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将进酒教学设计一等奖 将进酒教学
设计(大全8篇)

永远不要放弃追逐梦想的勇气，成功就在不远处等待着
你。5.勇于面对挑战，不畏艰难困苦。接下来是一些经典励
志总结，希望能够激励你走出困境、追求自己的梦想。

将进酒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一

目标可定为：

1.诵读诗歌，理解诗歌的基本内容。

2.把握作者形象，理解李白貌似消极行乐实则渴望入世的复
杂情感。

3.探究诗歌的热情，体会诗歌的浪漫主义色彩，走近诗人李
白。

重难点：

1.诵读诗歌，理解诗歌的基本内容。

2.把握作者形象，理解李白貌似消极行乐实则渴望入世的复
杂情感。

教学过程：

酒是上天赐给人类的一种神奇液体，“天若不爱酒，酒星不
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
天”；酒也是一种文化和历史的载体，品酒，犹如品味一段
醇厚的历史风云，亲历一段浩瀚的文化旅程……余光中这样
形容李白“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了



剑气，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
这样写道：“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
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那么，李白是如何使他的酒和
他的诗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呢？《将进酒》也许可以为我们
解答—二。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首李白的佳作：《将进酒》。

《将进酒》是乐府旧题，多以饮酒放歌为内容。李白这首诗
虽用了旧题，却能跳出前人窠臼，自创新意，把饮酒和对现
实的批判结合起来。

唐玄宗天宝三年（公元744年），诗人被排挤出长安后，又重
新踏上了云游祖国山河的漫漫旅途。这首诗大约作于唐玄宗
天宝十一年，距诗人离开长安已达八年之久。当时唐玄宗耽
于女色，将政事交给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官场一片黑暗，
社会腐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诗人对此极为不满，但他又
无力改变这种状况。当时，他跟好朋友岑勋应邀住在嵩山的
另一位友人元丹丘家。三个好朋友登高饮酒，诗人借题发挥，
尽吐郁积在胸中的不平之气。

1.自由读，读准字音，读准节奏，体会诗歌的韵律美。

2.指名读，教师进行指导示范。

3.听朗读录音，把握诗歌的情感基调。

（1）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
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
空对月。

你难道没有看见，汹涌奔腾的黄河之水，有如从天上倾泻而
来？它滚滚东去，奔向大海，永远不会回还。你难道没有看
见，在高堂之上对着明镜，深沉悲叹那一头白发？早晨还是
满头青丝，傍晚却变得如雪一般。



天上来：这是一种浪漫主义写法，极言黄河源头之高远。极
写人生短暂，要及时行乐。作品起笔即感叹时光流逝，一去
不复返，人很快就会由年轻变为衰老。可诗人却以黄河之水
一泻万里的流势形象来比喻，使人感到其奔腾咆哮之气势，
给人一种奔放豪迈的感受。而悲叹人生之短暂，则以满头青丝
“暮成雪”这一形象来生动表现。显得更加形象鲜明。因时
光流失快，人生也是瞬息，所以不要辜负良辰美景，有兴致
的时候应该及时饮酒尽情行乐。

（2）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这句笔锋一转，“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
虽然是诗人的自我安慰之词，但不难看出，诗人一方面并不
甘心就在这种及时行乐中虚度自己短暂的一生，他相信，将
来一定会有所作为。及时行乐，只不过是为了解脱有志不得
施展的苦闷与忧愁。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
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
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烹羊宰牛姑且尽情享乐，今日相逢，我们真应该干他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请快快喝酒，不要停。我为你唱一首歌，
请你们侧耳为我细细听。在钟鼓齐鸣中享受丰美食物的豪华
生活并不值得珍贵，但愿永远沉醉不愿清醒。自古以来那些
圣贤无不感到孤独寂寞，唯有寄情美酒的人才能留下美名。

写痛饮狂歌，但又表现出不慕功名富贵，愤世嫉俗的精
神。“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描绘的是痛饮，
充满的是豪气。“且为乐”，即暂且以酒作乐，表明诗人决
意要把忧愁和烦恼暂且放下，勉强“为乐”，由此可见，豪
饮之中蕴含着极大的忧愤。“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
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前一句是提醒朋友
快快尽情干杯，后一句是提示朋友倾听我的激愤之言。什么



