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辛弃疾词两首教学设计及反思(优
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
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
吧。

辛弃疾词两首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一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表现了词
人丰收之年的喜悦和对乡村生活的热爱之情。

一、本节课的设计理念：

教学遵循学生“自主学习，自主感悟”的教学原则。

1、通过学习上阙，引导学生自学下阙。通过上阕的学习学习
学到了学习诗词的方法：知音—明意—悟情，小组合作自学
下阙。

2、通过创设学习词的美好的意境，引导学生融入想象，自读
自悟，勾勒画面，相互交流，体会意境。

3、在自读、精读、熟读的基础上，加深体验。通过课后拓展
诗词，吟诵诗词的活动，拓展学习的时空。

二、成功之处：

在这堂课中，我主要采用诵读感悟，品评赏析，积淀深化的
教学方法，适时借助多媒体音乐与课件画面的渲染，引领学
生读中感悟，读中融情，悟中升情。



本节课我设计了以下三个教学环节：第一个环节：知音正音，
导入新课，创设诗意课堂。第二个环节：初读诗文，感知诗
意。第三个环节：品读诗文，体会情感。

在第一个环节：创设诗意课堂中，我们知道兴趣是最好的老
师，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起学生热爱古诗词的情感，
激起学生学习古诗词的求知欲，我从作者导入本词，通过介
绍辛弃疾的爱国情怀，以及他的豪放词风，引出本词。

第二个环节：初读诗文，感知诗意。

在这一环节中我让学生采取多种多样的朗读方式朗读。首先
教师范读。借机强调了生字字音，“转”、“见”，然后让
学生自己读读诗，然后指明读。当我发现该同学字音读的十
分准确时，接着，我引导同学们读诗要有节奏，尤其是七八
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

第三个环节：品读诗文，体会情感。

古诗带给学生的是更多想像的空间，这样的创造性的预设有
助于把学生引入深远的意境。如在本课中我让学生结合自己
的理解，用自己的话描述画面，想象人物的心情、感受，体
会人物的心理活动。加深了学生的理解，帮助学生体会意境。

总之，这节课，我尽力营造一种宽松和谐的气氛，用自己的
热情感染、带动学生，不失时机地赞赏，积极有效的引导，
让学生体会到学习语文的成就感，感受到诗词的独特魅力。

辛弃疾词两首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二

每次完成一项任务，我就会觉得好像放下了很大的担子，很
轻松。我以为这次紧张的十分钟讲课也会是一样的。因为在
讲课之前的一周，我确实是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我以为我
会在讲课结束后释然很多，轻松很多。可是事实告诉我，这



次是个例外。在走下讲台的那一刻，我一如平时的心静，踏
出教室的那一瞬，也是一如平时，没有诧异的思绪。直到静
下心来，回顾整个讲课的过程，从选择要讲的篇目一直到结
束展示内容写反思，我突然明白了：课堂十分钟的结束并不
是一项任务的完结，而是开始。这项任务就是教学，这是我
在踏进实习讲台的一次演练，依旧在紧张的准备过程中，当
然不会有完成任务之后的欣喜与轻松。教学，这项没有结点
的任务，终究会变成习惯，我希望它会变成好习惯，在不断
反思之后成长起来的好习惯。

回顾讲课十分钟的展示，不论教学课文的选择，还是教学设
计的编排，教学展示内容的选择，抑或是教学实践展示，课
后自我评价反思，都给我很大的启发。几位老师的点评指导，
更使我受益颇多。我从教学设计、课程实践、课后回顾等方
面反思，总结以下几点问题。

