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承天寺夜游教案教学设计 记承天寺夜
游教案(实用15篇)

教案还可以为教师提供备课参考和课堂管理的指导，帮助教
师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接下来是一些经过认真策划和设计
的初三教案，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建议和参考。

记承天寺夜游教案教学设计篇一

1．借助工具书读懂课文，掌握一些实词的意思，培养独立学
习文言文的能力。

2．反复朗读，体会作者的特殊心境。

1．课文的朗读与疏通。

2．体会作者的特殊心境。

教学时间：一课时

1．反复朗读。

2．创设情境，组织小组合作学习。

1．回忆已学过的苏轼的词《水调歌头》，背诵这首词。

2．交流收集的苏轼的有关材料和写作背景。

3．《水调歌头》是千古绝唱，《记承天寺夜游》是抒情经典
小品。

1．组织全班朗读，要求读准字音，注意节奏，读出的韵味，
自由朗读、齐声朗读、示范朗读、配乐朗读等形式相结合使



用。

2．组织学生以小小组为单位，对照注释，借助工具书，合作
翻译全文。

3．组织学生交流，引导学生质疑，讨论解疑，理解课文内容。

注意一些关键词语的意思：“欣然”、“相与”、“盖”等。

学生思考，明确：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作者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描绘了优美的月景。

学生分组讨论：明确：

这3句，任何一句续在后面都不合适，破坏了宁静幽闲、清丽
淡雅的气氛。

3．教师小结：这篇短文不足百字，却脍炙人口，堪称古代小
品文中的杰作。通过记事、写景、抒情，以极精练的语言，
创造出一种诗一样的艺术境界，表现出作者旷达的人生态度，
给人以美感和熏陶。请同学们课下反复诵读，深入领会本文
语言运用的`妙处及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1、月光，曾激发过无数诗人的才情，留下许多杰出的诗篇。
收集一些描写月亮或月色的诗句。

记承天寺夜游教案教学设计篇二

1、 反复朗读课文，熟读成诵。在读中把握文章，理解文章
的意境和感情。



2、 联系写作背景，了解作者的有关情况，理解作者丰富微
妙的思想感情。

重点：结合课文来理解一些词和句的含义。

难点：理解作者丰富微妙的思想感情，学习古人写景抒情的
方法。

一、导入新课

1、作者简介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在诗词、
散文方面都有杰出成就，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合
称“三苏”，均在“唐宋八大家”之列。苏轼有不少随笔式
的散文，大都取材于日常生活的片段，或渲染出一种情调，
或表现一片心境。本文就出自苏轼的一部笔记《东坡志林》，
仅83字的写景小品，看似单纯写景，实则是有寓意的，要耐
心寻味。

2、写作背景

本文写于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当时，作者被贬谪到
黄州已经有四年了。元丰二年七月，御史李定等摘出苏轼的
有关新法的诗句，说他以诗讪谤，八月，将他逮捕入狱。经
过长时间的审问折磨，差一点丢了脑袋。十二月作者获释出
狱，被贬谪到黄州任团练副使，但不得“签书公事”，也就
是说做着有职无权的闲官。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写了这篇短
文，对月夜的景色作了美妙的描绘，真实的记录了他当时生
活的一个片段。

二、朗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清停顿，读通文句，读出
文章的韵味）如：



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 ，庭下/如积水空明，念/无与为乐者 ，
水中/藻荇交横

三、积累文言词汇，翻译理解 ？给加点字注音。

解（ ）衣 藻荇（ ） 遂（ ）至 未寝（ ）

看课文注释，了解大意。小组合作，结合注释，翻译全文，
深入理解文意。

四、研读赏析，合作探究 思考

1、 作者为什么会想着夜里去寺庙游玩？

因为月色很美，去寺庙寻张怀民一起赏月。

2、作者是怎样描写月色的？

发挥奇特的想象，用了两个新奇的比喻。月色如积水空明，
竹柏如藻荇交横。

3、作者描绘的这幅月夜图有什么特点？给人怎样的感受？

月色皎洁，空灵。

4、文中哪些句子表达了作者的情感？

“月色入户，欣然起行”，“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
闲人如吾两人耳。”

月光虽非夜夜明，竹柏亦非处处有，但大自然。的美景却时
时能觅，处处可见。只要心胸开阔，淡泊名利，无论到哪里，
都能在美好的大自然中享受到无穷乐趣。作者正是借“何
夜”、“何处”句点明了这一真谛。这也正是作者能保持乐
观进取精神的缘由。



6、文章的结尾句“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流露出作者怎样的
情绪？

作者最后这一句慨叹，看似平淡，意在点睛。这句话至少有
两层意思：一是那些追名逐利的小人，趋炎附势，奔走钻营，
陷入那茫茫宦海而难以自拔，何曾得暇领略这清虚冷月的仙
境？二是表现了作者安闲自适的心境，当然其中也透出了自
己不能为朝廷尽忠的抱怨。

