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教学反思(精
选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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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教学反思篇一

1、教材版本：人民教育出版社

2、年级：高中二年级

3、所属模块：选修2《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

本文的教学属于古代散文教学，在前面几个必修模块的古诗
文积累和练习之上，同学们可以自主阅读较为浅显的古代散
文，理解诗文中的情感特质。

(一)知识与技能

1、理解诗文意思，把握诗文情感，背诵全文

2、积累优美词语、句式

(二)过程与方法

1、自主学习：结合课文注释，把握全文意思，理解全文情感

(三)情感态度价值观



在吸收古代散文优美文学特质的基础上，体会李白对自然、
对友情、对生活的珍爱和纵笔挥洒的才气，体会他乐观开朗
的人生态度。

1、背诵课文，体会文中的思想情感

2、积累体会文中的优美词语与句式

【教学难点】体会文中积极昂扬的情感特质

【练笔】光阴的故事;

【课时安排】1课时

【教具准备】多媒体、ppt课件

【课前预习】回顾复习《兰亭集序》、《滕王阁序》

一、导入新课

【引言】上周六我们一起去了厦门冬游，相信当时的美好依
然在我们的脑海里回放，这次出游让我们较为单纯的学校生
活增添了许多乐趣，你们会不会感觉幸福指数上升了很多呢?
古人也懂生活，他们也经常呼朋引伴举行集会，共同游乐。
不过他们的宴集与我们可大不一样。

【投影图片】投影古人宴集图片，请同学们用学过的《兰亭
集序》《滕王阁序》的词语和句子来概括图片所展示的内容。

设计意图：以图片导入新课，给同学们最直观的感受，联系
学过课文的词语句子，有助于理解全文意思，回顾旧知识是
为了更好地学习新课文。

明确：崇山峻岭、茂林修竹、群贤毕至、一觞一咏、畅叙幽



情……

【引入课文】古人宴集为欢，喝酒，喝的是美酒;赏景，赏的
是美景;他们也咏而歌，吟咏诗文，唱唱歌(可不像我们一路
上唱的是什么《一只小雨伞》，没诗可吟，回来的路上一起
大声背诵《将进酒》。)他们的宴集让今人感受到文雅才情以
及纵兴释怀的欢乐，不禁让人心生羡慕之情。今天我们要去
感受一下，李白和他的堂弟们的一次“夜宴”。下面让我们
进入课文，感受他们的“夜宴”诗情。

二、共同协作，完成课文解读

【疏通字词】投影文段，疏通字词，涉及典故简单讲
解。“以诗为文”语言凝练富有美感的特点;用典自然不加雕
饰，灵活运用不凝滞。

【归纳总结】赏美景、序天伦、高谈转清、饮酒赋诗

设计意图：通过共同梳理字词，理解全文意思。

【自主赏析指导】前段时间我们学习李白的《将进酒》，我
们共同归纳出三个赏析诗文的角度，一是作者;二是诗文反映
的文化特征;三是诗文中的情感基调。今天我们就选取其中的
情感基调作为赏析的方向。

三、对比探究

通过课文的解读，我们看到李白和他的弟弟们在他们的筵席
上，没有轻歌曼舞，没有繁管急弦，而只是观花赏月，吟诗
论文，说理谈玄，所以这是一场纯属文人墨客的集会，作者
运用诗一样的语言成功地展示了一次高雅的精神盛宴，给我
们带来了美的享受。(齐读文章，感受直观的诗文情意。)

【提问】同学们在完成课文的解读以及诵读之后，感受一下，



这篇文章的情感基调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简单地将之归入
什么性质的。(积极还是消沉的?)

【明确】“既喜而后悲”，所以历来写宴饮的文章似乎都脱
不了悲凉的情调：

王羲之《兰亭集序》：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
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结尾却“临文嗟悼，
不能喻之于怀”，发出“悲夫”的慨叹王勃《滕王阁序》：
呜呼!胜地不常，盛筵难再;兰亭已矣，梓泽丘墟。石崇《金
谷诗序》：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孙绰《三月三日
兰亭诗序》：乐与时去，悲亦系之。陶渊明《游斜川诗序》：
悲日月之既往，悼吾年之不留。

而李白写游宴，却完全摆脱了“既喜而复悲”的陈套，给人
以乐观情绪的感染，与古人的同类作品相比，它别开生面，
自是锦心绣口之文。

【合作探究】请以小组为单位，探讨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
的不同呢?

