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薇的教案设计与反思(汇总8篇)
五年级教案的编写需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以适应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
的高三教案实例，希望能够对您的教学工作有所帮助。

采薇的教案设计与反思篇一

《采薇》以其传神的人物刻画、独特的场面描写及真挚的思
乡之情历来为人们所称道。下面是课文采薇教案，我们一起
看一下吧。

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

1、研读文本，培养学生独立阅读、独立思考的能力，并能表
达自己的体验感受。

2、培养学生由表及里，抓住本质，深入探究的能力。

(二)过程与方法

1、能自行翻译，了解作品主旨，熟读成诵。

2、从诗歌的时代背景，表达手法等方面对文本进行鉴赏。

3、适当延伸拓展，启发思考。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了解戍边战士的情感体验，激发学生热爱家乡故土的感情。

2、了解家园之思的文化内涵，以此滋养自己的精神世界。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学会由表及里，抓住本质，深入探究文本，由了解戍
边战士的情感体验进一步了解家园之思的文化内涵，并以此
滋养自己的精神世界。

难点：结合时代背景，了解作品主旨，理解士卒为国赴难中
的家园之思。

教学过程

课前准备

1、提出预习要求。

2、查找与课文相关的课外资料。

3、确定主题。

1)充分预习，提出问题，由组长收集问题，并组织解决问题，
解决不了的问题，再提交老师。

2)借助文下注释和工具书疏通文句，初步感知原诗。

通过学生自己提问的方式，促使学生深入预习，独立思考，
通过课前组织解决一般问题，加强学生之间的交流协作，同
时可以把简单的问题提前处理而不占用课时，也培养了学生
的自学能力。

情境导入

《论语》解读

八佾篇·第三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
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
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1、学生背诵《八佾篇第三》前面三则内容。

2、认真听老师讲解。

3、积极回忆《论语》中写到《诗经》的相关条目。

《论语》是高一年级必读的经典，分散在各节课堂之前讲解，
能培养学生每日读论语的习惯，同时，通过老师的解读，更
明白经典的精髓。孔子与《诗经》有着非同小可的关系，所
以，这节课前解读《论语》可以作为导入，自然引入课堂。

课文探讨

温故知新

(1)《诗经》和“《诗经》六义”。

(2)《采薇》的背景

复习学过的知识，了解本篇课文的背景。

通过复习这些知识，能让学生更牢固地掌握好这些知识点。

重点探究：戍边思乡主题

列出六个题目作为探究台阶：

(1)该诗的思路结构有什么特点?

(2)诗从“采薇”写起，这跟“曰归曰归”的思乡情有何关
系?



(3)前三章所写的“薇”有无变化?从中你能感受到什么?

(4)四、五两章表现了什么内容?与浓浓的乡愁矛盾吗?

(5)这首诗最经典的景物描写在哪里?你是如何理解的`?

(6)你怎么理解这首诗交织着士兵思家恋土与保家卫国的复杂
心理?

学生结合问题以及自己预习的情况展开讨论，师生互动，逐
步推进讨论的进程。

学生可以畅谈自己的独特理解，并深入感知本文主人公复杂
的心理。

重点研读文本，培养学生独立阅读、独立思考的能力，并能
表达自己的体验感受。

通过教师设计小问题的方式引导学生如何由表及里，抓住本
质，深入探究问题。

了解戍边战士的情感体验，激发学生热爱家乡故土的感情。

延伸探究：边关思乡(征战不归，身不由己的天涯羁旅)

柳中庸《征人怨》

李益《从军北征》

范仲淹《渔家傲》

李白的《关山月》

高适《塞上听吹笛》



学生重在朗读体会，学习一些鉴赏技巧，同时，学会知识迁
移，运用所学的知识探究类似主题的诗歌。

适当延伸拓展，启发思考。

通过同一主题相关诗歌的拓展，扩大学生的知识积累，同时
唤起学生的比较阅读的意识，了解边塞诗歌的特点。同时，
通过纵向比较，可以增强学生的历史思辩意识，更深入地了
解家园之思的文化内涵。

本文其他可行性探究引导：

文本探究：翻译改写概括每章内容第六章解读艺术特点本诗
主题

拓展性探究：

1、《诗经》战争诗探究

2、文化背景探究(中国古代农耕文化对战争的影响)

3、意象的探究(植物或以采摘植物的行为作为思念意象)

学生重在初步了解探究内容，可以在课后进行小组协作探究。

旨在示范，引导。

示范一篇文章可以从多个角度去解读，可以从深度考虑，亦
可从广度考虑。《诗经》作为诗歌的一大源头，可研究的内
容很多，此内容的设计，可以是学生研究性学习的简单指导，
以引起部分学生深入研究的兴趣。

课堂小结

教师总结归纳：



边塞征战诗，描写边塞风光和戍边将士的军旅生活，或抒发
乐观豪迈、相思离愁的情感，风格悲壮浑厚，笔势豪放。

与教师一起回顾，总结。

旨在给学生一个明确的知识点。

布置作业：“半个百姓半个兵，半碗黄沙半碗风，多少将士
思乡梦，尽在万古荒原中。”——乌鲁木齐“西北边境第一
连”

拓展阅读：采薇赏析

战争的策划和发动是“肉食者”们的勾当，被迫卷入其中的
个人，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犹如随风飘动的落叶，随波逐
流的小、舢任命运之手随意摆弄，疲惫忧伤痛苦疾病衰老死
亡全都身不由乙只有暗自嗟叹、仰天长啸的份儿。恐怕这是
普通士兵们剩下的唯一属于自己的权利和“财产”。

