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城子密州出猎教案设计(通用8篇)
教师在编写初三教案时应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合
作意识，使他们在学习中更加积极主动。以下是一些小学教
师编写的优秀教案范文，这些范文对教学的目标和评价标准
进行了详细说明。

江城子密州出猎教案设计篇一

《江城子密州出猎》选自人教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九年级语文上册第六单元。《江城子密州出猎》是苏轼知密
州任上的作品,也是豪放词的开山之作。苏轼,才华横溢,平生
就有报国立功的信念,但因和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和,自动请求
外任,创作这首词的时候,他年已四十,时值西北边事紧张,西
夏多次进攻边境。词人在上阕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一幅气势恢
弘的出猎图,下阕刻画了一位老当益壮、忠心报国的英雄太守
形象。整首词纵情豪迈,洋溢着词人的豪情壮志和爱国情怀。
读来铿锵有力,威武豪迈。

1、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抓住“狂”,通过品味、朗读体会词人所表达的情感。

理解三个典故的含义。体会作者的感情。

根据新课标标准,语文教学的指导思想是致力于全面提高学生
的语文能力和语文素养,培养学生的语感,发展学生的思维和
创新能力,养成学生学习语文的良好习惯,为每一个学生的终
身学习、生活和发展奠定语文基础。所以,这节课我遵循的教
学思想是:

1、有效提高学生语文素养。

2、利于学生生动活泼地主动学习。



3、注重培养学生创新精神。

4、师生互动促进教学。

1、了解著名词人的生平,词的风格。

2、了解词的基本知识,当堂背诵课文。

3、紧扣“狂”品味词句。

1.引导学生反复诵读,掌握停顿,节奏与语气。

2.体会词人所表达的情感3.鼓励学生从语言的角度品析词。

1、体会词表达的思想感情。

2.认识词人面生活与自身变化所持的态度与观念。

朗读教学法:这是一首词运用典故,含蓄蕴藉,含而不露,教学
时创设学习氛围,老师作好朗读指导,努力以声表情,以情表意,
声情并茂,让学生在朗读中感受到“狂”与“豪”。

讨论法与点拨法相结合:讨论法是民主思想在课堂教学中的反
映,有利于激发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评论与争
辩能力。通过讨论,使学生在学习中相互合作,敢于质疑,不断
提高思维能力,有利于发展学生的智力。教师适时给予必要的
点拨指导,引导学生品评鉴赏。

导入。课前,以中国古代文学的鼎盛时期导入。用竞猜的形式
介绍作者。

介绍写作背景。学生适当补充介绍,检查预习情况,有利于增
加学生文学常识。

朗读。朗读是学习语文必不可少的过程,它能帮助学生初步把



握文意。先由自由读、个人读、齐读,师范读,教师作好朗读
指导。

结合注释,疏通文意。培养培养自主学习词的有效方法就是让
学生在多次阅读的基础上感知文意。小组内交流解决疑难。

师生共同赏析,体会词人的思想感情。在这个环节,让各小组
讨论,思考出答案。教师引导学生思考,启发思考。通过探讨
解决问题组织学生自我学习、自主解决问题,在学生回答结束
以后,及时给予点拨,帮助学生理解。

拓展延伸:对比阅读《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进一
入让学生感知豪放词与婉约词的区别。

课堂小结:〈江城子密州出猎〉是苏轼豪放词的开山之
作,“狂”字贯穿全篇,在词中既有外在表现也有内在心情,让
我们看到了一个虽然遭到贬谪却依然保持一种达观态度,有着
一腔报国热情的英雄形象,整首词纵情豪迈,洋溢着词人的豪
情壮志和爱国情怀。读来铿锵有力,威武豪迈。

课后作业:让学生在课后完成一个作业:发挥自己的想象,将本
词改写成一篇记叙文,要求流畅、形象。

教学目标是否得到落实,教学过程能否体现目标,都需要教师
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及时地进行课外训练,可以很好地反馈学
生接受知识的程度和效果。

板书设计的功能是简要全面的概括教学内容。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我的教学目标指引着教师教的活动,也指引
着学生学的活动。学生正确掌握了本词的思想内容,对词人有
了一个深入的了解,能及时了解并熟悉课文,所提出的问题能
够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巩固原有知
识,整个教学过程是这样设计的,但具体的课堂教学还要根据