样的激愤之言呢？“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
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前一句表现出诗人不慕
富贵，藐视功名利禄；后一句将“古来圣贤”与“饮者”做
比，进一步否定了功名与富贵，在痛饮狂歌之中表现出一
种“浮云富贵，粪土王侯”的气概。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
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
万古愁。

陈王曹植过去曾在平乐观大摆酒宴，即使一斗酒价值十千也
在所不惜，恣意畅饮。主人啊，你为什么说钱已经不多，快
快去买酒来让我们一起喝个够。牵来名贵的五花马，取出价
钱昂贵的千金裘，统统用来换美酒，让我们共同来消散这千
年万载也消散不尽的愁情。

写要以尽情饮酒来消散心中的忧愁，同时又表现了在黑暗现
实中的苦闷。“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一句中，
诗人以曹植受其兄曹丕排挤迫害而抑郁不得志自况。曹植当
年为了排解心中不快能不惜美酒昂贵，自己为什么要怕花钱
呢？只官尽情地痛饮吧！这里一个“何为”，一个“径须”，
充分表现了诗人不惜一切只须痛饮的情景。这不惜一切痛饮，
更加突出了诗人心中无可排解的愁苦。在“五花马，千金裘，
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一句里，诗人不惜一切
代价买酒痛饮的情状与气概，更能看出其心中愁苦至极。诗
人以一个“愁”字结束全篇，更加有力地突现了作品的主题。

总结：

1.从这首诗中，你读出了一个怎样的李白？说出你的依据。
（引导学生把握作者情感的变化）

明确：悲伤的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
复回。（人生短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



雪。（怀才不遇）

自信的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快乐的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美酒
盛宴）

豪放的李白——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美酒
盛宴）

愤激的李白——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
贤皆寂寞（怀才不遇）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
斗酒十千恣欢谑。

狂放的李白——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反客
为主劝酒）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这首诗是以作者情感的变化为线索的：
悲伤——快乐——愤激——狂放，全诗的主基调是愤激。

学生齐读这首诗，注意读出情感。

2.在这首诗中，李白到底有哪些愁呢？请同学们再读诗歌，
从具体诗句中说出你体悟到的是何种愁情？并说说你的理由。
（注意联系李白写作这首诗的年龄、生活背景、人生遭遇以
及人生理想）

明确：人生短暂之愁；怀才不遇之愁；圣贤寂寞之愁。

全诗围绕一个愁字展开，作者因愁而悲叹人生短暂，因愁而
纵酒作乐，因愁而慷慨愤激壮志难酬、圣贤寂寞，也因愁而
癫狂失态，真是怎一个“愁”字了得。

齐读全诗。



五.悟出诗味

李白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这首诗也充分体现了丰富的浪
漫主义色彩。哪些诗句对此有所体现？（重在引导学生体会
诗歌中运用的手法：夸张、比喻、起兴等）

将进酒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二

1．知识与技能：理清诗歌情感变化，抓住意象解读诗歌的方
法。

2．过程和方法：反复诵读，体会李白诗歌的豪放风格。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引导学生体悟李白丰富复杂的内心世
界。

1、通过诵读、借助“酒”意象的解读，走进李白的内心深处。

2感受李白借豪写悲，悲而能壮的诗歌风韵。

诵读法赏析法合作探究法

1课时。

一、导入新课

1、导语：由诗歌、李白、导入本节内容。

2、出示学习环节浅读——品读——深读

读诗亦如饮酒，需要我们慢慢品味，这节课让我们一起先浅
尝滋味，然后细细品味，最后深入体味。

二、诗歌学习



（一）、浅读——读出诗歌内容

1、自由朗读、注意字词的准确性。

3、齐读

提示：读李白的诗，一定要把自己想象成李白，放开胆来旁
若无人，这样才能获得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