第一，强权意味浓。

梳理学生总结出来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的视听触嗅
等感官感受时，不自觉地放入了图片。本来只是想在学生作
画或写作文段之前给他们一点总结提示，而事实是图片的放
置不仅没有起到这个作用，反而弄巧成拙了。这些图片在他
们写作之前就已经先入为主进入他们的脑子中了，无形中就
限制了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且，重要的是诗词中的这
些景物景象是根本无法用统一的语言或图画描述的。正所
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
和体验的人对同一诗词、同一意象的理解是不同的，特别是
对诗词中的这些意象及场景的解读应该是学生发挥想象力创
作出来的个性化亮点，如果让这些预先设计的他人的理解阻
止了学生的创造力，就真的是有悖于个性化创新型人才培养
的目标。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充分考虑到学生个性化创作
的需求，让学生自己来说，自己体验，自己写作。为此，我
将此环节改成小组讨论交流，“说说我心目中的夏夜黄沙道
之行”，让学生相互交流，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充分表达自



己的想法，在与他人的交流中，取长补短，加深对诗词的理
解。

这种强权的思想也体现在教学实践中。我让学生说说自己读
完词后的感受、心情，预设学生会答“喜悦”或者“焦虑着
急”等感受。当学生说出自己“惬意”的感受时，我不自觉
地将其拉到自己的预设“喜”字上。“惬意”，“称心、满
意，舒服、舒心”，转换为“喜”之“愉快、高兴”虽谈不
上扭曲，但确实有些突兀。这一点问题唐同学和林老师都给
了我提示，非常感谢他们。我的突兀的做法是我太依赖预设，
没有考虑到灵活处理课堂变动的结果。其实，以后的教学活
动就是灵活的展现，以学生为主导，就要充分尊重他们的想
法，让学生自由的思考发言。学生的思想变化多端，这就要
考验老师的应变能力。我觉得这是我今后需要加强的能
力——灵活处理课堂突发事件的能力。

第二，亮点太多，不能舍，舍不得。

学生通过反复朗读，说说自己从词中获得的感受。说到听觉
感受，学生很容易找到“蝉鸣”“风声”“说丰年”“蛙
声”，但是却容易忽略“鹊啼”，这就要老师说明“明月别
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的对偶互文句式，指导学生理解这
里的“惊”和“鸣”不是分别指“鹊”和“蝉”，而是
说“鹊蝉惊鸣”;在提到“说丰年”时，学生容易将“说丰
年”的主体理解为农人或者作者，而往往会忽略蛙声作为主
体的存在，这就需要提出“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
片”的倒装句式，“稻花香里，蛙声一片，如说丰年”。这
样的设计看起来很充实，仔细想来确实有点问题，知识简单
一提，学生只是知道互文和倒装的概念，至于说掌握多少，
真的很难说。好的愿望反而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这就叫做过
犹不及。就像郑老师说的：一个文本的价值可以有很多，我
们应该考虑到实际教学的限制，自觉选择有所取舍，选择一
个点突破，其他的点可以利用其它文本展现。是的，语文教
学重在培养学生的能力，选择一个点能突破，远胜过平铺多



个点而无所得。语文老师要做到这一点，有选择性地选择文
本中的价值进行教学，如何才能找出有价值的点来教学?这对
语文老师又提出了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三，单个亮点，整体布局。

我觉得《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中“说丰年”的解读很有
亮点，于是就在学生体验声音“说丰年”时设置一个小组讨
论——“究竟是谁在‘说丰年’”。这个小组讨论单看好像
是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进行合作探究，培
养学生的个性解读能力，但是与教学目标“培养学生有意识
地记录自己的感受的能力”结合起来看，就显得格格不入，
也就说这个小组讨论落在此处不合时宜。这是我没有把握全
局的结果。后来，在听了林老师的意见之后，我又进行了思
考，重新调整一下各个环节，将这个“说丰年”的亮点弱化，
集中力量达成目标“培养学生有意识地记录自己的感受的能
力”，把原本的小组讨论换成“说说你心目中的夏夜黄沙
道”，与前面学生反复朗读体验、在老师引导下的情景体验
相承继，一步步将学生的激情激发出来，从朗诵接触到思考
再到表达，直到不能自已，想把这种感受写出来，这也就达
到了有意识记录感受的目标。由此思路，我也将“明月别枝
惊鹊，清风半夜鸣蝉”对偶互文句式和“稻花香里说丰年，
听取蛙声一片”的倒装句式转换为“稻花香里，蛙声一片，
如说丰年”的解读提到了理解句式的环节，为学生理解情景
交融时扫清障碍。