凭了这点权利唱一曲忧伤的歌，总不至于得罪了大人君子们
吧!无家无室的忧虑，居无定所的烦闷，频繁作战的辛劳和疲
惫，思念故乡的痛苦，对个人命运的感慨，对入侵之敌的仇
恨，对和平安宁生活的向往，触景生情的感伤，命运无常的
恐惧，遥遥无期的等待，这一切无时无刻不冲击着敏感多思
忧患焦虑的心灵。把它们吟唱出来，是一种自我遣怀，自我
抚慰，犹如受伤的小动物，只有自己舔吮伤口，自己忍受痛
苦，自己体验悲伤。

倘若受伤后连哀叫的欲望和本能都丧失了，那便彻底麻木了，
物质化了。对于受惯了命运摆弄、痛苦煎熬、忧伤折磨的心
灵来说，艰难坎坷辛劳疲惫枪林刀箭都不可怕。可怕的是形
如搞札，心如死灰，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活的生命个体的灵
性和生气。



对忧伤和痛苦的敏感，不仅表明个体对自己生存处境的真切
关注，也表明了个体的自我意识和意志。对忧伤和痛苦的表
也不仅仅是一种无助的感叹和哀伤，而且也是表达不甘于忍
受比伤和痛苦、不甘于向命运屈服的一种特有方式。它所要
告诉我们的无我忧伤，我痛苦，我无助，但我不愿，我不服，
我也有自己的向往和追求，有自己的价值和尊严。

能够这样去想、去做的个体，实际上并不“小”。从他无能
为力、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角度说，他是弱小的;从他不愿屈
服于命运的摆布、有自己的追求的角度说，他却是了不起的。
正因为这样，吟唱自己的内心忧伤和痛苦，就已经不是一件
简单的事比即使歌吟者本身像是不经意地这样做，然而其内
心深处的动机却昭然若揭。

整个人生就如一场战争。活着就会被迫卷入这场战争之中，
就会有忧伤、痛苦、烦恼，恐惧、绝望。向往。追求、无助
等等生存体验。表达这些体验的诗，本身就是动人的生存哲
学。

采薇的教案设计与反思篇二

《采薇》是一首以远戍归来的士兵的口吻写下的追述征战生
活的诗篇，末章以痛定思痛的情绪结束全诗，悲苦之情感人
至深。

【教学目标】

1、理解主人公复杂的心情。

2、了解《诗经》的重章叠句的形式及其作用。

3、进一步了解《诗经》“无邪”地“言志”的特点。

4、了解《采薇》篇对后世边塞诗的影响。



【教学重点】

1、理解主人公复杂的心情。

2、了解《诗经》的重章叠句的形式及其作用。

【教学难点】

理解主人公复杂的心情。

【教学课时】

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教学

“爱情”是《诗经》歌咏的一大主题，另一大主题是“战
争”，在以“战争”为主题的诗歌里，有从妻子的角度写自
己对久役不归的丈夫的思念，有征夫咏叹没有尽头的战争和
对家人的思念。《小雅·采薇》就是这类诗中最优秀的作品。

二、研读诗歌

1、就着课下注释，弄懂诗歌的意思，并将诗歌按照上节课所
教的节奏朗读一遍。

2、全诗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寒冬，阴雨霏霏，雪花纷纷，一位解甲退役的征夫在返乡途
中踽踽独行。道路崎岖，又饥又渴;边关渐远，乡关渐近。此
刻，他遥望家乡，抚今追昔，不禁思绪纷繁，百感交集。艰
苦的军旅生活，激烈的战斗场面，无数次的登高望归的情景，
一幕幕在眼前重现。《采薇》，就是三千年前这样的一位久



戍之卒，在归途中的追忆唱叹之作。

解读1～3章：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
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忧心烈烈，
载饥载渴。我戍未定，靡使归聘。”

“采薇采薇，薇亦刚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王事靡盬，
不遑启处。忧心孔疚，我行不来。”

翻译：采薇菜呀采薇菜，薇菜芽已钻破土。说回家呀说回家，
又到了一年将近的时候了。没有了家也没有了室，只因玁狁
来侵犯。不能安坐与定居，只因玁狁常为患。

采薇菜呀采薇菜，薇菜的茎叶多柔嫩。说回家呀说回家，心
中的忧思多深沉。忧心如火猛烈烧，又饥又渴实难忍。驻守
的营地不固定，没人回乡通音讯。

采薇菜呀采薇菜，薇菜茎叶变粗硬。说回家呀说回家，今年
阳月又已临。王室公事无休止，不能片刻享安静。忧思在心
真痛苦，我今远行难归省。

评说：这三章说了两层意思，一是归途中追忆思归之情，二
是叙述难归的原因。

这三章的前四句，以重章复沓并循序渐进的方式，抒发思家
盼归之情;而随着时间的一推再推，这种心情越发急切难忍。
诗以采薇起兴，采集薇菜果腹，表明戍边生活的艰苦，
且“薇亦作止”、“薇亦柔止”、“薇亦刚止”，循序渐进，
除了刻画薇菜从破土发芽，到幼苗柔嫩，再到茎叶老硬的生
长过程，它还同“岁亦莫止”、“岁亦阳止”一起，喻示了