4、多媒体听读

（二）、品读——读出情感变化

1、引入：一个人心情不同，场合不同，喝酒的方式也不一样。
那么在《将进酒》中李白是怎么喝酒的呢？怎么劝酒的？找
出相关诗句。

——“会须一饮三百杯”喝得多，“将进酒，杯莫停”喝得
急，“但愿长醉不复醒”喝得沉醉，“斗酒十千恣欢谑”喝
得畅快，“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喝得倾其所
有。

———可谓“豪饮、狂饮”。

２、那么，李白为什么要如此喝酒，如此劝酒呢？甚至要长
醉不醒呢？再走进诗歌，感受他丰富复杂的情感世界。

分组讨论、交流。（读出相关的诗句）

点拨：悲——“欢”——愤——狂

3、指名朗读（男生女生各推荐一名最能代表你们各自最高水
平的选手朗诵《将进酒》，比一比，看谁能通过自己的朗读
传达出李白丰富复杂的情感。）



（三）、深读——读出内心境界

1、引入：话剧《李白》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在江边，一个小
孩在吟诵李白的《将进酒》“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
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李白开玩笑地说：“你还呼
儿？！”小孩说，太白先生，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何
为“万古愁”啊？小孩问完，周围一片寂然。李白没有回答，
只是泪流满面。

讨论、交流、回答———

提示：李白之愁不是一己之悲，而是古往今来一切敏感的才
人、一切清醒者所共有的愁，是每一个怀才不遇的仁人志士
的共同的心结，甚至可以说只要是有理想的、对现实不麻木
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愁。这愁包含了对人生短暂、功名不立、
岁月蹉跎、时不我待的慨叹。这种愁绪不只李白有，李白之
前的人有，李白之后的人有，甚至我们身上都有这种愁绪。

还能举出其他的一些例子吗？

提示：孔子“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

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辛弃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三、课堂小结

李白为诗而生，为酒而生。酒，成就了李白；李白，丰富了
酒的内涵。唯李白，方显酒的醇，酒的烈，酒的真，酒的香，
酒的豪情万丈，在李白的杯中，酒发挥得淋漓尽致，飘香流
芳。最后让我们全体起立，齐诵全诗，穿越时空，再次去感
受李白激扬的`文字中流淌的万丈豪情，与李白同销万古愁！



四、课后作业

课后阅读李白的《行路难》，再次感受豪迈的风格。

五、附：板书设计

豪迈

六、教学反思（课后待续）

将进酒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三

1.认知目标

（1）理清诗歌情感变化线索，理解作者貌似消极行乐实则渴
望用世的复杂情感。

（2）有感情地吟诵全诗。

2.能力目标：把握诗歌抑扬顿挫的吟诵方式。

3.情感目标：了解诗人感情变化的原因。

4.教学重点：诗歌的吟诵方法。

5.教学难点：体味诗人跌宕起伏的情感。

6.教学方法：师生探讨法、吟诵法。

（一）诗人写作的时间及背景

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李白35岁，不得志下与朋友饮
酒而作。

（二）学生朗读全诗，共同为诗歌正音。



情感大起大落的四个阶段：

（一）时光流逝、人生短暂的悲叹。

1.两个“君不见”领起两组天风海雨似的排比长句

诗人落笔从空间上写黄河景象，有慷慨生悲之意，基调悲壮；
顷刻间黄河流程万里“不复回”，基调又是悲。由此，从时
间上联想人生：高堂之上，对镜自视，两鬓斑白，流光易逝，
人生如朝暮间短促！悲意甚浓！

2.吟诵“天上来”高亢，水天相接、滔滔而来之壮阔；“不
复回”短促，现势不可回之斩钉截铁般慨叹；“悲白
发”“青丝”“成雪”缓重低沉，叹鬓发斑白之巨人式感伤。

（二）豪情自信、痛饮高歌的欢乐。

1.李白胸中没有喁喁而泣的纤弱，消极中深藏怀才不遇而又
渴望用世的积极。政治上不“得意”，朋友间的聚会同样也
是人生中的快事；此时不得志，“长风破浪会有时”“烹羊
宰牛”，不喝上“三百杯”绝不甘休！