刚才提到语文老师可以自主的选择有价值的文本价值进行教
学，这看似赋予语文老师很大的权利，有很大的灵活性，但
是这种选择并不是无限制地乱选，而是有意识的选择，是建
立在语文老师对整体布局的把握基础之上的选择。只有有把
握全局的姿态，才能游刃有余地充分利用文本将各种价值充
分挖掘出来。这就是对语文老师的一个全局观念的考验。

这个全局观念也体现在诗歌教学中。正像郑老师说的，诗歌



教学有一个层次：话语——形象——意蕴。讲的太细太碎会
使诗歌丧失美感、意蕴。我一直钦羡程翔老师的吟诵教学，
想通过吟诵来达到教学的目标。在设计课程时，我有意识地
将这种整体吟诵中体验感受的观念融入教学中，一节课至少
利用一半时间诵读，通过指导诵读，体会作者的感情。但是
实际设计中仍有出入，更加之它有太大的灵活性，必须要放
到实际的教学中去尝试，去磨合才能看出效果，它对教师基
本的朗诵水平要求很高等各方面的限制，如果要进行尝试，
仍需一个很艰难的历程。

第四，体验中的坚持与收获。

从选课到准备教案，选要将的段落、讲课到反思，这个过程
的体验本身就是一种收获。不管结果如何，它就是我对自己
的交代。想到王广杰师兄谈到他的经历时曾说过一段话，对
我启发很大：教学要有自己的个性教法，即使不被认可也要
坚持，即使将来发现一直坚持的东西是错的，也会收获很多，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你认真思考了，你始终保持着自我，这就
是你的收获。教学本来就是一个个性化的过程，如果一味儿
地模仿，依附于别人，模仿的没了自我，真的是一件可怕的
事情。但是更不要太自我，能从别人的批评中思考自我，找
到自己的不足，查漏补缺才是重要的。

在这次教学实践中我有一个意外的收获：我的声音终于不再
飘了。虽然教学实践中有很多的缺点，但是当我听到同学对
我说“我在教室外面就听到你的声音了，压过了对面教室的
男老师的声音”时，我确实很高兴。我去北国练声，坚持一
段时间果有成效。高兴的原因不仅于此，更在于这让我明白
了，平时好好锻炼自己，真正用到时方不急，当进取变成一
种习惯时，就不会有太多的借口。就像这教学反思，当它变
成一种习惯时，便不会那各种各样的藉口反驳，一点一滴的
成长总会在其中。反思不生动，有一点可以肯定，我正走在
把它变成一种习惯的路上。



拓展阅读：辛弃疾相关介绍

主要成就

辛词以其内容上的爱国思想，艺术上的创新精神，在文学史
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与辛弃疾以词唱和的陈亮、刘过等，或
稍后的刘克庄、刘辰翁等，都与他的创作倾向相近，形成了
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浩大的爱国词派。后世每当国家、民族危
急之时，不少作家从辛词中汲取精神上的鼓舞力量。

文学成就

思想内容

辛弃疾有许多与陆游相似之处：他始终把洗雪国耻、收复失
地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并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写出了时代
的期望和失望、民族的热情与愤慨。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不
像陆游喜欢写作诗歌尤其是格式严整的七律，而是把全部精
力投入词这一更宜于表达激荡多变的情绪的体裁。

辛弃疾在词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内容的扩大，题材
的拓宽。他现存的六百多首词作，写政治，写哲理，写朋友
之情、恋人之情，写田园风光、民俗人情，写日常生活、读
书感受，可以说，凡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东西，
他都写入词中，范围比苏词还要广泛得多。而随着内容、题
材的变化和感情基调的变化，辛词的艺术风格也有各种变化。
虽说他的词主要以雄伟奔放、富有力度为长，但写起传统的
婉媚风格的词，却也十分得心应手。如著名的《摸鱼儿·淳
熙亥己……》，上阕写惜春，下阕写宫怨，借一个女子的口
吻，把一种落寞怅惘的心情一层层地写得十分曲折委婉、回
肠荡气，用笔极为细腻。他的许多描述乡村风光和农人生活
的作品，又是那样朴素清丽、生机盎然。如《鹧鸪天》的下
阕：