五、小结

这篇短文，对澄澈透明的美妙的月色作了极其生动形象的描
绘，真实地记录了作者当时生活的一个片段，透露出他在贬
谪中感慨深微而又随缘自适、自我排遣的特殊心境。

六、布置作业 背诵课文

板书

绘景：月色——积水空明 空灵皎洁

竹柏——藻荇交横 竹影摇曳

抒情：赏月的欣喜 贬谪的落寞 潇洒达观、自我排遣的乐观

记承天寺夜游教案教学设计篇三

一、了解课文大意。

二、整体感知作品内容。

三、体会作者特殊的心境。

四、体会凝练含蓄、饶有余味的语言。



整体感知作品内容，体会作者特殊的心境。

体会作者特殊的心境，体会凝练含蓄、饶有余味的语言。

两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一、了解课文大意

二、整体感知作品内容

三、背诵此文

一、导入新课，介绍作者。

宋代有个大诗人叫苏轼，你们可曾读过他的诗文?我们在七年
级上学期曾诵读过他的一首词，叫《浣溪沙》。哪位同学还
能背诵?(指名背诵这首词)这位大文豪才华横溢，但他的命运
却不太好。他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其心情可想而知。
但他善于自我解脱，与友人张怀民一起夜游承天寺。承天寺
的月色在他的笔下，显得澄澈透明，如诗如画。诗人陶醉于
迷人的月色中，随缘自适，自我排遣，自豪地说：“何夜无
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现在让我们与这
位大诗人共同夜游承天寺吧!(出示课题)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在诗词、
散文方面都有杰出成就，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合
称“三苏”，均在“唐宋八大家”之列。苏轼有不少随笔式
的散文，大都取材于日常生活的片段，或渲染出一种情调，
或表现一片心境。

三、朗读课文，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大声朗读课文，借助页下



注释，读准字音。

四、疏通文句。

(一)、教师提示一些重要词语，帮助学生理解文句。

1.注音

解()遂()寝()荇()柏()

2.解释

欣然：愉快地，高兴地念：想，思考无与乐者：没有可以共
同游乐的人

遂：于是，就寝：卧，睡。相与：共同，一起。步：徒步徐
行，散步。

庭：庭院空明：清澈透明。交横：交叉错杂。

盖：连词，承接上文，解释原因，相当于“原来是”。

但：连词，只是，不过耳：相当于“而已”“罢了”。

3.翻译

(1)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

译:

(2)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译:

(3)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记承天寺夜游教案教学设计篇四

[教学目标]：1、指导学生反复朗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
词句,读出文章的韵味；在读的过程中把握文章,理解文章的
意象和作者的思惟感情,以至熟读成诵。2、联系文章的写作
背景,了解作者的有关环境,进一步理解作者丰富微妙的思惟
感情。

[重点难点]：1、重点：联合课文来理解一些词和句的含
义。2、难点：学习古人写景抒情的方法。

[教课时数]一教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作者简介：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闻名的思想家,
在诗词、散文方面都有杰出成就,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
合称“三苏”,均在“唐宋八大家”之列。

苏轼有不少随记式的散文,大都选取材料于日常生活的片段,
或渲染出一种情味,或表现一片情怀。本篇课文就出自苏轼的
一部笔记《东坡志林》,仅83字的写景小品,看似纯真写景,实
则是有寄意的,要耐心寻味。

二、朗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清句子搁浅。

如：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庭下/如积水空明念/无与为乐者
水中/藻荇交横

三、传译理解：通过传译课文,深入理解文意。

补充解释：欣然：高兴地遂：于是盖：原来是



相与：一起但：只是无与为乐者：没有人与我同享快乐

少闲人如吾两人耳：缺少像我们两个这样的有闲人

参考译文：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晚,脱衣准备安睡,看见月
色射进门来,很高兴地想出去逛逛。思量到周围没有什么人能
够一起领略月夜乐趣。于是就到承天寺找张怀民。怀民也没
有睡,我们便一起在院落里溜达。庭堂下面的月色好像积满清
澈透明的水,水里面各种水草交错纵横,那是竹子和柏树影子
啊！哪天晚上没有月亮?哪一个处所没有竹子和柏树?只是没
能清闲的人像我们俩罢了。

四、赏析：

思考问题：1、作者为什么会想着夜间去寺庙游玩?(因为月色
很美,去寺庙寻张怀民一起赏月。)2、作者是如何描写月色
的?(阐扬奇特的想象,用了两个新奇的比喻。月色如积水空明,
竹柏如藻荇交横。)3、作者描绘的这幅月夜图有什么特点?给
人如何的感受?(月色皎洁,空灵。)4、文中哪一些句子表达了
作者的情感?(“月色入户,欣然起行”,“何夜无月?那边无竹
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5、文章的结尾句流露出作者如
何的情绪?(“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作者最后这一句慨叹,
看似平淡,意在点睛。这句话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那些追名
逐利的小人,趋炎附势,奔走钻营,陷入那茫茫宦海而难以自拔,
何曾得暇领略这清虚冷月的仙境?二是表现了作者安闲自适的
情怀,当然其中也透出了自己不能为朝廷效忠的抱怨。)