当时的情景调整。

1、全新引入,调动积极性。

2、师生互动有效教与学

3、愉快教学,能力提高。

江城子密州出猎教案设计篇二

课前我对文本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的研读，为了使我对文本的
理解，更好地为课堂所用，使学生更好地掌握，我设计了初
读正音、听读名义、赏读析词、悟读词眼几个环节，试图
以“狂”字贯穿全文，让学生感悟作者出猎时的狂态和想要
为国效力的狂心。通过学生描述一幅幅画面来感受形象与情
感。接下来是我在教学过程中的得与失。

得：首先在对文本的语言分析这一环节，疏通文字以后，我
做了一个有效的教学设计：上片对出猎的壮阔场面进行了大
量描写，也是最直观体现作者“狂”态的。我让学生想象词
的上片中壮阔的出猎场面，用“我看见了……，“我听见
了……”这样的话语，激发学生对诗词的想象力，让空洞的
文字变得生动，更好地为下片体会作者的感情做准备。其次
在读法的指导上，随着教学环节的推进，我对字的重音，句
子的.节奏，整首词作朗读时所应把握的感情做出了适当的指
导，让朗读教学落到实处，学生课前和课中的朗读明显有进
步，能读出整首作品的豪放之情。

失：这一节课中，也有遗憾。比如在听读明义的环节上，没
有留有时间为学生答疑，使得下面环节的描述画面有些困难，
这些都是因为前一环节的处理不到位，还没有弄懂词义。对
学生所答问题的指导上，我做得还不够。没有因势利导，这
也提醒了我，面对不同的学情，老师向孩子提出的每一个问
题，自己都要有充分的准备。只有在充分预设的前提下，才



能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学有所得，还应当注意教学的评价语言。
这也督促我在以后的教学中更加灵活地对待教学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

我会在以后的教学中更加认真地上好每一堂课，多上好课，
让遗憾变少，精彩变多。

江城子密州出猎教案设计篇三

《江城子·密州出猎》是九年级上册语文第25课《词五首》
的其中一首词。初三的学生对词的内容理解已培养了初步的
能力，但对表现手法这一知识点的赏析较为欠缺，所以本微
课设计就是针对学生这一重点、难点进行教学。

1、培养学生欣赏词的能力：欣赏词的音乐美、画面美、情感
美。

2、感悟苏东坡豪放的词风。

理解本词通过引用典故、直抒胸臆这两种手法抒情言志。

感悟苏东坡豪放的词风

朗读——探究——品味——感悟

新授课

1、导入：

简介作者及写作背景

2、读词以入境

（1）听视频范读。



（2）学生自由读、齐读。

明确语气语调：豪迈奔放，高亢激昂

（3）整体感知本词上、下片的内容

3、品词以入味

（1）理解体味本词通过引用典故、直抒胸臆这两种手法抒情
言志

（2）本词引用了哪些典故？分别表达了作者什么情感？

4、论词以识人

总结本词主旨，理解苏东坡豪放的词风。

写作特点（表现手法）：引用典故、直抒胸臆——豪放风格

1、亲射虎,看孙郎：少年狂气，意气奋发。

2、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希望朝廷重用自己,报效国家。

3、西北望,射天狼：杀敌报国的豪情，建功立业的决心。

《江城子﹒密州出猎》是一首用韵律抒写音乐美感的词，是
一首用典故抒写深长意蕴的词，是一首用豪情抒写雄心壮志
的词。本节微课紧紧围绕学生学习的重点、难点进行设计，
通过朗读——探究——品味——感悟这些方法进行教学，收
到了较好的效果。

这一节课的遗憾之处在于应再增设激发学生对诗词想象力的
环节，体味作者如何让文字变得更生动，更好地体会作者的
感情和词风。



江城子密州出猎教案设计篇四

1、知识与能力：准确、流利、有感情地读词。

2、过程和方法：学习多角度赏析词情。（重点）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学习苏轼面对生活泰然处之、豁达乐
观的生活态度。（难点）

《江城子·密州出猎》是苏轼四十岁在密州作的一首记射猎
的词。这是一首抒发爱国豪情的词作，也是豪放词的开山之
作，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豪情洋溢、壮志冲天的将军形象。

八年级的学生已经学过苏轼《记承天寺夜游》、《水调歌
头》、《浣溪沙》等篇章，对苏轼的生平经历和精神品质有
了一定的了解。但是学生的品味语言的能力有所欠缺，因此
学习该词，主要是学习多角度，体会作者情感。