【提示】可以从时代背景、作者个人情况等方面入手

【交流成果】小组之间交流成果，与老师交流体会

【教师总结】提出最关键的一点，二者反映的情感特征不同，
与时代背景有很大的关系。王羲之所处的时代是东晋，当时
政治迫害严重，世人普遍存在消极感伤的特点，所以他在感
慨时过境迁之后，感悟到游赏之乐便成了陈迹，欢乐和生命
总是短暂，必然“终期于尽”。因此才有“岂不痛哉”“悲
夫”的感慨。而李白所处的是时代是盛唐，那是封建主义达
到鼎盛的时期，国力最强，民族自信最强，积极乐观的情怀
充满着整个时期。而李白又是一个骨子里充满的是盛唐士人
绝对的'自信和自豪之情，他乐观、豁达，他认为正是因为人



生短暂，才应珍视光阴，“秉烛夜游”。他认为美景是春天
对自己的召唤(引导同学们用原文回答)和恩赐，他感到能和
兄弟们一同歌咏，高谈，观月饮酒，是人生最大的乐趣。所
以，王的《兰》虽清幽却低沉，李的《春》则是高亢与明朗
相随左右。

【另一角度的对比】对比王勃的《滕王阁序》，同是唐人，
为何情感也不相同。(由学生自主思考，下次课提问)

四、总结全文，阅读与写作

2.自己走过的十八年，以《春》为蓝本，摹写一次印象深刻
的集会。

3.光阴的故事”为题，写一篇小作文，字数500左右，抒发你
对时光的理解和感悟。

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教学反思篇二

配图咏诵诗句导入：

滚滚长江淘尽盛唐诗千篇

多少丹青化长卷颂你在浩浩千古间

冥冥青天映你逍遥饮花前

任青史轮番转唱不完这清弦

谁能长剑挑尽人间知冷暖

纸扇墨客回眸间随口的唐诗传了千年

李白的诗歌是豪情万丈的诗歌，李白的人生是潇洒浪漫的人



生。那么李白缘何浪漫？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是仁者见仁智
者见智的，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李白的《春夜宴从弟桃花园
序》，希望大家在学习这篇文章后能够找到自己的答案。

教师范读，注意读音；

学生齐读，感受文章。

幻灯片展示标题，学生尝试解读标题中所含信息。

明确：春夜――季节，时间。万物复苏、暖风和煦、花香遍
地的春天的夜晚。

引出疑问：为什么要在夜晚摆开宴席呢？

宴――活动、事件。宴饮。

从弟――对象、人物。堂弟。

学习文言文，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读懂篇章，积累文言知识，
这是理解赏析文章的基础，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一定要重视。

大家从小学开始接触文言文，又在初高中学习了大量的文言
文文章，积累了一定的文言知识。现在面对这么一篇只有119
字的短文，应该是信心满怀了吧。

桃花园――地点、场所。在桃花盛开的园中。

序――文体。宴集序（古人宴集时，常同赋诗，诗成后公推
一人作序）。

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教学反思篇三

原文阅读：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
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况阳春召我以
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

会桃李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
咏歌，独惭康乐。幽赏未已，高谈转清。开琼筵以坐花，飞
羽觞而醉月。不有佳咏，何伸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
数。

翻译译文或注释：

天地是万事万物的旅舍，光阴是古往今来的过客。而人生浮
泛，如梦一般，能有几多欢乐？古人持烛夜游，确实有道理
啊。况且温煦的春天用艳丽的景色召唤我们，大自然将美好
的文章提供给我们。

于是相会于美丽的桃李园内，叙说兄弟团聚的.快乐。诸位弟
弟英俊秀发，个个好比谢惠连；而我的作诗吟咏，却惭愧不
如谢康乐。正以幽雅的情趣欣赏着美景，高远的谈吐已更为
清妙。铺开盛席，坐在花间；行酒如飞，醉于月下。不作好
诗，怎能抒发高雅的情怀？如赋诗不成，须依金谷雅集三斗
之数行罚。

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教学反思篇四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