时间的流逝和戍役的漫长。眼见着岁初而暮，物换星移，总是
“曰归曰归”却总不能归，使我对能不能再见到家人由“忧
心烈烈”到“忧心孔疚”。

那么，为什么戍役难归?后四句做了层层的说明：远离家园，
因为玁狁之患;戍地不定，因为战事频频，以致音讯难递;无
暇休整，因为王差无穷。究其根本原因，即“玁狁之故”。

恋家思亲的个人情结和为国赴难的责任感相互交织着，它们
虽然互相矛盾却同样真实。在诗的开始用重章复沓的形式反
复咏叹，形成了诗歌的感情基调。

朗诵这三章。感受《诗经》重章复沓的章法所带来的音乐美。
《诗经》的'这种结构来自于民歌，劳动者的歌声此起彼伏，
自然而然形成叠章，它能一层一层增强情感的抒发，受到回
环往复、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使诗歌充满音乐的节奏美。
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士卒们在采食薇菜时，思念家乡的叹
息声此起彼伏。就像后代的诗人所写的那样：“不知何处吹
芦管，一夜征夫望乡。”

3、解读4～5章：

“彼尔维何，维常之华。彼路斯何，君子之车。戎车既驾，
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

“驾彼四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
象弭鱼服。岂不日戒，玁狁孔棘。”

翻译：那是什么花盛开?棠棣烂漫一丛丛。那是谁乘坐的高头
大马?那是将帅所专用。驾御的兵车已起行，四马壮硕气势雄。
不敢安居战事频，一月三次捷报送。

驾起四马驱车行，四马强壮神采奕奕。将帅乘车作指挥，士
卒靠车作掩护。四马步子多整齐，弓饰以象牙，鱼服箭袋。



怎能不每天警戒?玁狁侵扰势紧急。

评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因而我远离家乡，共赴国难。
可是久久不能归家且乡音渺渺，这使我内心备受煎熬。而这
一切都由于玁狁的入侵，就让我们奋力赶走他们，好早日回
到那日思夜想的家乡。因而接下来的这两章就很自然地追述
行军作战的紧张生活，语气中充满了自豪之感。

以“维常之华”兴起“君子之车”，流露出军人特有的自豪
之感。让他们自豪地是什么呢?自然是威武的军容“四牡业
业”、“四牡骙骙”、“四牡翼翼”、“象弭鱼服”、高昂
的士气、训练有素的作战“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在战车的
掩护和将帅的指挥下，士卒们紧随战车冲锋陷阵)和频传的捷报
“一月三捷”。战马强壮而训练有素，武器精良而战无不胜。
将士们天天严阵以待，又再次说明了久戍难归的原因。

朗诵这两章，读出激昂、自豪之情。

4、解读第6章：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
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翻译：当初离家从军去，杨柳依依轻摇曳。如今返乡解甲归，
雪花飘飘飞满野。道路长远慢慢行，又渴又饥愁肠结。我的
心中真悲伤，谁知我有多凄切。

采薇的教案设计与反思篇三

《采薇》情景交融，寓情于景，今昔对比，写出了戍边战士
回乡归途中伤心悲苦的心情。下面是《采薇》优秀学案，希
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学习目标】



1、了解《诗经》常识：风、雅、颂、赋、比、兴。

2、学习诗中的比兴手法及重章叠唱的章法。

3、了解《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认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
特点。

4、了解古代劳动人民的生活。

【教学时间】

一课时。

【学习步骤】

一、了解《诗经》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从西周初期至春
秋中叶大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先秦称为《诗》，或取其
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
并沿用至今。《诗经》所录，均为曾经入乐的歌词。《诗经》
的体例是按照音乐性质的不同来划分的，分为风、雅、颂三
类。

3、颂，是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内容多是歌颂祖先功业的'。

所谓《诗经》“六义”，其中风、雅、颂，是指体例分类来
说的;赋、比、兴，是就表现手法而言。关于赋、比、兴，宋
代朱熹做了比较确切的解释：“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
也。”赋、比、兴手法的成功运用，是构成《诗经》民歌浓
厚风土气息的重要原因。《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光
辉起点。由于其内容丰富、思想和艺术上的高度成就，在中
国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开创了中国诗歌的



优秀传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二、学习《采薇》

1、学生朗读，整体把握。思考讨论：这首诗表现了什么样的
主题?

《采薇》是《小雅》中的一篇，表现了普通士兵在离乡出征
的岁月里的艰苦生活和内心伤痛，字里行间表达了对战争的
不满和对故乡的思念。

2、再读诗歌，疏通词句。

3、理清思路，把握内容。

第一章，写士兵为抗击外族的侵犯，背井离乡，久久不得归
家，而产生的悲伤、厌战和对外族的仇恨。

第二、三章，写军旅生活之劳苦及由此而引发的强烈的思归
之情。

第四、五章，直接写战事。这两章是在前面基础上的对战争
场面的具体描写，通过对马、车、象弭、鱼服、将帅和士兵
生动而形象的刻划，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忧心烈烈”“忧
心孔疚”的原因，也使前面的“王事靡盬”落到了实处。从
而进一步强调了正是因为战争频繁，居无定所，作为兵营中
最底层的士兵才归家无望，思乡心切。