2.吟诵“得意”“必”读得坚定，凸显李白之自信与坚定 ；
“散尽”“还”“三百杯”读得潇洒，极尽“散近三十余
万”“斗酒诗百篇”之豪情。

“将进酒，杯莫停”读得舒缓，双重否定为后文高潮的到来
蓄势。

（三）不屑富贵、有志难展的愤激

激之情，为结尾说的“万古愁”埋下伏笔。

2.吟诵



“谪仙人”已醉，表现愤激之情亦有其特殊方式。此阶
段“醉”读何如：“长醉”是真醉，“饮者”即是席间你我，
“陈王盛宴”，笑中含悲，“欢谑”不免放浪，悲而能壮。

（四）反客为主、恣意妄为的狂诞。

1.诗人已酩酊大醉，要将一切价值昂贵之物“五花马”“千
金裘”都拿来“换美酒”，而且是“径须沽取”，这样将宾
作主，真是狂放到了极点。这一切不免让人想象，诗人
正“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放浪形骸。诗已至此，情已至
此，意犹未尽，戛然而止。突然，又如神来之笔，迸发出一句
“与尔同销万古愁”，与开篇之“悲”关合，将与仙人同悲、
同乐、同醉、同狂的读者拉回，悲凉而深沉。

2.吟诵

整体语速加快，甚至不留缝隙，表现诗人大醉后的“发狂
吟”；一气呵至“换美酒”，作大停顿，三至五秒亦可，为
收束全篇蓄势；尾句是全诗的终结，诗人即便大醉发狂，亦
挥之不去“皆寂寞”之惆怅，反之，更浓、更烈、更厚、更
重。读时可缓进促收！

1.基调

“古来”二句，“圣贤”不单指孔孟，也包括所有“抱利器
而无所施”的贤能之士；“饮者”，决非酒徒，而是“圣
贤”中逃之于醉乡的人。说圣贤“寂寞”，并非贬抑，不过是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之意；说饮者“留名”，固属
偏激之辞，表现了诗人的狂放，但既在酒宴上，自然要强调
饮酒的意义，又可理解。诗人再以曹植为例的意图就昭然明
示了。

2.吟诵



吟诵是学习诗歌最好的方法，它要运声发气，它要情通古人。
中学生学习大量的古今诗词，放声吟诵必不可少。但多数的
吟诵限于诗词背诵、考试得分，如此功利抹杀了诗词吟诵的
浸染、熏陶目的。本课是鲁人版《唐诗宋词（选读）》的第
一篇，我的设计意图就是让学生明白，朗诵、吟诵诗词绝不
是背课文，它是情发于声，声凝于情；它有高低起伏，轻重
缓急；它要抑扬顿挫甚至摇头摆身，它可模仿学习，更可自
成曲调。就课堂来讲，引导学生如何去读；就习惯来讲，长
期如此，可披文入情。

（一）这堂课的成功之处

1.在于让学生明白，诗歌原来“可以这样读”，学生在课堂
上的反应比较热烈，为下一步诗歌教学的展开起到良好的领
起作用。

2.进一步了解了李白诗歌的特点，以及朗诵其诗歌应具有的
基本情感对教师能示范朗读而不是录音听读学生反响较好，
特别是诗歌首尾的处理，让学生耳目一新。

3.对吟诵的方法进行了宏观指导，使学生明白诗歌吟诵的高
低起伏、轻重缓急，指导学生声情并茂地吟诵诗歌。

（二）但本堂课也有缺憾，一些地方处理不是很到位

1.节奏稍显拖沓，时间有些超出规定。

2.学生读的还是少，教师说的还是多。

3.课堂气氛的渲染烘托还不够，如再热烈，效果会更好。

将进酒教学设计一等奖篇四

1.朗读诗歌，把握诗歌节奏，初步感知诗歌情感。



2.品读诗歌，置身诗境，领会诗人的情感变化。

3.诵读诗歌，因声求气，吟咏诗韵。

诵读诗歌，因声求气，吟咏诗韵。

诵读、探究、赏析

一课时

(一)导入

在中国文学史上，诗与酒相从相随，几乎有一种天生的缘分。
多少诗人因饮酒而忘却了人世的痛苦忧愁，因饮酒而在自由
的时空尽情地翱翔，也因饮酒而成就了太多的传世佳作。在
这其中，唐代大诗人李白尤为突出。也正因为如此，李白被
誉为“诗仙”，他也自诩为“酒仙”，今天，我们来共同品
尝李白的一坛美酒—将进酒。