五、小结：

这篇短文,对澄澈透明的美妙的月色作了极其生动形象的描绘,
真实地记录了作者当时生活的一个片段,透露出他在贬谪中感
慨深微而又随缘自适、自我排遣的.特殊情怀。



记承天寺夜游教案教学设计篇五

本文选自《东坡志林》，此文是作者贬官黄州所作。本文篇
幅虽小，写景抒怀却有独到之处。一切都像信手拈来，却创
造了一个明净悠闲的境界。文中十八字写景，运用比喻手法，
将随处可见的寻常景物描绘的充满诗情画意，充分显示了作
者的艺术才思和豁达宽广的胸襟。

一、知识和能力目标

1、本课的文言实词、虚词。

2、了解作者和写作背景。

3、整体把握文章内容。

4、领悟作者简洁精妙的写景抒情的写法。

二、过程与方法目标

1、朗读以至成诵，在读的过程中把握文意，体味文章的感情
基调。

2、理解文章的意境和作者的情感。

三、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

感受作者热爱生活，追求美好事物的执着情怀，学习他面对
逆境时达观处世的从容心态。

1、朗读，把握文意。

2、体会写景的妙处，领略作者情怀。

一、导入：



古人无论是在得意还是失意时都喜欢以风花雪月寄托自己的
情怀，苏轼也不例外，在他被贬黄州抑郁不得志时就借用月
光将自己的感情释放了出来。

出示课题(

为了大家在学习时有迹可寻，不至于茫然不知所措，我先给
大家出示本节课的学习目标和总体要求。

出示学习目标

在大家明确了这一节课的目标后，我要向大家发出一次又一
次的挑战，大家敢于应战吗？挑战第一关——苏轼知多少。

好，同学们查找资料既全面又迅速，那么请看挑战第二
关——看谁读得好。

古文阅读三字经

读一遍，找生字。读两遍，断句子。读三遍，看注解。读四
遍，握文意。

第二关同学们过得很容易，下一关就没有这么容易了。

挑战第三关——改写之中理文意

(一)改写课文：以散文化形式，或新诗分列句式，将课文内
容改写成幽默、趣味、口语化或兼而有之的文字，且能笼盖
全篇文意。

(二)共同欣赏讲评。

品评范文

到此为止，大家已经过了三关《三国演义》中关云长千里护



送皇嫂，出五关斩六将，看来大家过关斩将的本领也不错吗？
我的给大家设个难关。

挑战第四关——看谁做得好

1、喜欢文中写景的句子吗？主要写得是哪种景物？如果喜欢
说说理由。(幻灯片14)

讨论交流

2、我们身边有许多闲人，文章中的闲人与他们一样吗？(幻
灯片15)

创新作文

月总是文人墨客的爱物，咏月文章数不胜数。课文作者寝而
见月，见月而起，起而寻友，寻友赏月，以水喻月，最后写
出了在空明的月色中对人生哲理的领悟：“何夜无月？何处
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是啊，“何夜无月”。
请以“月”为话题写一篇600字的作文。

同学们，这一节课大家快乐吗？还有什么疑问吗？有疑问就
对了，因为一节课的结束就是同学们探索的开始，希望同学
们在以后的学习中，用心去品味生活，你的生活将会有无限
的乐趣等待着你。

记承天寺夜游教案教学设计篇六

1、 反复朗读课文，熟读成诵。在读中把握文章，理解文章
的意境和感情。

2、 联系写作背景，了解作者的有关情况，理解作者丰富微
妙的思想感情。



重点：结合课文来理解一些词和句的含义。

难点：理解作者丰富微妙的思想感情，学习古人写景抒情的
方法。

一、导入新课

1、作者简介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在诗词、
散文方面都有杰出成就，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合
称“三苏”，均在“唐宋八大家”之列。苏轼有不少随笔式
的散文，大都取材于日常生活的片段，或渲染出一种情调，
或表现一片心境。本文就出自苏轼的一部笔记《东坡志林》，
仅83字的写景小品，看似单纯写景，实则是有寓意的，要耐
心寻味。

2、写作背景

本文写于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当时，作者被贬谪到
黄州已经有四年了。元丰二年七月，御史李定等摘出苏轼的
有关新法的诗句，说他以诗讪谤，八月，将他逮捕入狱。经
过长时间的审问折磨，差一点丢了脑袋。十二月作者获释出
狱，被贬谪到黄州任团练副使，但不得“签书公事”，也就
是说做着有职无权的闲官。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写了这篇短
文，对月夜的景色作了美妙的描绘，真实的记录了他当时生
活的一个片段。

二、朗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清停顿，读通文句，读出
文章的韵味）如：

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 ，庭下/如积水空明，念/无与为乐者 ，
水中/藻荇交横



三、积累文言词汇，翻译理解 ？给加点字注音。

解（ ）衣 藻荇（ ） 遂（ ）至 未寝（ ）

看课文注释，了解大意。小组合作，结合注释，翻译全文，
深入理解文意。

四、研读赏析，合作探究 思考

1、 作者为什么会想着夜里去寺庙游玩？

因为月色很美，去寺庙寻张怀民一起赏月。

2、作者是怎样描写月色的？

发挥奇特的想象，用了两个新奇的比喻。月色如积水空明，
竹柏如藻荇交横。

3、作者描绘的这幅月夜图有什么特点？给人怎样的感受？

月色皎洁，空灵。

4、文中哪些句子表达了作者的情感？

“月色入户，欣然起行”，“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
闲人如吾两人耳。”

