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歌鉴赏之表达技巧教案 鉴赏诗歌的表
达技巧(优秀8篇)

三年级教案是一种教学设计的书面材料，用于指导教师进行
课堂教学。我们一起来看看下面这份初三语文教案，它很好
地结合了教学理论和实际教学情况。

诗歌鉴赏之表达技巧教案篇一

班级：            姓
名：          

鉴赏诗歌的表达技巧

1、阅读下面一首唐诗，然后回答问题。

秋  思

张籍

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

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

这首诗写法上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试简要分析。

2、阅读下面一首唐诗，回答诗后的问题

寒   食

孟云卿

二月江南花满枝，他乡寒食远堪悲。



贫居往往无烟火，不独明朝为子推。

试从景情关系的角度简要分析诗中“满”字在表情达意方面
的作用？

3、阅读下面一首宋词，然后回答问题。

武陵春 

李清照

“载不动、许多愁”历来为人所称道，这一句好在哪里？请
结合全词简要赏析。

课前预习2

班级：            姓
名：          

鉴赏诗歌的表达技巧

王 冕

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

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

本诗运用的主要表现手法及作用是什么？试分点加以简要分
析。

2、阅读下面的一首诗，回答诗后的问题。

兰溪棹歌

戴叔伦



凉月如眉挂柳湾，越中山色镜中看。

兰溪三日桃花雨，半夜鲤鱼来上滩。

试分析这首诗中“动静结合”的手法。

3、阅读下面的一支小令，回答后面的问题

[清江引]( 秋怀 )

张可久

西风信来家万里，问我归期未？雁啼红叶天，人醉黄花地，
芭蕉雨声秋梦里。

试分析这首诗中景与情的关系。

诗歌鉴赏之表达技巧教案篇二

1、能指出古诗词中常用的表现手法。

2、能分析古诗词中常用的表现手法的表达效果。

3、能根据题目要求，用通顺的语言，规范答题。

八、考点解析

诗歌的表达技巧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从高考命题情况看，
一切用以提高诗歌表达效果的方法都在考查之列。表达技巧
是诗人塑造形象、创设意境、表达情感、阐述观点所采用的
各种手法。表达技巧是广义综合概念，它有时与艺术特色表
达特色艺术技巧(手法)等概念是同义词。一般来说表达技巧
分为四个理解层面，分别是修辞手法、表达方式、表现手法、
结构特点(艺术构思)。



九、自主学习

1、表达技巧分类：

1、常见修辞格表达效果

比喻、比拟：描绘事物生动、形象、鲜明。增强了感染力。
比喻用在议论中使深奥道理浅显化，易于理解接受。

借代：以小见大，形象突出，特点鲜明，具体生动。如：烽
火连三月的烽火代指战争，孤帆远影碧空尽的帆代船。

夸张：引起丰富的联想，突出了事物的本质和特征，便于抒
发强烈的`感情。

对偶：音节整齐匀称，节奏鲜明，有结构美和音乐美。

用典：使语言精炼，内容丰富，表达委婉含蓄，增强作品的
表现力和感染力。

2、提醒：

在古诗鉴赏中，命题者往往将表达技巧、写作特色、写作技
法、艺术特色、表现手法、手法等几种称谓综合使用，实则
大同小异。答题要看清楚，不要被迷惑。

十、提问方式

1、这首诗在艺术手法上有什么特点?请简要分析。

2、对某个诗句的表达技巧，略加分析。

3、这种乐趣是怎样表现的?

4、本诗运用衬托对比和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法，请简要分析。



5、作者在表达感情时主要运用了什么手法?请结合全词内容
具体说明。

6、这首诗是怎样融情于景的?请作简要赏析。

7、诗人采用什么手法表达作品的主旨?试结合全诗作简要分
析。

8、比较两首诗的不同表现手法。

9、这首诗歌采用了何种表现手法?请简析。

十一、课堂示例

宿甘露僧舍(曾公亮)

枕中云气千峰近，床底松声万壑哀。

要看银山拍天浪，开窗放入大江来。

问：这首诗在表达技巧上很有特色，请你就感受最深的一点
做出评价。

答：诗歌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前两句的千峰、万壑，极言
山峰、沟壑之多;后两句诗人为了欣赏汹涌的波涛，领略拍天
而来的江河气势，索性打开窗子放长江入室，诗人豪迈之情
溢于言表。

诗歌鉴赏之表达技巧教案篇三

表达方式：含记叙、描写、抒情、议论。与之相关的有：倒
叙，正面描写、侧面描写，白描、工笔、渲染，直接抒情、
间接抒情。



设问方式：

1、这首诗主要运用了何种表达方式?

2、诗人怎样来抒发感情的?

3、这首诗用了哪些描写手法来描写景物，抒发感情的?

4、如何从动静关系的角度欣赏本诗?

5、本诗从哪些角度来写-景的?