(二)解题

将进酒是乐府旧题，将—读qiang,有“请”的意思，将进酒
就是请喝酒。

(三)朗读

2、学生自由朗读，要求：找出文中直接表明诗人情感的字、
词语或是句子，并且用笔划记出来。

3、指名学生朗读，要求：读准字音，读通顺，其他同学继续
思考刚才的问题。

4、提问：这首诗主要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情感，这种情感在发
展过程中有没有变化，如果有的话，又是怎样变化的呢?(学



生思考，指名回答)

(四)品读，置身诗境，领会诗人的情感变化，介绍朗诵技巧，
指导学生朗读

(出示幻灯)诵朗基本技巧

一、确定情感基调

二、确定语速

三、确定轻读重读及音长音短

四、处理好停顿

(五)诵读，落实朗诵技巧，检查朗诵水平

(幻灯显示)《将进酒》诵读提示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
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悲)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
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
(欢)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
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
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愤)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
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狂)

(六)比较诵读(幻灯显示任志宏诵读录像)。



(七)总结，成果展示。

附板书

将进酒

李白

“诗仙”悲——欢——愤——狂

“酒仙”

朗读

品读，愁

诵读

将进酒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五

《将进酒》是一支劝酒歌，大约作于李白以梁园(开封)为中
心的十载漫流期间。诗中记李白与岑勋、元丹丘相聚饮酒之
事。ァ督进酒》是汉乐府曲名，李白这首诗虽用了旧题，但
跳出了前人的窠臼，自创新意，把饮酒和对黑暗现实的批判
结合起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赋予这个历来被许多诗人歌唱
过的诗题以积极的内容。

学习这首诗，要在反复吟诵的基础上，领会诗的内容和艺术
特色。并要让学生明白饮酒其意不在酒，而在于书法作者的
蔑视荣华的愤激之情。

古人有云：“书读百遍其意自现”，多读是学习古诗领略其
旨的好办法。范读与自渎相结合也是学习古文的必经途径。
新课改再三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所以本次课想要再学生



熟读课文的基础上，由学生自主提问来解决以上教学目标。
考虑到学生有可能找不到学习的重点，故采用由学生发现问
题，教师有目的的选择问题，然后师生共同探究的方式来完
成教学目标。

1.体会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风格

2.了解李白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苦闷和激愤之情

3.把握全诗的感情基调，并能有感情的朗读。

古代许多文人墨客都喜欢饮酒赋诗，自称“酒中仙”的李白
一生写下了许多咏酒的诗篇。李白喝酒时尽管也有愁，但所
咏的诗是极其豪放的。看他来了!

〈一〉初步感知

1、分小组朗读，在朗读的过程中体味诗人的情感变化。并推
选出读的最好的同学。

2、提出自己或同学在阅读中的疑难问题交给老师。

(设计意图：把学生变成学习的主体,就要在课堂上让学生的
思维活跃起来，要让他们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但学生
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有时会失去重点,所以老师必须有所挑
选。)

〈二〉再度感知

由各组所推选的同学各读一遍，老师做出点评。

(设计意图：古诗的学习一定要建立在反复朗读的基础上,书
读百遍其意自现，老师也应有意识的培养学生的朗读兴趣,从
而提高朗读能力。)



〈三〉老师把挑选的问题投影出来，师生共同讨论：

问题大致如下：

1、诗文的前两句在本文中有什麽作用?

(设计意图：本文开头两句奠定了全诗的感情基调，要读懂此
诗，必要先体味这两句在全诗中的作用。)

2、文章的感情基调是什麽?

(设计意图:只有很好的把握了本文的感情基调，才能对全诗
做深入的理解。体味李白在狂傲，放荡不羁，狂喝豪饮下那
颗愁苦的心。做到知人论世。)

3、诗的主旨句是什麽，如何理解呢?