月光虽非夜夜明，竹柏亦非处处有，但大自然。的美景却时
时能觅，处处可见。只要心胸开阔，淡泊名利，无论到哪里，
都能在美好的大自然中享受到无穷乐趣。作者正是借“何
夜”、“何处”句点明了这一真谛。这也正是作者能保持乐
观进取精神的缘由。

6、文章的结尾句“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流露出作者怎样的
情绪？



作者最后这一句慨叹，看似平淡，意在点睛。这句话至少有
两层意思：一是那些追名逐利的小人，趋炎附势，奔走钻营，
陷入那茫茫宦海而难以自拔，何曾得暇领略这清虚冷月的仙
境？二是表现了作者安闲自适的心境，当然其中也透出了自
己不能为朝廷尽忠的抱怨。

五、小结

这篇短文，对澄澈透明的美妙的月色作了极其生动形象的描
绘，真实地记录了作者当时生活的一个片段，透露出他在贬
谪中感慨深微而又随缘自适、自我排遣的特殊心境。

六、布置作业 背诵课文。

记承天寺夜游教案教学设计篇七

1．熟读课文。

2．积累常见的中考题。

3．体会作者特殊的心境。

1．解释重点字词，翻译句子。

2．积累常见的中考题。

3．体会作者特殊的心境。

体会作者特殊的心境。

1．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
行。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里，（我）解开衣服准备睡觉，看



见月光照进堂屋的门户，便很高兴地起来走动。

户：门； 欣然：愉快地，高兴地；

2．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

因为想到没有可以共同游乐的人，于是我就到承天寺去寻找
张怀民。

念：想，思考； 遂：于是，就；

3．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

怀民也没有睡，我们便一起在院子里散步。

寝：卧，睡； 相与：共同，一起；

步：徒步而行，散步； 庭：庭院；

4．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月色洒满庭院，如同积水自上而下充满院落，清澈透明，水
中水藻、荇菜交叉错杂，原来都是竹子、柏树的影子。

空明：清澈透明； 藻荇：泛指水草；

交横：交叉错杂； 盖：原来是，

5．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

哪个夜晚没有月色？哪个地方没有竹子和柏树？

6．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只不过少有像我们这样的闲人罢了。



但：只是，不过； 耳：而已，罢了”；

闲人：这里指不汲汲于名利而能从容流连光景的人；

记承天寺夜游教案教学设计篇八

1、诵读课文，读出文章的韵味，理解文章的意境。

2、感悟作者的人生态度，理解作者的特殊心境。

3、学习记事、写景、抒情的融合的写作特点。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又字
和仲，又称大苏，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
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他在文学艺术方面堪称全才。
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
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
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
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
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
宋四家；画学文同，喜作枯木怪石，论画主张神似。著有
《苏东坡全集》和《东坡乐府》等。

《记承天寺夜游》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篇散文，
写于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当时，作者被贬到黄州已
经有四年了。元丰二年七月，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御史李定等摘出苏轼的有关新法的诗句，说他以诗讪谤，八
月，将他逮捕入狱。经过长时间的审问折磨，差一点被杀。
十二月作者获释出狱，被贬谪到黄州任团练副使，但不
得“签书公事”，也就是说做着有职无权的闲官。在这种情
况下，作者写了这篇短文，对月夜的景色作了美妙的描绘，
真实的`记录了他当时生活的一个片段。也体现了他与张怀民
的深厚友谊与对知音甚少的无限感慨。张怀民：作者的朋友。
名梦得，字怀民，清河（今河北清河）人。元丰六年也被贬



到黄州，寓居承天寺。

（善疑者，不疑人之所疑，而疑人之所不疑。）

一、初读课文懂文意。

1、音字互填：

解衣()寝（）藻（）荇()

2、解释加点字：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
（）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
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二、再读课文明内容。

1、本文运用了哪几种表达方式，请按不同的表达方式划分层
次，并写出各层次大意。

2、作者描写了怎样的夜景？找出文中相关的句子并赏析。

三、细读课文悟主旨。

3、夜游期间，作者的心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提示：结合
关键词句体会作者心情）

4、文中哪些句子表达了作者的感慨？表达了怎样的感慨？

5、结合“文本助读”，说说你对文中“闲人”的理解：



6、本文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7、通过学习此文，我们可以看出苏轼是个怎样的人？

8、归纳本文的写作特色：

记承天寺夜游教案教学设计篇九

精读

1、掌握重要的文言字词。

2、理解文章的意境，把握作者的感情。

1、掌握重要的文言字词。

2、理解文章的意境，把握作者的感情。

《记承天寺夜游》对澄澈透明的美妙的月色作了极其生动形
象的描绘，真实地记录了作者当时生活的一个片段，透露出
他在贬谪中感慨深微而又随缘自适，自我排遣的特殊心境。
在学习时，除了对字词的疏通外，重点是体味文章凝练含蓄
的语言，并从中感觉作者的特殊心境。