1、疏通文意，理解关键字词。

2、比较阅读同类文章，领悟李白独特的文情诗意。

过程与方法



1、把握文章内容，体会作者的情感。

2、文章中典故的运用。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领会本文抒发的情感，体会文中流露出来的热爱生活、热爱
生命的豪情逸兴。

【教学内容与过程】

一、导入

师生齐背李白诗歌《将进酒》。置酒会友，乃人生快事，又
恰值“怀才不遇”之际，于是乎借酒抒情，挥洒个淋漓尽致。
饮酒赋诗，自古是文人一大乐事。这篇散文，洋溢着诗情画
意，像一首优美的诗，长期以来，脍炙人口。明代大画家仇
英还把它转化为视觉形象，绘成图画，流传至今。今天，就
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聚会的场所，一起来品读李白的《春夜
宴从弟桃花园序》。

二、解题

题目点出了时间（春夜）、地点（桃花园）、人物（李白和
诸从弟）、事件（聚宴）。看题目就知道文章的基本内容：
李白于某个春夜在桃花园宴请各位堂弟所作的序文。

三、文体常识

序：文体的一种，有书序、赠序（宋濂《送东阳马生序》）、
宴集序（《兰亭集序》）。

宴集序，是指古人宴集时，常同赋诗，诗成后公推一人作序，
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滕王阁序》等。



四、熟读成诵，整体感知。

五、对照注释，疏通文意。（投影文中的重点字词）

逆旅：客舍，旅店。

良：确实，果真。清荣峻茂，良多趣味。（《三峡》）

大块：指大自然。

文章：原指错杂的色彩、花纹。此指大自然中各种美好的形
象、色彩、声音等。

序：通“叙”，畅谈，畅叙。

俊秀：英俊聪慧。

琼：美好的，华贵的。

六、本文的几个典故的运用。

本文用典颇多，分析文中典故的运用，意在帮助沉重了解一
些常见典故的来源以及其中的含义，以便学生更深入地理解
作品的内容，也可以提高学生基本的文化素养。

1、浮生若梦，为欢几何？

《庄子·刻意》有“其生若浮，其死若休”的话，故后人常说
“浮生”；又《庄子·齐物论》有庄周梦蝶的故事，表达的
是：人生变幻无常，就像做梦一样。

2、群季俊秀，皆为惠连。

惠连，指谢惠连（397？－433），南朝宋文学家，著名诗人
谢灵运的堂弟。他才思敏捷，十岁便能作文，工诗赋，深得



谢灵运爱赏。世称小谢。谢灵运（385－433），东晋名将谢
玄之孙，袭封康乐公，世称谢康乐。是南朝山水诗派的创始
者。这几句是李白夸奖自己的堂弟才能杰出，各个都像谢惠
连；而自己作诗却赶不上谢灵运。

3、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

西晋石崇，官至卫尉卿。豪富甲天下，生活极端奢侈。曾在
洛阳金谷涧中宴客赋诗，他写有《金谷诗序》说：“遂各赋
诗，以叙中怀。或不能乾，罚酒三斗。”李白所说的“金谷
酒数”，即三斗。

七、探讨作者性格与文风

古人作的宴集序多有“兴尽悲来”的情绪转换，开始写乐，
继而写悲，成了一个套子。李白同样写游宴，却完全摆脱
了“即喜而复悲”的陈套，给人以乐观情绪的感染。全文充
满着春天的生机，洋溢着健康的欢乐，意境高雅，格调明朗，
虽有“浮生若梦”一句，但不会因这一句而生出消极情绪。

李白性格豪放不羁，他的思想驳杂而矛盾。在儒家“达则兼
济”的.思想影响下，李白有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抱负；在道家
思想影响下，他蔑视权贵，追求个性自由、愤世嫉俗的叛逆
精神，有道家尤其是庄子思想的鲜明的印记。入世和出世、
积极和消极的矛盾都统一在李白“功成身退”的思想之中，
他希望辅时济世，建功立业，然后啸傲山林，浪迹五湖，全
身远祸。