第六章，写戍卒归途中悲伤痛苦的心情。有了前面的一系列
铺垫，经过出生入死的战斗之后，战争的幸存者终于踏上了
归家的路途。但作品并没有写士卒胜利后的喜悦，而是营造
了昔日杨柳依依、如今雨雪霏霏的场景，写的是历经磨难之
后内心深处的凄凉和悲苦，而且“行道迟迟，载饥载渴”，
归乡的路依然那么艰难。



4、赏析：诗末章首四句，历代传诵不已，被视为情景交融的
佳句。王夫之在《薑斋诗话》里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
乐。”

读罢全诗，我们仿佛看见一个身心憔悴的戍卒，冒着大雪，
沿着泥泞的小路慢腾腾地走向画面深处，走向大雪浓重的远
方。只给我们留下一个孤独的背影，一声幽怨的叹息。

拓展阅读：《诗经·采薇(节选)》介绍

诗经.采薇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写作背景:

《诗经.采薇》是写一位远征战士归来,在回乡途中,他抚进追
昔,回想自己在军中的情况与.周宣生(公元前八二七至公元前
七八二年在位)执政的前夕,狁曾乘周王朝政治**和遭遇丈旱
灾的机会,侵扰北方边境.(公元前八二七年悬望曾出兵征讨)

诗的背景:

原诗共六章,阅读材料节选的是第六章的前四句,分别描写了
春天和冬天有代表性的自然景物.这首四言诗,在我国以《诗
经》为代表的古诗中是很常见的.

诗的意思:

春天,柳条随风飘动;冬天,雪花飞舞.



采薇的教案设计与反思篇四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目标：

(1)掌握“莫”“止”“刚”“疚”“腓”“思”“雨”等重
要词语的意义和用法。

(2)通读诵读，品味诗歌的语言美，初步掌握诗歌的鉴赏方法。

2、过程目标：诵读，合作学习，把握《诗经》重章叠句的好
处。

3、情感目标：了解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灾难，爱护和平，珍惜
生活，热爱祖国，热爱学习。

教学重点：

1、积累重要文言实虚词。

2、赏析诗歌的艺术手法。

教学难点：

分析战士归途“我心伤悲”的原因及“乐景写哀情”的手法。

教学方法：

诵读、合作、探究

课时安排：

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和平一直是人们向往的生活方式，然而战争却一直如鬼魅一
样，缠绕着和平。似乎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战争，因而战
争是不少文学作品中永恒的话题。今天我们回到中华文学的
源头《诗经》，去感受战争给古人带来的百味人生。

请同学们打开课本《采薇》。

二、回顾《诗经》有关知识

三、诵读课文

1、自读，结合注释和工具书，解决字音

靡室靡家不遑归聘靡盬

牡骙腓弭霏霏

2、范读

3、齐读

4、指名学生诵读，其他同学注意听，指出优点与不足

5、自读，梳理基础知识(找出课文中重要词语，并解决其意
义和用法)

(1)古今异议词：止作聘孔路

(2)通假字：莫尔棘

(3)活用词：日(名词作状语)雨(名词用作动词)



(4)一般重要实虚词：靡(无)、遑(闲暇)、牡(雄性鸟兽，与
牝相对，如牝鸡司晨)、捷(胜利)、骙骙(熟练的样子)、
载……载……(一边一边，如载歌载舞)

助词，无实义：维、斯、思、止(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四、文本赏析

1、快速浏览课文，思考诗歌主要写了什么内容?

——戍边战士思乡

2、是不是一开篇就写思乡呢?

——不是

3、开头没写思乡，写采薇，这是《诗经》中的哪一种手法?
还有哪些章用了这种手法?

——兴，1-4的章都用了兴的手法。1-3章都是以采薇起兴。
第4章以棠棣之花起兴。(进一步加深对《诗经》“六义”的
理解)

——暗示了战事的艰苦，战士因为没有足够的粮食，所以才
以野菜充饥;另外也渲染了一种悲凉的气氛。

5、再看前三章有什么特点?

——重章叠句，有加强语气一唱三叹之效，有节奏感和音韵
美。(齐读体会)

6、前三章都以采薇起兴，但也有变化，试说出。

——写采薇从生到老的变化,反映了作战时间之长，可能是一
年，更可能是几年、十几年、几十行。



——暗示时间的流逝，增强思乡的表达效果。

7、那么战士思家，他们有没有回去呢?

——没有，这反映了战士保家卫国的高尚情怀，主动的去作
战。

8、第四、五章具体描写了边关战事，都写了哪些与战斗有关
的事物呢?

——高大的战车、雄壮的战马、整齐的队列、熟练的动作、
精良的装备等。

——战士们对自己军队的强大，感到骄傲和自豪，面对强敌，
雄纠纠，气昂昂，同仇敌忾。最终取得了战事的胜利(一月三
捷)。

9、战事胜利了，终于可以回家了吧，最后一章在写法上与前
面几章有何不同吗?

——最后一章以抒情为主，借景抒情;另外用了对比手法，以
离家时的欢愉与归家时的忧伤作对比。

10、既然可以回家了，为什么“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呢?你
知道“他”的哀吗?试说一说。

《古诗十九首》：“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
家中有何谁?”