学生自己合作探究式学习基础上，教师加以引导。

一课时：

一、导入

自古以来文人墨客就对月有一种特别的青睐，月极易勾起人
的想象，（足以使人忧伤、惆怅），这是古人对月亮的特殊
情结，也是一种心灵上的宣泄与洗礼。

今天，就让我们穿越千年时空，到承天寺与苏轼一起夜游，



走进他的内心世界。

二、新授课程

（一）初读课文，疏通文意，初步把握文章的内容和情感

1、请大家自由朗读课文，自己确定字词的读音和句读。

2、听配乐朗诵，确定字词的读音和句读。

3、请大家在音乐声中，轻声朗读课文，做到读通、读懂意思，
如果有不理解的字词含义，句子翻译可以和同学交流一下，
或者举手问我。

4、齐读课文

（二）再读课文，深入感受

1、一个深秋的夜晚，苏轼为什么会想到夜游？结合文句来谈
一谈你的理解。

生交流

师组织：

生交流

师组织：

“欣然起行”面对如此之美的月色，作者一天的疲倦一扫而
光，睡意顿消，披衣而起，充分显示了月光带给他的喜悦，
苏轼的自得其乐，辛性而为，随意而行。（衬托月色的美妙）

如此美的月色，若有人能共享，更是一件乐事，但苏轼为何
会单身想到与张怀民一同夜游呢？你能否结合文章来谈谈你



的感受。

生交流

师组织：

张怀民与苏轼是一类人，品格清高超逸。

“遂至承天寺”遂至二字表面看来很轻淡，好像不假思索，
实际包含能一同赏月者只有一个人，非张怀民不可，可见张
怀民在作者心中地位。

“寻张怀民”面对如此良夜，张怀民一定不会蒙头大睡吧，
他很可能也在赏月，只是不知他是庭中赏月，还是出门赏月，
因此需要寻他一寻，两人交往很深。

“怀民亦未寝”“亦”一种如我所料的自得感，体现两人心
意相通，因此可见，苏轼认为他与张怀民是一类人，志趣相
投的人，因而选择与怀民一同夜游。

投影张怀民资料：

1083年贬黄州，初寄居承天寺，张怀民虽屈居主薄之类的小
官，但心胸坦然，绝不挂怀于贬谪之事，公务之暇，以山水
怡情悦性，处逆境而无悲戚之容，是位品格清高超逸的人。

2、两个志趣相投的人夜游时，看到怎样的景致呢？

生交流

师组织：

学生赏析、交流（2-3个学生）

（可以轻读，闭上眼睛想象一下）



生交流

师组织

（1）比喻以隐喻先声夺人，造成一种庭院积水的错觉，令人
有水月莫辨之感。

（2）以实写虚，以有衬无，创造一个澄沏空灵的透明世界。

这正如后人“不着一学，尽得风流”

3、王国维说过“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作者无意识中写下
的景色会透露他的内心世界，那么，东坡所写之景表现了他
怎样的内心世界？（心境）

生交流

师组织

他能抛开世俗的烦恼，忘却了自身被贬谪的不幸遭遇，只有
眼前这片美妙空明的世界，可见他的内心是平静，纤尘不染
的。

生交流

师组织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那么，
我们怎么理解苏轼的这一番感慨呢？说说你的看法。

理解：“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象征美景处处有。

“闲人”（1）字面意义上：身为闲官的事实，自嘲

（2）安闲自在的心境



（3）淡淡的惆怅，空有一腔抱负

（4）对当时人汲汲于名利的不屑

5、回头看课文短短84字，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苏轼是一种怎
样的人生态度？

生交流

师组织

豁达、乐观

这种豁达、乐观的处世态度在逆境中尤为可贵、可敬，我们
一起看看他的一生吧打出投影：

他频遭贬谪，一生历典八州，身行万里，走过无数穷山恶水，
却都如处天堂，他说：“此心安处是吾家。”

他被无数小人中伤下狱，朋友背叛，同道反目，见识了人间
万千丑态却说：“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

师：他在如此坎坷的人生经历中，始终保持豁达乐观的人生
态度，折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将近千年之后，的另一位文
学大家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这样说“我们所得的印象是，
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
不仅人对苏轼有着近乎崇拜的感情，法国《世界报》在评
说“影响世界十大名人”时，这样他“他俯仰无愧于天地，
心无名利杂念，遂有闲心领略江山风月，写下无数传世杰作。
”

三、

短短84字让闲人苏轼踏着如水的月光步入了经典，他空明的
心境，豁达的情怀亲耀着独具魅力的光彩！



同学们，面对生活的风雨坎坷，让我们常读读苏轼吧，愿我
们的心灵永远澄澈明净，愿我们的人生更加豁达从容。

记承天寺夜游教案教学设计篇十

生1：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生2：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生3：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

师：好，看来同学们对古诗文名句积累很到位。是啊，这轮
明月曾牵动了无数古人的情肠，他们或借月抒发思乡之情，
或借月表达美好祝愿。当苏轼被贬黄州，面对承天寺的这轮
明月他又抒发了怎样的情怀呢？今天，我们就同游承天寺，
赏明月清辉朗照大地，品经典美文感悟情怀。（板书课题、
作者）