“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
在溪头荠菜花。”以及《西江月》的下阕：“七八个星天外，
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于简朴
中见爽利老到，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境界。所以刘克庄《辛
稼轩集序》说：“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
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
秦郎之下。”这是比较全面也比较公允的评价。

辛词和苏词都是以境界阔大、感情豪爽开朗著称的，但不同
的是：苏轼常以旷达的胸襟与超越的时空观来体验人生，常
表现出哲理式的感悟，并以这种参透人生的感悟使情感从冲
动归于深沉的平静，而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
想来拥抱人生，更多地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因
此，主观情感的浓烈、主观理念的执着，构成了辛词的一大
特色。

艺术风格

宋词在苏轼手中开创出一种豪放阔达、高旷开朗的风格，却
一直没有得到强有力的继承发展。直至南渡之初张元干、张
孝祥、叶梦得、朱敦儒等人以抗金雪耻为主题的词，才较多
继承了苏轼的词风，起到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但他们的'这
一类词作，主要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为内心激情所支配的
结果，而没有成为有意识的艺术追求，也没有更大幅度地向
其他题材拓展，所以成就不是很高。到辛弃疾出现在词坛上，
他不仅沿续了苏词的方向，写出许多具有雄放阔大的气势的
作品，而且以其蔑视一切陈规的豪杰气概，和丰富的学养、
过人的才华，在词的领域中进行极富于个人特色的创造，在
推进苏词风格的同时也突破了苏词的范围，开拓了词的更为
广阔的天地。

在他的词中，如“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
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
彻”(《贺新郎》)，“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



铁。南共北，正分裂”(《贺新郎》)，乃至“恨之极，恨极
销磨不得。苌弘事、人道后来，其血三年化为碧”(《兰陵
王》)，都是激愤不能自已的悲怨心声，如“天风海雨”，以
极强烈的力度震撼着读者的心灵。辛弃疾也信奉老庄，在词
中作旷达语，但他并不能把冲动的感情由此化为平静，而是
从低沉甚至绝望的方向上宣泄内心的悲愤，如“元龙老矣，
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
览”(《水龙吟》)，“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
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贺新
郎》)，“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
吹何处是，汉殿秦宫”(《浪淘沙》)，这些表面看来似旷达
又似颓废的句子，却更使人感受到他心中极高期望破灭成为
绝望时无法销磨的痛苦。

而他的英雄的豪壮与绝望交织纽结，大起大落，反差强烈，
更形成瀑布般的冲击力量。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
寄之》，从开头起，一路写想象中练兵、杀敌的场景与气氛，
痛快淋漓，雄壮无比。但在“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
后名”之后，突然接上末句“可怜白发生”，点出那一切都
是徒然的梦想，事实是白发无情，壮志成空，犹如一瓢冰水
泼在猛火上，令人不由得惊栗震动。

在意象的使用上，辛弃疾也自有特点。他一般很少采用传统
词作中常见的兰柳花草及红粉佳人为点缀;与所要表达的悲凉
雄壮的情感基调相吻合，在他的笔下所描绘的自然景物，多
有一种奔腾耸峙、不可一世的气派。如“峡束苍江对起，过
危楼、欲飞还敛”(《水龙吟》)，“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
千丈开青壁”(《满江红》);他所采摭的历史人物，也多属于
奇伟英豪、宕放不羁，或慷慨悲凉的类型，如“射虎山横一
骑，裂石响惊弦”的李广(《八声甘州》)，“金戈铁马，气
吞万里如虎”的刘裕(《永遇乐》)，“年少万兜鍪，坐断东
南战未休”的孙权(《南乡子》)等等。这种自然和历史素材
的选用，都与词中的感情力量成为恰好的配合，令人为之感
奋。