(设计意图:通过这一题的设置，要学生了解李白写此诗的目
的，他要表抒的情怀。一定要学生明白品诗要知人论世，方
能知其中真滋味。)

五、课后拓展训练

杜甫不赞成李白饮酒过多，曾写道：“痛饮狂歌空度日，飞
扬跋扈为谁雄。”你对李白的“痛饮狂歌”有什么看法，写
一段文字表述出来。

将进酒教学设计一等奖篇六

1、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
一吐就半个盛唐（余光中）。李白的诗是唐代诗坛上的巅峰，
他的诗飘逸豪放，语言流转自然，他的古体诗和七绝尤为后
人所称道。《将进酒》是一首鲜明体现诗人风格的劝酒诗，
李白饮酒悲歌，一吐为快，既有大济苍生的理想又有怀才不



遇的苦闷，但李白傲世的态度和豪放不羁的个性又使全诗悲
而不伤，忧而不愁。用教材教，使学生分析鉴赏古诗的能力
更上一层楼。

2、李白的诗歌最适宜朗读，《将进酒》气势磅礴，可以锻炼
学生的朗读能力。

1、学生对李白的诗歌比较熟悉，学习的积极性比较高。

2、学生对诗歌的深入挖掘和鉴赏能力较弱。高三的学生必须
加大这一方面的训练。

1、学生能感情充沛的朗读课文，把握文章大意

2、能学会夸张的创作手法

3、能感受到作者情感的大起大落，体味到作者坚定乐观和蔑
视权贵的精神

4、能独立鉴赏课文

1、能联系以前的知识独立鉴赏诗歌

2、能抓住诗人的感情变化

1、朗读法

2、分组讨论

一、导入

直接从课文题目入手，解释“将”的读音和意思，让学生讲
讲自己对李白有哪些了解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教师放录音示范朗读

2、学生集体朗读和个别朗读

（教师点拨朗读时注意感情的变化）

3、疏通文意

三、自主研读，鉴赏课文

1、学生找出自己喜欢的诗句，并说明理由

（教师要适时点拨鉴赏方法，要有自己的预设诗句）

2、结合文本，找出表现诗人态度的词，说说作者的感情有什
么变化？

3、诗人喝酒的目的是什么？课文中哪里可以表现出来

四、三读文本，深入解读

1、夸张在哪里体现？有怎样的作用？

2、哪些句子可以看出李白的豪放飘逸？

五、作业

背诵全文

六、板书：

感伤——洒脱——愤激——豪放



将进酒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七

1．知识与技能：理清诗歌情感变化，抓住意象解读诗歌的方
法。

2．过程和方法：反复诵读，体会李白诗歌的豪放风格。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引导学生体悟李白丰富复杂的内心世
界。

1、通过诵读、借助“酒”意象的解读，走进李白的内心深处。

2感受李白借豪写悲，悲而能壮的诗歌风韵。

诵读法赏析法合作探究法

1课时。

一、导入新课

1、导语：由诗歌、李白、导入本节内容。

2、出示学习环节浅读——品读——深读

读诗亦如饮酒，需要我们慢慢品味，这节课让我们一起先浅
尝滋味，然后细细品味，最后深入体味。

二、诗歌学习

（一）、浅读——读出诗歌内容

1、自由朗读、注意字词的准确性。

3、齐读



提示：读李白的诗，一定要把自己想象成李白，放开胆来旁
若无人，这样才能获得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

4、多媒体听读

（二）、品读——读出情感变化

1、引入：一个人心情不同，场合不同，喝酒的方式也不一样。
那么在《将进酒》中李白是怎么喝酒的呢？怎么劝酒的？找
出相关诗句。

——“会须一饮三百杯”喝得多，“将进酒，杯莫停”喝得
急，“但愿长醉不复醒”喝得沉醉，“斗酒十千恣欢谑”喝
得畅快，“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喝得倾其所
有。