生：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唐宋八大家
之一，宋词豪放派的代表作家，作品主要收录在《宋学士文
集》里。

师：对于本文的写作背景，哪位同学知道并能介绍给大家呢？

生：宋神宗时期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其政敌就借其讽刺
新法的诗，以“讪谤朝政”的罪名把苏轼投进监狱，这就是
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出狱后被贬黄州，成为黄州团
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近乎于流放。

师：升入初中以来我们学习了不少文言文，回忆一下我们都
用了什么方法来学习它呢？

生1：读课文，翻译课文。



生2：赏析文中的句子，感悟作者的情感。

生3：需要背诵。

师：好，归纳起来就是读－译－赏－悟－创，这既是我们学
习文言文的方法，也是我们学习的环节。

师：首先我们来听读，注意读音、停顿。

师：本课有哪些字我们第一次接触，停顿有哪些句子需要注
意呢？

生1：藻、荇这两个字注意字形，记住读音。

生2：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

生3：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师：同学们节奏划分得很准确，下面就请同学们自由朗读课
文，注意字音、停顿。

生4：读得很好，音很准，停顿很正确。

师：下面请同学们按照老师的刚才要求，齐读课文。

师：同学们读得很棒，对于本文的`你们是否有深入学习的欲
望呢？接下来我们疏通文意，请同学参看课下注释，借助工
具书，翻译课文，如有疑难提出大家共同解决。

师：哪位同学有不理解的字词？

生5：“相与”是什么意思？

生6：“庭下积水空明”怎么翻译？



师：那位同学知道并予以解答？

生7：“相与”是共同、一起。

生8：月光照在院子里像水一样澄澈透明。

师：解答得很好，下面请一位同学完整的翻译课文，对课文
内容充分了解。

师：译得很好，下面请同学们在理解文章的基础上再次齐读
课文。

师：同学们，本文是一篇写月夜小景的美文，那么文章中的
哪个句子是描写月夜美景的呢？

生1：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师：你们喜欢这个句子吗？如果喜欢请说明理由。首先把你
的想法说给你的左邻右舍听，然后说给全班同学听。

生2：我喜欢这个句子，因为作者采用了两个比喻来写月光，
写出了月光空明、澄澈的特点。

生3：这个句子写出了月色之明，月色之清，月色之浓。

生4：这个句子采用了侧面描写，全文无一字写月，却不无一
字不是在写月。

生5：这个句子既有动态描写，又有静态描写，有一种动静相
承之美。

师：在同学们的品评中，我仿佛看到九百多年前的那轮明月
正穿过时间的千山万壑向我们走来，它以动静相承的诗意之
美为我们勾画了一个淡雅而具有风韵的透明世界，在这样的
世界中岂不让人达到物我两忘、天地相容的境界，岂不让人



感到欣喜和愉悦呢？下面就让我们带着这份感情再次齐读课
文。

师：如此的美文，传达出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呢？请同学们
看大屏幕，共同讨论这几个句子分别表现了作者怎样的思想
感情？结合写作背景分析。

生1：“欣然起行”表现出作者的欣喜之情。

生2.“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表现作者孤独、
寂寞之情。

生3.“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表现了他的宽慰之情。

生4.“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表现了他的被贬的悲凉。

生5.这句话的“闲人”表现了他失意的落寞。

生6.“闲人”表现了他悠闲赏月的欣喜。

生7.“闲人”还表现了他自我排遣的达观。

师：同学们分析得很对，苏轼20岁即中进士名震朝野，才华
横溢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在城外租了50亩土地耕种借以
养家糊口，生活非常窘困。在严酷的事实面前，他的学成文
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梦想落空了，他的会挽雕弓如满月，西
北望、射天狼的报国理想破灭了，他的一腔忠诚热血就这样
被生生冷却在了黄州的田垄中，怎能不感受到悲凉和失意的
落寞呢？难得的是他没有像白居易那样在人生失意之时，发出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哀叹，也没有像柳
永那样在不被赏识之际，甘心“偎红依翠”，忍把浮名换作了
“浅酌低唱”而是以一种达观的心来面对人生的苦难，以一
颗从容的心态欣赏到这样的月白风清之景，这是多么的难能
可贵呀！下面就请同学们把自己当作苏轼，再次齐读课文！



同学们，如此文质兼美的文章同学们是否想把它永远记在心
里呢？那么就请同学们参看老师给大家提供的提纲快速背诵
课文。

记承天寺夜游教案教学设计篇十一

1．重点词、句的理解与翻译。

2．学习抓住特征描写景物的方法。

3．学习古人写景抒情的.方法。

1．品析句子，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2．学习古人写景抒情的方法。

一、月夜图导入：在夜深人静、皓月当空的夜晚，月光如流
水般洒落大地，一切都像笼着轻纱，若隐若现，连坚实的大
地似乎也溶成了一片浮动的云烟。面对如此美景，你是否想
出门欣赏一番？今天我们来学习苏轼的一篇文章《记成天寺
夜游》，看看苏轼在美丽的月色中会发出怎样的人生感慨。