所以，同属于豪放雄阔的风格，苏轼词较偏于潇洒疏朗、旷
达超迈，而辛词则给人以慷慨悲歌、激情飞扬之感。

不过，以上只是指辛弃疾词中主流部分的艺术风格而言。

辛弃疾和苏轼在词的语言技巧上都是有力的开拓者。前人说
苏轼是以诗为词，辛弃疾是以文为词，这当然有些简单化，
但确实也指出：到了辛弃疾手中，词的语言更加自由解放，
变化无端，不复有规矩存在。在辛词中，有非常通俗稚拙的
民间语言，如“些底事，误人那。不成真个不思家”(《鹧鸪
天》)，“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
做个天”(《丑奴儿》)，也有夹杂许多虚词语助的文言句式，
如“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乎”(《汉宫春》)，“不恨古人
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贺新郎》);有语气活跃的对
话、自问自答乃至呼喝，如“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南
乡子》)，“杯，汝来前!”(《沁园春》)也有相当严整的对
句，如“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破阵
子》)……。概括起来说，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
是形式松散，语义流动连贯，句子往往写得比较长。文人词
较多使用的以密集的意象拼合成句、跳跃地连接句子构成整
体意境的方式，在辛词中完全被打破了。但并不是说，辛弃
疾的所谓“以文为词”不再有音乐性的节奏。在大量使用散
文句式、注意保持生动的语气的同时，他仍然能够用各种手
段造成变化的节奏。如《水龙吟》中“落日楼头，断鸿声里，
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意
义联贯而下，在词中是很长的句子，但却是顿挫鲜明，铿锵
有力，决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在词的形式中而已。

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又一大特色，是广泛地引用经、史、
子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成句和历史典故，融化或
镶嵌在自己的词里。这本来很容易造成生硬艰涩的毛病，但
是以辛弃疾的才力，却大多能够运用得恰到好处、浑成自然，
或是别有妙趣，正如清人刘熙载《艺概》所说：“任古书中
理语、廋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以《永遇乐·京口北



固亭怀古》一篇为例，百余字的篇幅，叙及孙权、刘裕、刘
义隆、拓跋焘、廉颇五个历史人物的事迹，而与作者所要表
达的主观情感、意念丝丝入扣;不仅内涵极为丰厚，而且语气
飞动，神情毕露，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

当然，辛弃疾的词时常也有过分散文化、议论太多，以及所谓
“掉书袋”即用典用古语太多的毛病，但不管怎么说，他确
实把词大大地改造了;他的词不仅是“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
言”，而且是任何“意”和“事”都能表达得很自由很充分。
这样，词的创作才完全摆脱了羁绊，进入了自由的境界。

艺术造诣

辛词现存六百多首，是两宋存词最多的作家。其词多以国家、
民族的现实问题为题材，抒发慷慨激昂的爱国之情。如《水
龙吟》(渡江天马南来)、《水调歌头》(千里渥洼种)、《满
江红》(鹏翼垂空)等，表现了恢复祖国统一的豪情壮志;《驾
新郎》(细把君诗说)、《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破
阵子》(醉里挑灯看剑)等，表现对北方地区的怀念和对抗金
斗争的赞扬。《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摸鱼儿》(更能
消几番风雨)、《贺新郎》(老大那堪说)、《鹧鸪天》(壮岁
旌旗拥万夫)、《永遇乐》(千古江山)等，表现对南宋朝廷屈
辱苟安的不满和壮志难酬的忧愤。这些作品大都基调昂扬，
热情奔放。

此外，其描写农村景物和反映农家生活的作品，如《清平乐》
(茅檐低小)、《西江月》(明月别枝惊鹊)、《玉楼春(三三两
两谁家女)等，都富有生活气息，给人以清新之感。其抒情小
词，如〈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青玉案〉(东风夜放
花千树)等，写得储蓄蕴藉，言短意长。辛词继承了苏轼豪放
词风和南宋初期爱国词人的战斗传统，进一步开拓了词的境
界，扩大了词的题材，几乎达到无事无意不可入词的地步，
又创造性地融汇了诗歌、散文、辞赋等各种文学形式的优点，
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形成了辛词的独特风格。