本节重点：学习多角度赏析词情。

本节难点：学习苏轼面对生活泰然处之、豁达乐观的生活态
度。（难点）

1、导入新课：

2、学案反馈：

（1）通过导学案的批改，涌现出大批优秀的学生，下面让我
们把热烈的掌声送给这些同学。

导入：诗歌是语言的精华，智慧的结晶，只有反复吟唱才能
更深切地理解诗意。下面请同学们齐读这首诗词。

朗读全诗



活动指导：

1、听录音朗读，注意朗读的字音、节奏、情感。

2、自己反复练读，读出其中的节奏、感情。

3、小组内互读，并选派代表在班上赛读。

3、探究活动：

链接语：情感是诗歌的灵魂，了解词的内容有助于理解诗歌
的感情。

合作探究：

一、理解诗意

活动指导：

1、结合课下注释，自主理解词意。

2、存疑之处，组内讨论解决。

3、请同学根据自己的理解，多种形式展示学习成果。

导入：我们常常被词的感情所震撼，一颦一笑，一滴眼泪一
条河流，一颗星星两片花朵，都深深寄寓了作者深深的情感。

二：多角度鉴赏词情。

品读鉴赏本词，理解词所表达的感情？

温馨提示：

1、分析题目，理解词情。



2、抓关键词语，理解词情。

3、从词中的景物或者典故，理解词情。

4、知人论世，理解词情。

5、通过想象画面，更加深入理解词情

6、注意诗的最后两句，词人往往卒章显志。

训练案

1、下面对该词的理解品味有误的一项是：（）

a、此词是苏轼的第一首最具豪放风格的作品，表现他决心抗
击辽、夏侵略的爱国壮志。自此，他树起了“自是一家”的
旗帜，提高了词品，扩大了词的界境。

b、开篇着一“聊”一“狂”两字，更见作者的潇洒豪放，也
隐约透露出怨愤之情；再用一个“卷”字，写出众多人马像
疾风一样驰骋山冈的壮观的出猎场面。

c、用典故是古诗词创作常用艺术手法之一，用典故能含蓄委
婉地表情达意。词中下阕采用冯唐持节赦免魏尚的典故，表
达了作者希望朝廷悯恤年老，免去罪名的愿望。

d、结尾三句卒章显志，表明作者想要驰骋沙场、为国杀敌、
一展宏图的强烈愿望和远大的志向，其耿耿忠心溢于言表，
凸显了刚强威武的英雄气概。

2、整理、汇总本组所提问题。

结语：苏轼的狂，是一种霸气！是一种追求！是一种狂热的
期待！是一种永不放弃的报国豪情！是一种明亮不刺眼的光



辉，是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是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泊，
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5、总结点评：

（1）合作探究后动后，小组展示，学生点评，进行知识、方
法总结。

（2）课堂小结：小组之间分享本节课的收获，其他小组进行
补充。

（3）课堂优秀小结：评选优秀小组、优秀个人。

6、布置作业：

1、赏析陆游《诉衷情》所蕴含的感情。

2、阅读林语堂《苏东坡传》和余秋雨《苏东坡的突围》。

7、预习新课。

《破阵子》

江城子密州出猎教案设计篇五

《江城子密州出猎》本堂课我主要突出了“读”的环节。

先让学生自由朗读，然后再齐读，老师点拨后，学生再齐读
课文。因为读的不够理想，让学生听了录音示范后，再让学
生自由训练，最后再让学生个别示范。

这细致而充分的朗读，在理解文意与示范朗读方面是有益处
的。但细想来，却又有大缺陷。

首先这样的朗读过分集中，使得本来书生朗朗的课堂，只在



此时热闹了一时，却并未贯穿始终。这使得朗读的效益大减，
只起到理解文意与为读而读的作用。如果这一时的朗读能够
在整堂课上细水长流，那么他的效能既可帮助理解文意，又
可加深词句的赏析印象，更能体会词的意境与情感。

其次这样的朗读指导过于强硬，无论是教师关于高低、轻重、
快慢的指导，都非学生自己的情感体悟，而是别人强加给他
们的，即便学生能够读出一点感觉，也决非来自他们真实的
体会。如果在学生自由朗读后，不是齐读，而是让学生朗读
自己最喜欢的一句，并说说为什么这样读？学生在表达自己
的体会后再来指导。这样既发挥了学生的示范作用，又引导
学生在初步的了解与体会后再来朗读，那样的读才是有效的
朗读。

江城子密州出猎教案设计篇六

教学目标：

1、了解词中用典的意义，掌握诗歌学习的方法。

2、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培养学生朗读诗词的能力。

3、了解豪放派词人及词的特点，体会词人立功报国的英雄气
概。

教学重难点：

重点：了解豪放派词人及词的特点，体会词人立功报国的英
雄气概。

难点：了解词中用典的意义。

教学过程：



一、新课导入

一代国学大师林语堂先生曾这样评价他：他是个秉性难改的
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
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
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
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
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
他是苏东坡。