五、小结

这首诗歌写到在国家危难之时，战士在思归与作战之间，毅
然决然选择作战，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

——冷兵器时代，人多力量大，而现代战争的今天，人多已



经不是优势，应该以科技武装自己，打好科技战。作为我们
同学们，应该努力学习，掌握好科学文化知识，为祖国奉献
自己的力量，这样也就足够了。

六、布置作业

诗歌最后一章“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
霏”历来为人所称道，请同学们扩写成一段300字左右的文字。

采薇的教案设计与反思篇五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目标

1).学生掌握诗歌的主题思想，理解戍卒远别家室、历久不归
的凄苦心情，诗中流露的保家卫国的自豪感，戍卒急欲回家
和继续在外抗敌的矛盾心。

2).学生能指出起兴手法的运用，能说出重章叠唱的艺术手法
及其作用。

2.过程与方法目标

1).本篇为古典诗歌，反复阅读，熟读成诵。

2).听《采薇》的吟诵音频，掌握重章叠唱所营造的音乐感。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1)理解诗中，戍卒远别家室、历久不归的凄苦心情，把握戍
卒王朝强盛的自豪感，对不平等的愤怒，急欲回家与“天下
兴亡，匹夫有责”的保家卫国的强烈挣扎的矛盾心。



2)理解古今戍边战士思家之苦、闺中女子思夫的共同情感。

3)学生能对和平有更深层次的认识。

教学重点难点

1.教学重点

掌握赋比兴、重章叠唱的艺术手法。

2.教学难点

1)把握戍卒远别家室、历久不归的凄苦心情，把握戍卒王朝
强盛的自豪感，对不平等的愤怒，急欲回家与“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保家卫国的强烈挣扎的矛盾心。

2)理解古今戍边战士思家之苦、闺中女子思夫的共同情感。

教学媒体：多媒体课件

教学课时：1课时

课前预习：

1听《采薇》吟诵音频，并大致能唱，感受其中戍卒的情感变
化。

2.思考：我们学过哪些表达类似情感的诗词，这些诗词都有
什么共同点?

3.自主选择其他《诗经》篇目，对其简要赏析。

教学流程：

一、导入新课



大家已经预习了《采薇》，你喜欢《采薇》吗?你从中读出了
什么?

明确：凄苦的思乡之情

《采薇》是一位久戍思归的戍卒在回乡途中吟唱的血泪之歌，
是一幅凄凉的物是人非的图画。我想，每个同学读完此诗，
都会有自己独特的阅读感受。今天，让我们一起读这首诗，
再次走进戍卒的内心，感受那份凄苦与凄凉。

二、1——3章，把握重章叠句，感受戍卒远别家室、历久不
归的凄苦心情.

赋：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
玁狁之故。

曰归曰归，心亦忧止。忧心烈烈，载饥载渴。我戍未定，靡
使归聘。

曰归曰归，岁亦阳止。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忧心孔疚，我
行不来!

比兴：采薇采薇，薇亦作止;采薇采薇，薇亦柔止;采薇采薇，
薇亦刚止

2.1~3章的兴咏唱的是什么?“采薇”做什么?为什么要采薇?

采薇，采集野生薇菜，戍防战士所为，粮草不够，为了生计，
辛苦坦然去做，不勉强，也不做作。凄凉的戍边生活画面，
我们仿佛看到面带饥色的戍卒一边在荒野采集野菜，一边思
念着久别的家乡，屈指计算着返家的日期。

3.1~3章在形式上有什么特点?这种艺术手法叫什么?具体赏析。

特点：章与章往往句型重复，字面也大体相同，只在关键处



更换个别字。

这三章虽然采用重复的形式来表达同一种情绪，但是作者在
字句上略加变化，便更深刻的表现了士卒的内心之苦。痛苦
的感情层层递进。

从“作”到“柔”到“刚”暗示了什么?

第1章：采薇采薇，薇亦作止。这是写春天，薇菜刚刚绽出嫩
绿的芽尖

第2章：采薇采薇，薇亦柔止。这是写夏天，薇菜的叶片肥嫩。

第3章：采薇采薇，薇亦刚止。这是写秋天，薇菜的叶茎老而
粗硬。

从春到秋，一年将尽，何时才能归家呢?这些意蕴都是通过薇
菜的变化表达出来的。

时间流逝，不得归家

4.每章具体描写思归之情的是哪几句?

第1章：曰归曰归，岁亦莫止。到了年底还回不了家，并抱怨：
“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是猃狁害
得他有家难归。

第2章：曰归曰归，心亦忧止。忧心烈烈，载饥载渴。他因思
乡而心头烦闷，好像火烧一样，而且感到饥渴难耐，还想到：
“我驻守的地方不确定，连捎个家信也不可能”。

第3章：眼看已经到了十月，回家还是没有指望，戍卒不禁发
出痛苦的呻吟：“忧心孔疚，我行不来”，士卒极其痛苦，
可又有谁能宽解呢?显然随着戍边时间的延长，乡愁也日益深
重。



这种反复吟咏，渐次深入的`方式让读者一步步走入戍卒的心
灵深处，体会他们与日俱增的思乡之苦。

5.播放《采薇》前三章吟诵，归纳重章叠唱的艺术作用以
及1~3章所表现的士卒的思想情感。

采薇的教案设计与反思篇六

一、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了解家园之思的文化内涵，进一步认识故乡对一个人成长的
重要意义，以此滋养自己的精神世界。

研习文本，培养学生独立阅读、独立思考的能力，并能表达
自己的体验感受。

进一步认识诗歌的文体特点，在把握情感的基础上，能读出
诗歌的节奏、韵味。

2、过程与方法

自行诵读、翻译，了解作品主旨，当堂成诵。

探究学习，通过这两首诗歌中的乡情之比较，探讨诗歌中的
乡思情结的内涵，体验这一美好的感情。

鉴赏诗歌，从诗歌的意境、表达手法等方面对文本进行比较
鉴赏。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体验家园之思对一个人的成长的影响，激发学生热爱家乡故