辛词以豪放为主，但又不拘一格，沈郁、明快、激励、妩媚，
兼而有之。他善于运用比兴手法和奇特想象，对自然界的山、
水、风、月、草、木都赋予情感和性格，并有所寄托。他还
善于吸收民间口语入词，尤其善于用典、用事和引用前人诗
句、文句，往往稍加改造而别出新意。但也有些作品因用典、
议论过多而显得晦涩、呆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说：“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
而异军突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吴衡照
《莲子居词话》说：辛稼轩别开天地，横绝古今，论、孟、
诗小序、左氏春秋、南华、离骚、史、汉、世说、选学、李、
杜诗，拉杂运用，弥见其笔力之峭。”

书法成就

故宫博物院藏南宋辛弃疾的《行书去国帖》为纸本，行书十
行，为酬应类信札。末署“宣教郎新除秘阁修撰权江南西路
提点刑狱公事辛弃疾札子”。中锋用笔，点画规矩，书写流
畅自如，于圆润爽丽中不失挺拔方正之气象。曾经过元朝赵
孟頫，明黄琳、项元沛，清朝永理等鉴藏，《书画鉴影》著
录。

辛弃疾词两首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三

辛弃疾曾两次罢官，隐居在上饶(今属江西省)的带湖，前后
将近二十年。这首词是词人在隐居时期里写的，词牌下原有
小题：“夜行黄沙道中”。黄沙，就是黄沙岭，在上饶西部。
词中描写农村夏夜的清新景色，抒发词人的闲适心情。

上片写的大约是前半夜的景象：明月初升，山林顿时变得明
亮起来，惊动了在枝上栖息的山鹊和蝉;清风吹拂，把它们的
叫声送到夜行人的耳中;田野间弥漫着稻花的香气，水中的青
蛙不断地鸣叫;一路上都可以听到出来纳凉的人们在谈论着今
年的丰收。词人在夜行中见到、听到这一切，他内心的喜悦
是可想而知的。这些描写在艺术上也是很动人的。从一方面



看，词人正是用农村夏夜里特有的`声音蝉鸣、鹊啼、蛙叫、
人声来渲染欢乐的气氛;从另一方面看，这些声音又全都是从
夜行人的听觉中反映出来的，他能清晰地听到这一切，反过
来又表现了夏夜的寂静。这正是寓静于动的写法，能够引起
读者丰富的想像。

下片写的是后半夜的景象：乌云骤起，月光消失，天边只剩
下几颗暗淡的星，田野变得昏暗了;当词人走到山前时，雨点
飘落下来，他知道骤雨将至，想要找个地方避雨。说来也巧，
当他急急忙忙转过溪头时，一眼就看到了他过去曾经见过的
那家茅店，依然在社林旁边。不用说，词人这时的心情是何
等欣慰呀!

这首词上片写景其实是烘托，下片写避雨才是词人本意所在，
也是词的意趣所在。在山野里夜行遇雨而又能找到避雨的地
方，这种乐趣不是身历其境的人是不容易体会到的。

辛弃疾词两首教学设计及反思篇四

每次完成一项任务，我就会觉得好像放下了很大的担子，很
轻松。我以为这次紧张的十分钟讲课也会是一样的。因为在
讲课之前的一周，我确实是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我以为我
会在讲课结束后释然很多，轻松很多。可是事实告诉我，这
次是个例外。在走下讲台的那一刻，我一如平时的心静，踏
出教室的那一瞬，也是一如平时，没有诧异的思绪。直到静
下心来，回顾整个讲课的过程，从选择要讲的篇目一直到结
束展示内容写反思，我突然明白了：课堂十分钟的结束并不
是一项任务的完结，而是开始。这项任务就是教学，这是我
在踏进实习讲台的一次演练，依旧在紧张的准备过程中，当
然不会有完成任务之后的欣喜与轻松。教学，这项没有结点
的任务，终究会变成习惯，我希望它会变成好习惯，在不断
反思之后成长起来的好习惯。