二、作者简介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北宋著名文学家、
书法家、画家。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并在诗、
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诗题材广阔，
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
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
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
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合称“三苏”，都在“唐宋八大家”
之列。

三、写作背景

宋神宗熙宁八年，是苏轼到密州上任的第二年。当时，密州
蝗旱相连，而西北方的西夏和辽不断袭扰边境。爱国心切、
一贯主张抗敌御侮的苏轼，年届不惑而雄心勃勃，在贬官外
任中，不但尽力解除人民的疾苦，而且时刻准备驰骋疆场，
为国效力。他在这年十月，祭常山归来，与同僚猎于铁沟、
黄茅冈，作此词。

江城子密州出猎教案设计篇七

学习目标：



1朗读品析，体会豪放词的艺术特色

2知人识词，理解苏东坡的思想情怀

导入：

著名作家林语堂先生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
亲切敬佩的微笑。苏东坡为什么会令人感到亲切敬佩呢？让
我们一起走进他的词作《江城子密州出猎》，走进他的内心
世界。这节课让我们跟随苏轼一起来到密州，一起观看他的
出猎之旅！

一．读词知境，感知豪放之风

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说：诗词如果不加以朗读吟诵，那么，
它的生命就没有完成。

1初读，读准字音。生读，订正字音。齐读初步感知。

江城子密州出猎教案设计篇八

1．集体背诵。

2．苏词背景介绍。(以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豪放派的词风)苏
东坡是北宋词坛的大革新家，他作词时，正当柳词风靡一时
之际，他有志于改变《花间》以来柔媚的词风。宋神宗熙宁
八年，东坡任密州知州，曾因旱去常山祈雨，归途中与同官
梅户曹会猎于铁沟，写下了这首出猎词。他因自己的词有别于
“柳七郎风味”而颇为得意。曾致书鲜于子骏表达自己的这
种自喜：·“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
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
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3．补充注释与典故分析。



(1)太守：即苏东坡，作者自称。写本词时，作者任密州知州。

(2)孙郎：即孙权。《三国志·吴志》载：“权将如吴，亲乘
马射虎于废亭，马为虎所伤，权投以双戟，虎却废。”

(3)遣冯唐：汉文帝时云中太守魏尚抗击匈奴有功，但因报功
不实，获罪削职。后来文帝听了冯唐的话，派冯唐持节去赦
免魏尚，仍叫他当云中太守。这里东坡借以表示希望朝廷委
以边任，到边疆抗敌。

(4)射天狼：天狼，星名，一名犬星，“主侵掠”，这里指代
西夏军队。

4．内容与形象分析。

(1)由典故运用，我们可以看出，词人苏轼在作品中塑造了一
个怎样的形象?明确：雄心勃勃、英武豪迈、挽弓劲射、保家
卫国、征战沙场的英雄形象。(2)再来分析词的内容，看作者
是怎样塑造这个英雄形象的。

明确：

在这首词中，上阕写出猎，下阕写请战，场面热烈，情豪志
壮，大有“横槊赋诗”的气概，把词中历来香艳软媚的儿女
情，换成了报国立叻、刚强壮武的英雄气了。

上阕：“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
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好一幅威
武的群雄出猎图，勾画出一个狂飚式的人物形象：太守出猎而
“报”知人民跟随去看，其狂一也；出看而须“倾城”，其
狂二也；猎必射虎，其狂三也；自比孙郎，其狂四也。

下阕：“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
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好一个豪放不



羁的个性，好一腔豪情洋溢的壮志：鬓微霜，又何妨，此豪
一也；持节云中，此豪二也；会挽雕弓；此豪三也；西北望，
射天狼，此豪四也。

5．以本词为例，概括豪放词风格。

课后记：学习这首词，不能撇开词本身去分析豪放派的特点，
而要紧紧围绕词，让学生从词出发，去体会，去感悟。

四、课堂训练

1．熟背二词。(让学生再体会、感悟豪放派和婉约派的不同
词风。)

2．根据《浣溪沙》《江城子》的.句数、字数、调数，任选
其中一个词牌试着填词一首。

五、课堂小结

这一节课我们进一步走近宋词，初步接触风格迥异的宋词两
大流派，对诗词的意境、形象、风格的分析方法有了更多的
了解，希望大家下去以后广泛阅读，深入思考，认真分析，
对中国文学史上的两座丰碑有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

六、布置作业

联系辛弃疾的生平、思想、风格自学《破阵子·为陈同甫赋
壮词以寄之》。

课后记：训练1要求全体学生必须做到；训练2只要求有能力
有兴趣者完成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