1．给生字正音、朗读课文、听录音确定朗读的节奏，再次朗
读。

2．请一位同学范读，大家评价。

3．质疑：把预习中遇到的问题提出，同学解答，全班共同关
注、探讨。

户：门；遂：于是；盖：大概；但：只是；耳：语气词

4．听音乐《二泉映月》品味月色描写，用自己优美的语言复
述描写月色的文段。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5．小组商量，以各种方式（如：小品、诗歌、散文等）复述
课文内容。

6．表演。

1．作者为什么想着在初冬的夜里走出户外？

一方面作者被贬，心情郁闷，想出去走走，另一方面因为月
色很美，想去赏月

2．作者是如何描写月色的？（去一去关键词，品修辞）

绘景：月色—积水空明，竹柏—藻荇交横

把“如”、“盖……也”去掉，和原文相比，句子的意思有
无改变？

变了。原文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生动形象，如临其境

3．月夜图有什么特点？给人怎样的感受？（添一添，品意境）

皎洁、空灵、清丽、淡雅

不好。改变了原文明净幽闲，清丽淡雅的味道。

4．文中哪些句子表达了作者的情感？

“月色入户，欣然起行”，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5．文章结尾句流露出作者怎样的情感？



贬官的悲凉、落寞，赏月的欣喜，自我解嘲的达观

6．小结：《记承天寺夜游》这篇文章通过对庭中优美月色的
描绘，让我们感受到苏轼热爱生活、追求美好事物的执着，
面对逆境达观处世、潇洒人生的难能可贵。

看图写景抒情。

阅读古诗《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体会作者在诗中所
抒发的情感。

水调歌头[苏轼]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阕，今夕是何年，我
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
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
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
人长久，千里共蝉娟。

记承天寺夜游教案教学设计篇十二

1、积累文言词汇；了解作者及写作背景；背诵并默写课文。

2、通过品读课文，理解作者复杂微妙的感情；学习古人借景
抒情的方法。

3、感受作者追求美好事物的情怀，学习他面对逆境中的达观
处世的心态。

1、体会作者思想感情

2、学习古人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的创作方法

1、理解“闲人”的含义。



用研读法精讲课文，讲一个课时。

初读课文，扫清文字障碍。搜集作者及写作背景资料。

（一）导入

同学们有和好朋友一起看日出的经历吗？（生答）那又有和
好朋友夜深人静时分一起出游的经历吗？有没有哪个同学愿
意跟大家一起分享那时的快乐？（生回忆）今天，不管是有
过这种快乐回忆的同学，还是没有的，我们一起在学习苏轼的
《记承天寺夜游》，一起走进苏轼那时夜游的时候，一起分
享他笔下的美好景物，一起感受他那时不一样的心情。

（转写板书：课题作者）

（二）解题

“记”即游记。“承天寺”在今湖北黄冈南，点明地
点。“夜”，点明时间。苏轼在夜晚小游承天寺，用诗一样
的笔触创造了一个冷清皎洁的意境，表达了自己复杂微妙的
心情。

（三）作者生平及创作背景

学生根据查阅到的资料简述、交流苏轼的生平及创作背景。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宋代眉山
（今四川眉山县人）。与父苏洵、弟苏辙，号称“三
苏”。20岁举进士，多次被朝廷命官，又因新旧两党斗争，
御使李定等人摘出苏轼有关新法的诗句，说他反对王安石创
行的新法，横加“讪谤朝政”的罪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
的“乌台诗案”（乌台是御史府的别称）。出狱后，他被贬
为黄州团练副史。元祐中，旧派执政，苏轼被召回京城作翰
林学士、礼部贡举等官，不久因与旧派政见有分歧，再次外



调杭州。经圣元年（1094），新派再起，苏轼又一再被贬，
最后贬为琼州（今海南省天涯海角）别驾。苏轼人生多遭贬
谪，一生坎坷。1101，遇赦北归，七月卒于常州，谥“文
忠”。他擅长诗词，散文，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为“唐宋
八大家”之一。有《东坡全集》传世。

记承天寺夜游教案教学设计篇十三

1、借助工具书读懂课文，掌握一些实词的意思，培养独立学
习文言文的能力。

2、反复朗读，体会作者的特殊心境。

1、课文的朗读与疏通。

2、体会作者的特殊心境。

教学时间：一课时

1、反复朗读。

2、创设情境，组织小组合作学习。

1、回忆已学过的苏轼的词《水调歌头》，背诵这首词。

2、交流收集的苏轼的有关材料和写作背景。

3、《水调歌头》是千古绝唱，《记承天寺夜游》是抒情经典
小品。

1、组织全班朗读，要求读准字音，注意节奏，读出的韵味，
自由朗读、齐声朗读、示范朗读、配乐朗读等形式相结合使
用。



2、组织学生以小小组为单位，对照注释，借助工具书，合作
翻译全文。

3、组织学生交流，引导学生质疑，讨论解疑，理解课文内容。

注意一些关键词语的意思：“欣然”、“相与”、“盖”等。

学生思考，明确：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作者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描绘了优美的月景。