———可谓“豪饮、狂饮”。

２、那么，李白为什么要如此喝酒，如此劝酒呢？甚至要长
醉不醒呢？再走进诗歌，感受他丰富复杂的情感世界。

分组讨论、交流。（读出相关的诗句）

点拨：悲——“欢”——愤——狂

3、指名朗读（男生女生各推荐一名最能代表你们各自最高水
平的选手朗诵《将进酒》，比一比，看谁能通过自己的朗读
传达出李白丰富复杂的情感。）

（三）、深读——读出内心境界

1、引入：话剧《李白》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在江边，一个小
孩在吟诵李白的《将进酒》“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
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李白开玩笑地说：“你还呼
儿？！”小孩说，太白先生，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何



为“万古愁”啊？小孩问完，周围一片寂然。李白没有回答，
只是泪流满面。

讨论、交流、回答———

提示：李白之愁不是一己之悲，而是古往今来一切敏感的才
人、一切清醒者所共有的愁，是每一个怀才不遇的仁人志士
的共同的心结，甚至可以说只要是有理想的、对现实不麻木
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愁。这愁包含了对人生短暂、功名不立、
岁月蹉跎、时不我待的慨叹。这种愁绪不只李白有，李白之
前的人有，李白之后的人有，甚至我们身上都有这种愁绪。

还能举出其他的一些例子吗？

提示：孔子“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

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辛弃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三、课堂小结

李白为诗而生，为酒而生。酒，成就了李白；李白，丰富了
酒的内涵。唯李白，方显酒的醇，酒的烈，酒的真，酒的香，
酒的豪情万丈，在李白的杯中，酒发挥得淋漓尽致，飘香流
芳。最后让我们全体起立，齐诵全诗，穿越时空，再次去感
受李白激扬的文字中流淌的万丈豪情，与李白同销万古愁！

四、课后作业

课后阅读李白的《行路难》，再次感受豪迈的风格。

五、附：板书设计

豪迈



六、教学反思（课后待续）

将进酒教学设计一等奖篇八

《将进酒》这首诗歌大起大落，诗文忽翕忽张。由悲转喜转
狂放转激愤转癫狂，最后归结于万古愁，回应篇首，如大海
奔流纵横捭阖，力能扛鼎。全诗五音繁会，句式长短参差，
气象不凡。此篇如鬼斧神工，足以惊天地泣鬼神，是诗仙李
白的巅峰之作。

由于本班学生大都来自农村，加之是理科班，学生学习语文
的兴趣不高。朗读这一块，学生大都比较薄弱，因此希望借
助这一课的学习，促进学生学习古诗的热情，提高学生诗歌
鉴赏的水平，增强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朗诵诗歌，理解诗歌的基本内容。

1.把握诗歌感情基调，理解其思想感情的复杂性。

2.学习诗歌夸张及比兴的艺术手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学习李白不畏权贵，视金钱如粪土的精
神品质。

教学重点：把握诗歌的思想内容，有感情的朗读背诵。感受
诗人形象。

教学难点：体会诗人跌宕起伏的感情。

教学方法：问题式教学法、诵读感知法

教具准备：多媒体

教学过程：



一、导入

中国文人，悲欢离合求一醉，风花雪月寻一醉。

二、解题览诗

1.题目分析。

2.自由读诗。

3.分组读诗

三、分析如何饮酒

你从哪些诗句中看到了李白饮酒时的哪些情态?领略了“酒中
仙”的何等风采？

四、分析为何饮酒

1.“人生得意须尽欢”，因“得意”而欢饮？

2.“烹羊宰牛且为乐”，“为乐”而饮酒？

3.“惟有饮者留其名”，李白为“留名”而饮酒?

4.古来饮者无数，李白为何偏以曹植为例？他们二人有何相
似之处？

5.据上分析，李白饮酒的原因应该落脚在哪个字上？

五、美读课文

1.学生配乐诵读

2.教师范读



3．学生齐读

六、小结、作业

附录：本课涉及的诗文

凤凰初下紫泥诏，谒帝称觞登御筵。

－－《玉壶吟》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

－－《行路难其二》

公子（指魏公子信陵君）自知再以毁废，乃谢病不朝，与宾
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日夜为乐饮者四岁，竟病
酒而卒。

－－《史记》

（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
曰：“死便埋我。”－－《晋书刘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