土的感情。

在更广阔的阅读视野中，比较鉴赏这两首诗歌在表现手法上
的异同，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

二、教学重点

1、了解家园之思的文化内涵，激发学生热爱家乡故土的感情。

2、培养独立阅读、独立思考的能力，表达自己的体验感受，
展开与文本、编者、老师、同学的对话交流。

3、比较鉴赏这两首诗歌在表现手法上的异同，提高诗歌鉴赏
水平。

三、教学难点

比较鉴赏这两首诗歌在表现手法上的异同，提高诗歌鉴赏水
平。

四、教学方法

诵读赏析

五、课时安排

1课时

六、教学过程：

(一)、知识前提详解

1、作者作品简介

孔子(前551年——前479年)，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教



育家，也是春秋末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政治上主张严格遵守
“礼”，特别强调“仁”，对我国古代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
贡献，整理编定了古代的文化典籍《诗经》《尚书》《礼记》
《乐》《周易》《春秋》。其言论，主要记载在《论语》中，
其思想，从汉朝后，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2、背景介绍

《诗经》的305篇诗歌，多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作品，产
生于今山西，陕西，河南，山东，湖北等地。大体上说，
《风》是民间乐歌，《雅》是宫廷乐歌，《颂》是宗庙乐歌
和舞歌。

《风》的`绝大部分及《小雅》的少部分作品，具有较高的思
想性和艺术性，代表了《诗经》得最高文学成就。这些产生
于民间的作品，或揭露当时的社会政治的黑暗，或反映徭役，
兵役的痛苦，或表现劳动生活的苦乐，或描述爱情婚姻的悲
欢，从各个侧面广泛的展示了古代社会，政治和日常生活的
图景。

3、相关资料

《诗经》的语言特点

《诗经》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种
句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常常采用重章叠唱的
形式，大量使用双声、叠韵、叠字的语汇。《诗经》是中国
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一个光辉的起点。

《诗经》的重章叠唱及表现手法

《诗经》善于运用重章叠唱来表达思想感情，即重复的几章
间，意义和字面都只有少量改变，造成一唱三叹的效果。增
强了诗歌的音乐性和节奏感，更充分的抒发了情怀。



《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了作品
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所谓“赋”是“敷陈其
事而直言之”。这包括一般陈述和铺排陈述两种情
况。“比”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
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
法。“兴”字的本义是“起”。

《诗经》中的“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
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
一章诗的开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
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

(二)、让学生提前预习课文。尤其是重点字词，句式，文章
大体翻译。

1、学生朗读，整体把握。

思考讨论：这首诗表现了什么样的主题?

明确：《采薇》是《小雅》中的一篇，表现了普通士兵在离
乡出征的岁月里的艰苦生活和内心伤痛，字里行间表达了对
战争的不满和对故乡的思念。

2、再读诗歌，疏通词句。

译文：

野豌豆苗采几把，一些豆苗已长大。说回家啊难回家，岁末
又将来临啦。没有屋来没有家，只因匈奴太凶煞。没有空闲
坐下来，只因匈奴久徘徊。

野豌豆苗采几把，豆苗柔嫩刚发芽。说回家啊难回家，心总
忧愁总牵挂。忧心如焚烤艳阳，又饿又渴实难当。战事难将
帐安定，无人归家问音讯。



野豌豆苗采几把，豆苗茎叶老又硬。说回家啊难回家，转眼
又去半年啦。朝廷差事不停遣，没有一处可休闲。忧心积郁
成久痛，只恐死讯往家送。

路边何花争娇艳?白棣花开一片片。路边何车真威武?将军出
征将路堵。战车前方套上马，四匹马儿真高大。如此怎敢图
安乐?一月捷报一箩箩。

趋车策马征四方，马儿强健势浩荡。将军树威车旁立，兵士
也靠车隐蔽。四马雄威多整齐，雕弓箭袋不曾离。哪敢一日
不戒备?匈奴战事催人急。

想我当年出征日，杨柳春风真美丽。如今归来返故里，却是
雪花纷飞时。行路迟缓路漫漫，又渴又饿不胜寒。无限伤悲
在我心，谁人知晓叹伶仃。

3、理清思路，把握内容。

第一章，写士兵为抗击外族的侵犯，背井离乡，久久不得归
家，而产生的悲伤、厌战和对外族的仇恨。首四句，以薇菜
渐次生长和时间的推移来起兴，来表达士兵久役于外不得归
家的怨敌、思家与盼归的心情。“靡室靡家”和“不遑启
居”是这一心情产生的主要原因。朱熹引用程子的话
说：“古者戍役，两朞而还。今年春莫(暮)行，明年夏代者
至，复留备秋，至过十一月而归。又明年中春至，春暮遣次
戍者皆在疆圉。如今之防秋也。”(《诗集传》)这段话告诉
我们，当时的兵役制度是二年为期限，可是本诗中的战士的
服役看上去没有期限，士兵归家变得遥遥无期，这自然要引
起征卒的不满和对家乡更强烈的思念。以下几章都是围绕着
这个基调叙写的。

