哪里去？这些言外之意，尽可听凭读者去想象。

（3）这首小令旨在表达天涯沦落人的凄苦之情，但人的感情
是抽象的，难于表达，作者运用传统的寄情于物的写法，把
这种凄苦愁楚之情，刻画得淋漓尽致，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这些有形可
感的事情，具有明显的深秋色彩，与无形的抽象的凄苦之情，



有相通之处，用有形表现无形，使人感到具体生动。

3．齐声朗读并背诵诗歌。

这首小令仅用28个字就是道德表现出一个长期漂泊他乡的游
子的悲哀，除了最后一句，全都是景语，而字字却是扣
着“情”来写，古人说：“凡景物，皆情语”，《天净
沙·秋思》堪称景中有情，情中有景，情景妙合无痕的杰作。
人们说起“乡愁”就会想到这篇作品。

1．背诵诗歌。

2．课后以诗歌的意境作一幅画，各自进行交流。

天净沙·秋思教案篇八

【教学目标】：

1、能朗读、背诵《天净沙·秋思》。

2、能了解元散曲中小令的特点。

3、能理解《天净沙·秋思》所描写的意象和表达的思想感情。

4、初步具有创造能力。

5、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感情。

【教学难点】：

理解《天净沙·秋思》所描写的意象和表达的思想感情。

【教学方法】：

诵读与探究相结合



【教学课时】：

一课时

【教学内容与教学步骤】：

一、导入新课：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化之邦，在他源远流长的文
化长河中，曾涌现了许多光耀千古的文化巨人。文学家、诗
词曲作家更是占据着举足重轻的地位，他们留下的浩如烟海
的文学作品是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像李白、杜甫、苏轼、
韩愈、范仲淹、欧阳修??都是中国古代的文坛泰斗，他们的
作品，影响深远，直至今天，仍光芒四射。而在距今七百多
年前的元代，有一位散曲作家，他简短的二十八字小令，却
同样赢得了非常高的赞誉。今天，就让我们大家一起走进元
散曲作家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去感受漂泊羁旅的游子
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