方法点拨：表达方式有记叙、议论、抒情和描写，而诗中最
重要的是描写与抒情。描写的技巧有动静结合、虚实结合、
明暗结合、远近结合、点面结合、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
合、白描等。抒情方式有直接抒情和间接抒情两类，间接抒
情包括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情景交融相生等。
解答此类试题，首先判断其运用了何种表达方式。对于描写，
先确定运用了何种描写手法;对于抒情，先确定运用了何种抒
情方式，然后结合诗句加以具体分析，最后指出这种手法的
表达效果。

应答步骤：

1、怎样描写(描写技巧)+描写了什么+抒发了什么感情。

2、抒情方式+用什么景抒(含)什么情(总分式或分总式皆可)+
表达效果。

3、先确定何种手法或方式，再结合诗句具体分析。

诗歌鉴赏之表达技巧教案篇四

表达技巧包括表达方式、表现手法、修辞手法、构思立意的



技巧四大类。

(一)表达方式主要涉及抒情方式【直抒胸臆/间接抒情】和描
写方法【正面描写(明写)/侧面描写(暗写)，白描/工笔，实
写/虚写，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动景/静景，远景/近景】。

(二)表现手法包括一些具体的描写技巧【如衬托(正衬、反
衬)、对比、渲染、白描、细节描写、虚实结合、动静结合、
远近结合、俯仰结合、情景交融、乐景哀情等】;也包括形象
意义的表现方式【如象征】;还包括材料的组织方式【如联想、
想象】。

(三)修辞手法包括比喻、拟人、夸张、借代、对偶、排比、
反语、双关、用典、设问、反问等。

(四)构思立意的技巧包括先景后情、以景作结、起承转合、
抑扬、铺垫(蓄势)、照应、过渡、以小见大、借古讽今等。

诗歌鉴赏之表达技巧教案篇五

王冕

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

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

本诗运用的主要表现手法及作用是什么？试分点加以简要分
析。

2、阅读下面的一首诗，回答诗后的.问题。

兰溪棹歌

戴叔伦



凉月如眉挂柳湾，越中山色镜中看。

兰溪三日桃花雨，半夜鲤鱼来上滩。

试分析这首诗中“动静结合”的手法。

3、阅读下面的一支小令，回答后面的问题

[清江引](秋怀)

张可久

西风信来家万里，问我归期未？雁啼红叶天，人醉黄花地，
芭蕉雨声秋梦里。

试分析这首诗中景与情的关系。

诗歌鉴赏之表达技巧教案篇六

2、 某词是全诗的关键，为什么?(说说诗中某一诗句的妙处)

(前人认为某一句在诗中最有表现力请谈谈你的看法)(某诗句
有什么意味?)

3、 分析前人的评价(和前两点有交叉)，提问方式一般为：
某人对此诗作过某种评价，你同意他的说法吗?为什么?(某人
认为此诗有某种特点，谈谈你的理解)

这类试题在题干中有两种问法：一是先要求找出诗句中用得
生动传神的字或词，然后要求结合全诗阐发理由;二是预设一
种前人评点(“诗眼”已指明)，要求你先判断这个观点，再
阐发理由。解答“诗眼”类题目应注意以下几点：

(1) 读诗句，定“诗眼”。若问字词则抓句中动词、形容词



和副词;若问句子则抓诗歌情感句、议论句、警策句。

(2) 阐发理由，注意层次。先解释字词的字面意义(概念意
义)，再回归原诗分析所用修辞及其效果(语法意义)，最后联
系上下文整体感知炼字效果(语境意义)。分析要既联系整体
又着眼于细节，点面结合。

诗歌鉴赏之表达技巧教案篇七

a衬托：分正衬和反衬。

正衬通常就叫烘托，烘云托月。衬体作主体的陪衬，突出主
体，使所需要表现的事物鲜明突出。可以是人烘托人，如
《秦罗敷》中借“行者”“少年”等的反应来烘托秦罗敷惊
人的美貌;也可以是以物烘托物，或者以景物烘托人物，如
《琵琶行》中三次写江中之月，分别烘托了琵琶声的美妙动
听、琵琶女的技艺高超和人物凄凉孤独而悲伤的心情。

反衬，是主体与衬体相反，衬体从反面作背景，烘托主体。
如描述事物或景物时，常把远与近、动与静、声与色、实与
虚等相结合，互相形成对比衬托，收到了较好的艺术效果。

如杜牧《齐安郡后池绝句》最后两句：“尽日无人看微雨，
鸳鸯相对浴红衣。”以成双成对的“鸳鸯”衬托出人孤寂的
心情。

如“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僧敲月下门”“月出惊
山鸟，时鸣春涧中”等以声衬静，衬托出环境的清幽寂静。

2、对比

b对比：是把两种对立的事物或者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方面放
在一起相互比较，使好的显得更好，坏的显得更坏。



如贺知章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高适
的“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等，用对比的方法，
揭示了矛盾，给人以深刻印象。

如元代王冕《白梅》的前两句：“冰雪林中着此身，不同桃
李混芳尘。”，用“混芳尘”的桃李反衬“冰雪林”中洁白
的梅花，衬托出梅花之高洁守志，表达了作者不与世俗同流
合污的思想感情。

诗歌鉴赏之表达技巧教案篇八

表现手法：

诗歌的表现手法，广而言之，与表达技巧、艺术手法是同一
概念，包含表情达意手段手段的方方面面，诸如：描写方法、
抒情方式、写景角度及景情关系(借景抒情、寓情于景、以景
衬情)托物言志;动静关系(以动定静、以动衬静、动静结合)
等。这里我们所说的表现手法是狭义的(我们答题时应理解为
广义的，即所有的艺术手法)，包括正衬与反衬，联想和想象，
虚与实，侧面描写、细节描写，扬与抑，明褒实贬，以小见
大及对比、用典、铺垫、悬念等。

设问方式：

1、这首诗运用了什么样的表现手法(艺术手法)?

2、这首诗怎样抒发--感情的?(是怎样来表现--的)

3、这首诗在手法运用上有什么特点?

方法点拨：解答此类题，我们应特别注意对题干的审视，要
分清是对整体发问还是对局部发问，而后结合对诗歌的整体
理解来判定所用的表现手法，再结合具体诗句分析这种手法
的形成，然后指出其对表现思想内容，强化思想感情，突出



作品主旨的作用。

应答步骤：手法+手法的形成+表达作用(句意+主旨或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