第二、三章，写军旅生活之劳苦。朱熹在《诗集传》中
说“言戍人念归期之远，而忧劳之甚，然戍事未已，则无人
可使归而问其室家之安否也。”诗仍以薇菜逐渐长得柔嫩、



粗硬起兴，暗示时间流逝，易年更岁，可是役期却无止境，
军旅生活又异常痛苦，转战不止，饥渴劳顿。而“靡使归
聘”和“我行不来”，则表达了边关和故乡相隔万里，关山
阻断，音讯全无，由此而引发的强烈的思归之情。

第四、五章，直接写战事。这两章是在前面基础上的对战争
场面的具体描写，通过对马、车、象弭、鱼服、将帅和士兵
生动而形象的刻划，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忧心烈
烈”、“忧心孔疚”的原因，也使前面的“王事靡盬”落到
了实处。从而进一步强调了正是因为战争频繁，居无定所，
作为兵营中最底层的士兵才归家无望，思乡心切。

第六章，写戍卒归途中悲伤痛苦的心情。有了前面的一系列
铺垫，经过出生入死的战斗之后，战争的幸存者终于踏上了
归家的路途。但作品并没有写士卒胜利后的喜悦，而是营造
了昔日杨柳依依、如今雨雪霏霏的场景，写的是历经磨难之
后内心深处的凄凉和悲苦，而且“行道迟迟，载饥载渴”，
归乡的路依然那么艰难。

4、明确特点，熟读成诵。

从艺术上讲这首诗很有特点。

首先，诗歌十分注重用具体生动的细节来展现生活图景，比
如，对战争场面的描写，并不是直接写刀光剑影和厮打拼杀，
而是写战车、战马，写象弭、鱼服，写劳累奔波，写饥渴难
当，但我们通过这些描写可以想见战争的残酷。

其次是情景交融，诗末章首四句，历代传诵不已，被视为情
景交融的佳句。王夫之在《薑斋诗话》里说：“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
倍增其哀乐。”

再次，是它的旋律协调，音节和谐，一唱三叹，诗的前三章



开头句式相似，反复吟唱，一方面以植物的生长暗示时间的
流逝，另一方面也在鲜明的节奏中表现出诗歌特有的音乐之
美。

(三)、布置作业：

完成《学习与评价》相关练习。

采薇的教案设计与反思篇七

三峡

教学目标

1、知识和能力

(1)、朗读课文，理解文意。

(2)、品析课文，引导学生领略三峡景色之美。

(3)、体味作者的思想感情。

(4)、欣赏课文，揣摩作者笔法之妙。

2、过程和方法

自主、合作、探究

3、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感受三峡雄奇险峻、清幽秀丽的景色，激发热爱祖国壮美河
山的感情。

教学重点



1、朗读课文，理解文意。

2、品读课文，感受三峡的独特美。

教学难点

1、体味作者的思想感情。2、欣赏课文，揣摩作者笔法之妙。

教法学法

1、教法：诵读法、讨论点拨法、拓展法。

2、学法：诵读、讨论、探究。

辅助教具

小黑板、录音机、卡片等

课时安排

1课时

教学流程

一、创设情景，导入新课

1、导语

在波澜壮阔、一泻千里的长江上，有一处无比壮美的景观，
它仿佛是一串串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们的母亲河上，它就
是闻名世界的长江--三峡。人们都说，三峡美，三峡奇。那
它美在哪里，有奇在何处呢？这节课我们就跟随北魏的郦道
元，一起去领略三峡的魅力！

2、请同学介绍作者、作品等



生a：三峡，指瞿塘峡、巫峡、西陵峡的总称。

生b：郦道元，北魏地理学家，撰有《水经注》。

二、出示目标

1、感受三峡雄奇险峻、清幽秀丽的景色，激发热爱祖国壮美
河山的感情。

2、朗读课文，理解文意。

3、品析课文，领略三峡景色之美。

4、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5、欣赏课文，揣摩作者笔法之妙。

三、朗读课文，整体感知

1、教师伴乐（高山流水）范读课文（要求学生听读，注意字
音、节奏、韵律及情调），学生初步领略三峡之美。

2、学生自读（伴乐），自由欣赏三峡之美

教师指导朗读：读准字音、读顺节奏、读出感情。

第二段读快，读出气势；第三段读慢，读出清幽；第四段略
慢，读出凄美。

3、伴乐朗读竞赛（小组推荐或自荐4人，每人一段，评价、
鼓励）

4、学生齐读（美读）

5、自读课文，理解句意（分小组疏通，教师巡视）



6、集体解决疑难

四、品读课文，合作探究

我们已经初读了课文，理解了文意。下面让我们再一次进入
课文，边读课文边透过文字去领略三峡的美。

1、小组自学，讨论问题，教师巡视、点拨。

问题：

（1）：作者从那些方面描写三峡自然景观的？

（2）：作者抓住这些景物的什么特点来写的？归纳其特点并
从文中找出相关语句描述。

（3）：课文表现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4）：学完这篇课文后，你觉得作者的哪些写作技巧是值得
你学习（可从结构、语言、描写角度等方面入手）

2、合作探究（小组代表竞答，师生评议、鼓励、）

（1）三峡之美，美在那里？

生a：美在山，美在水。

（2）三峡的山水各有什么特点？归纳其特点并描。

师：如，三峡的水四季有不同的特点。三峡春冬之水是清幽、
激荡、秀丽的。你看：水流湍急如白练，潭水碧绿如翡翠。
怪柏、小草欣欣向荣，悬泉瀑布飞流直下。（从素湍绿谭，
回清倒影可以看出来。）