回顾讲课十分钟的展示，不论教学课文的选择，还是教学设



计的编排，教学展示内容的选择，抑或是教学实践展示，课
后自我评价反思，都给我很大的启发。几位老师的点评指导，
更使我受益颇多。我从教学设计、课程实践、课后回顾等方
面反思，总结以下几点问题。

梳理学生总结出来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的视听触嗅
等感官感受时，不自觉地放入了图片。本来只是想在学生作
画或写作文段之前给他们一点总结提示，而事实是图片的放
置不仅没有起到这个作用，反而弄巧成拙了。这些图片在他
们写作之前就已经先入为主进入他们的脑子中了，无形中就
限制了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且，重要的是诗词中的这
些景物景象是根本无法用统一的`语言或图画描述的。正所
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
和体验的人对同一诗词、同一意象的理解是不同的，特别是
对诗词中的这些意象及场景的解读应该是学生发挥想象力创
作出来的个性化亮点，如果让这些预先设计的他人的理解阻
止了学生的创造力，就真的是有悖于个性化创新型人才培养
的目标。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充分考虑到学生个性化创作
的需求，让学生自己来说，自己体验，自己写作。为此，我
将此环节改成小组讨论交流，“说说我心目中的夏夜黄沙道
之行”，让学生相互交流，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充分表达自
己的想法，在与他人的交流中，取长补短，加深对诗词的理
解。

这种强权的思想也体现在教学实践中。我让学生说说自己读
完词后的感受、心情，预设学生会答“喜悦”或者“焦虑着
急”等感受。当学生说出自己“惬意”的感受时，我不自觉
地将其拉到自己的预设“喜”字上。“惬意”，“称心、满
意，舒服、舒心”，转换为“喜”之“愉快、高兴”虽谈不
上扭曲，但确实有些突兀。这一点问题唐同学和林老师都给
了我提示，非常感谢他们。我的突兀的做法是我太依赖预设，
没有考虑到灵活处理课堂变动的结果。其实，以后的教学活
动就是灵活的展现，以学生为主导，就要充分尊重他们的想
法，让学生自由的思考发言。学生的思想变化多端，这就要



考验老师的应变能力。我觉得这是我今后需要加强的能
力——灵活处理课堂突发事件的能力。

辛弃疾词两首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五

课堂开始我就利用学生头脑中积累的古诗词知识，激起了学
生热爱诗词的情感，学习诗词的欲望。随后让学生在风格迥
异的两段辛词中(配上不同的音乐与画面)真切感受到辛词的
艺术魅力，从而，水到渠成地引入新课。

课上“读”字当头，组织学生进行多种形式的读，如：个别
读、赛读、齐读、配乐读、摇头晃脑读、手舞足蹈读等。一
方面通过读，让生走进文本，走进作者，走进那些独特的历
史时空;另一方面通过读，读出意、味、形、神，准确地感悟
作者的感情。

营造开放民主的教学情境。我努力以情激情，以智启智，
以“鹊儿因什么而惊?”“谁在说丰年?”这有趣的问题激起
学生思维的火花。学生潜心思考、争鸣与辩论，鼓励各抒己
见、自圆其说。为学生提供了想象的空间，充满了多元性和
不确定性，它强调的就是学生的自主探究和合作发展。课堂
上辩论声、笑声、掌声，不绝于耳。随之而来的情感朗读更
是饶有情趣。

结合诗人的生平背景，适时地指导品悟，帮助学生深刻理解
和体会词中所表达的情感。并且了解他的爱国情怀以及英雄
闲置的愤懑。

体会词的意境，借助语言文字，充分展开想象，感悟词中景、
心中情，激发了学生对大自然以及古诗词的热爱与赞美之情。

通过推荐阅读，本课有效地做到了诗词教学的“三拓展”：
把诗文读宽、读深、读美。如果课前布置学生多阅读一些与
课文相关的诗词的话，我想，学生在体会词人的情感会更顺



畅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