学生分组讨论：明确：

这3句，任何一句续在后面都不合适，破坏了宁静幽闲、清丽
淡雅的气氛。

3、教师小结：这篇短文不足百字，却脍炙人口，堪称古代小
品文中的杰作。通过记事、写景、抒情，以极精练的语言，
创造出一种诗一样的艺术境界，表现出作者旷达的人生态度，
给人以美感和熏陶。请同学们课下反复诵读，深入领会本文
语言运用的妙处及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月光，曾激发过无数诗人的才情，留下许多杰出的诗篇。收
集一些描写月亮或月色的诗句。

记承天寺夜游教案教学设计篇十四

1、借助工具书读懂课文，掌握一些实词的意思，并背诵课文。

2、体会作者特殊的.心境。

（1）预习要求：



1、自读课文，看注释，查工具书，正音正字，顺畅诵读。

2、查阅有关资料，了解作者写作次文时的处境。

（2）教法学法：

1、注重诵读教学。使学生在反复诵读中逐渐加深对课文内容
的理解，体会作者在文中表达的思想感情。

2、采用启发式，讨论式教学。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让学生自己疏通文意，同学间展开讨论、解释疑难，教师作
必要的点拨和适当的讲解，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独立解决
问题的能力。

（3）课时安排：一课时

（4）准备教具：录音机、投影仪

宋代有个大诗人叫苏轼，你们可曾读过他的诗文？我们在七
年级上学期曾学过他的一首词，叫《浣溪沙》。哪位同学还
能背诵？（指名背诵这首词）这位大文豪才华横溢，但他的
命运却不太好。他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其心情可想
而知。但他善于自我解脱，与友人张怀民一起夜游承天寺。
承天寺的月色在他的笔下，显得澄澈透明，如诗如画。现在
让我们与这位大诗人共同夜游承天寺吧！（板书课题作者）

（一）朗读课文，读准字音。

1、学生自读课文，看注释，查工具书，互相解决疑难。

2、听录音：听清生字读音及难读句的节奏，标注在书上。

3、自由朗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读顺文章。

4、组织学生朗读：指名读、分组读、集体读。



（二）掌握重点实词的意义，读懂课文。

1、学生再读课文，借助工具书，结合注释，理解并口头翻译
课文。

2、划出疑难字词，准备交流。

3、组织交流：先小组交流，共同讨论，后全班交流解疑。

4、学生当堂笔译。

出示投影：

1、文章最后一句说：“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你认为这
句话写出

了作者怎样的心境？

2、作者在文章中抒发了怎样的情感？哪些词语可以表现出来？

a。学生思考、讨论，解决疑难。(学生言之成理即可)

b。教师结合进行板书。

c。小结这节课，我们学习了苏轼的散文。这篇短文不足百字，
却脍炙人口，堪称古代小品文中的杰作。文章通过记事、写
景、抒情，以极精练的语言，创造出一种诗一样的艺术境界，
表现出作者旷达的人生态度，给人以美感和熏陶。请同学们
课下反复诵读，深入领会本文语言运用的妙处及作者所表达
的思想感情。

1．背诵课文，并理解作者心境的？

2．月光，曾激发过无数诗人的才情，留下许多杰出的诗篇。



收集一些描写月亮或月色的诗句。

记承天寺夜游教案教学设计篇十五

1、了解苏轼生平以及他的文学成就

2、在理解文意的基础上，能背诵全文

3、理解作者的'情感

4、文言积累

悠扬的古琴曲就像时光机一样，把我们带到了一千多年前的
那个夜晚，皓月当空，引发了古人无限情思，我们似乎听到
有两个人在月下聊天。那又是谁呢？他们又在谈论什么呢？
今天我们就借着这琴声和苏轼的这篇文章，带着我们的疑问
向古人要答案去！

先检查一下大家的预习情况，看谁了解苏轼的有关资料最多。

（请学生发言汇报了解的资料，然后展示课件，补充文章的
写作背景）

1、请学生自由朗读，尽量大声的读，然后请学生说说自己读
的怎么样？（读的不大好，或者读的不错……引到录音朗读）

2、听录音朗读，对照自己的朗读找距离（引到翻译理解文章
内容上来）

3、借助手头的工具、注释和自己的文言积累，合作译读文章
（请学生提出讨论过程中的疑问，课堂讨论，教师提出文言
积累要求）

4、出示课件，提供参考译文



1，展示课件中，图文结合，请学生配乐朗读（四个不同的图
文）

2，听录音朗读，自己试着背诵或者跟读

3，背诵

出示课件问题：

1、文中写了何人、何事、何景、何情？（用文章里的词、句
回答）

2、文中作者抓住了庭院中怎样的景物特征，怎样描写的？

3、揣摩文字所寄托的作者的思想感情。（文章里哪些语句是
作者感叹的句子，这些句子表现了作者什么样的情感？）

4、教师总结：

苏轼在自己的政治观点不被人认同，出狱被贬后，还能以这
种豁达的心胸写下如此优美的文章，试问我们也有如此心境
么？那么让我们借着音乐和美丽的景色，也来学学古人吧。

欣赏月夜图，倾听古曲，可以学着古人，激发情思也写一个
短文或者写一两句自己想对苏轼说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