生b：三峡的山是连绵的、高峻的`。你看：它们高耸入云，连



绵不绝，隐天蔽日（从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
天蔽日，还有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可以看出来。

生c：夏水是湍急的。你看：湍急的水流，阻绝了上行下行的
船只，从白帝城到江陵，1200余里，一天就到达了。（从夏
水襄陵，沿溯阻绝、有时朝发白帝，暮至江陵，其间千二百
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可以看出来。）

生d：秋天的水是凄清的。你看：树林山涧凄清寂静,高处有哀
啭的猿鸣，江上有凄婉的吟唱，让人动情。（从林寒涧肃、
高猿长啸等可以看出来。）

（3）写景是为了抒情，这篇文章表达了怎样的感情呢

生e：表达了作者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感情。

（4）你觉得作者的哪些写作技巧是值得你学习的？（答出一
点即鼓励）

生f：(1)条理清晰，层次分明。（2）语言精炼、贴切。（3）
运用正面描写与侧面烘托相结合的手法。

五、拓展介绍

同学们，三峡的景色这样秀美，你想去吗？（想）现在能看
到这样的景色吗？（不能）5月20日14时，宏伟的三峡大坝全
线建成。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梦想已经实现。到世
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将全面竣工，那时
三峡将充分发挥其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作用。中国人让
三峡造福人类的梦想正在实现。

而神秘的巨人；走近了，一个现代而又更加壮美的三峡。虽
然，美丽不会永远，但是文明总要进步，当眷恋之手告别千
年的风彩，留下的依然是永恒的赞美。



六、小结

郦道元抓住特征，仅用155字，就写出了三峡的高峻美、奔放
美、清幽美和凄婉美，为我们展现出三峡无穷无尽的美景，
读来令人神往。

郦道元用文笔装点三峡，科学家用智慧改造三峡。同学们，
你们现在也要发奋学习，努力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将来积极
投身到祖国的建设和管理中去，把祖国打扮得更加美丽！

七、学生根据板书提纲试背课文。

八、作业

1、背诵课文。

2、课后练习一、二、三。

3、查阅有关资料，自办一期以三峡为主题的手抄报。

板书设计：

山－－绵长高峻（高峻美）

三峡（美）夏湍急（奔放美）热爱祖国

郦道元水－－春冬清幽（清幽美）大好河山

秋凄清（凄婉美）

采薇的教案设计与反思篇八

学习目标：

1、能借助《新华字典》，读准加点字的读音：濮阳、粗犷、



蜥蜴、游弋、房椽、举世瞩目;理解词语：图腾、万能之兽、
万能之神等;丰富词汇，积累带龙的好词佳句。

2、学会通过中心句的理解来阅读、感悟段落的内容。

3、通过以读促悟的自主学习方法了解龙的形成以及发展的过
程。

4、体会中华民族和龙的深厚情感，理解和感悟“龙”的象征
意义。

学习重点：了解“中华第一龙”的特征，理解中华民族对龙
的情感，了解龙在中华文化的地位。

学习时间：1课时

一、创设情景，激发兴趣

1、展示龙的图片，感知龙的艺术形象。

2、过渡：刚才我们听了歌曲，看了图片。今天我们就来学习
关于龙的一篇课文——《中华第一龙》。

二、自学课文，初步感知

1、出示课件，交代阅读提示：

(1)、借助字典，读准下列词语中的带点字的读音。

濮阳粗犷蜥蜴游弋房椽举世瞩目

(2)、“中华第一龙”指的是哪一条龙?它有什么特点?

(3)、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要把龙作为图腾?你从这一艺术形象
中体会到了什么?



(4)、用“词语”或“短句”概括每个自然段的意思。

2、学生自主合作学习10分钟。

三、检查自学，汇报交流

1、交流查字典读准字音的学习情况：

濮阳、粗犷、蜥蜴、游弋、房椽、举世瞩目

补充：砌成、鹰爪、抒发、发掘、连绵、惊涛骇浪

2、指名分节朗读课文，相机正音并且概括每个自然段的意思。

3、交流问题：

(1)、“中华第一龙”指的是哪一条龙?它有什么特点?

(2)、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要把龙作为图腾?你从这一艺术形象
中体会到了什么?(首先解释“图腾”，然后交流体会。)

四、深入学习，探究精髓

(一)、导读第4自然段，深挖细究

1、自由朗读，思考问题：

这段话运用了什么修辞手法?(比喻、排比)从哪里可以看出
来?[课件出示语句]

探讨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这样想象。

2、探究两个问题，模仿句式说话。

问题：(1)、省略号什么意思?



(2)、什么是万能之兽、万能之神?

句式训练：

选用“骆头、鹿角、蛇颈、龟眼、鱼鳞、虎掌、鹰爪、牛
耳……”，说说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这样想象。

3、有感情地齐读第4自然段。

(二)、品读第5自然段，深入体会

1、指名朗读，思考问题：

龙在我们民族的心目中是怎么样的?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

2、汇报交流：

议点：装饰(吉祥、神圣)、舞龙(喜庆、力量)、“龙”词(赞
颂、祝福)、歌词(抒情、讴歌)

五、总结课文，拓展延伸

1、提炼“龙”的精神是什么?

2、把课文中带龙的词语抄下来，再写几个带龙的词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