在本文中，作者一上来先行议论，从感慨人生短暂，世事如
梦起笔，说出夜宴的第一条缘由。可是接下来并不是沿着这
人调子去进一步抒发悲观、低沉的情绪，而是笔锋一转，说
自己想效法古人“秉烛夜游”去追寻人生欢乐。“秉烛夜
游”的典故有两个出处：一是《古诗十九首》中“昼夜苦夜
长，何不秉烛游”的句子。二是曹丕的《与吴质书》中所说：



“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
良有以也。”李白的文章显然是援用了曹丕的话，他所表达
的首先是一种珍惜时间，挚爱生活的情感，同是也流露了他
当时仕途不达的郁闷和世事难料的迷惘，并不是醉生梦死地
一味追求宴饮享乐，这从下面的文字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作
者写春天风光之美丽诱人，从而引出春日夜宴桃花园的另一
个缘由，并极自然地过渡到记叙与从弟共叙“天伦之乐事”。
可见开头的一番笔墨及是作者有意的铺陈，为的是提起下文，
突出后面的诸多内容。当然，这由感慨“浮生若梦，为欢几
何”到转而去记“乐事”抒“雅怀”的变化，也正和李白的
一些诗歌相同，反映着他那旷达、洒脱的性格特点。

八、与《兰亭集序》进行比较阅读

首先应看到两位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生活处境之不同：王
羲之的《兰亭集序》写于51岁，会稽内史任上。这时东晋王
朝偏安江左已经36年，在士族制度的统治下，社会矛盾重重，
当权者无心北伐，只图奢侈享乐。文人士大夫意志消磨殆尽，
多崇尚老庄思想，清谈玄理之风极盛。李白的《春夜宴从弟
桃花园序》大致是开元二十一年33岁时所作。当时他虽然求
官未得，暂时隐居于安陆，但身处开元盛世，对国家的兴盛、
个人的发展都抱有乐观的期望。

《兰亭集序》和《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同是记叙春日宴饮
之乐，同是欣赏客观的自然风光，同是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
但由于时代环境及作家个人身份、年龄的差异，在感情格调
上是有所不同的。王羲之感慨的是当时过境迁之后，游赏之
乐便成了陈迹，欢乐和生命总是短暂的，必须“终期于尽”，
所以发出了“岂不痛哉”“悲夫”的慨叹。而李白则有一种
豁达、乐观的精神，他认为正因为人生短暂，才应珍视生命，
爱惜光阴，“秉烛夜游”。他觉得美景是春天对自己的恩赐，
他感到能和兄弟们一同咏歌、高谈、观花、赏月并举杯畅饮，
乃是最大的乐趣！王羲之低沉清幽，李白高亢明朗，情调自
是不同。



九、布置作业

完成相关练习。

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教学反思篇五

天地是万物的旅舍，时光是百代的过客，人生漂浮无常，好
似梦幻，欢乐的口子能有多少呢?古人拿着蜡烛，在夜间游乐，
确实是有原因的!何况清明温和的春天以秀美的景色来召引我
们，大自然又给我们展现锦绣风光。现在聚会在桃花芬芳的
花园里，畅谈兄弟间的乐事。诸弟聪明过人，都有谢惠连的
才华;大家咏诗歌唱，唯独我不能和谢康乐相比而感到惭愧。
静静地欣赏春夜的景色还没有完，纵情的谈论又转向清雅。
摆出荣华的筵席，坐在花丛中间;酒杯频传，醉倒在月光之下。
没有好的诗篇，怎能抒发高雅的情怀?如作诗不成的，按照金
谷园的先例，罚酒三杯。

1.疏通文意，理解关键字词;

2.理解文中“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流露出来的热爱生活、
热爱生命的豪情逸兴;

3.比较阅读同类“宴序”文章，理解本序与古人作的“宴
序”一类文章的不同之处，领悟李白飘逸潇洒、豪情纵情的
诗意。

通过文章理解，体会文中流露出来的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
豪情逸兴。

通过比较同类文章，领悟李白独特的文情诗意。

一课时

一、导入



朗读李白《将进酒》。置酒会友，乃人生快事，又恰值“怀
才不遇”之际，于是乎借酒抒情，挥洒个淋漓尽致。饮酒赋
诗，自古是文人一大乐事。这篇散文，洋溢着诗情画意，像
一首优美的诗，长期以来，脍炙人口。明代大画家仇英还把
它转化为视觉形象，绘成图画，流传至今。

二、破题

题目点出了时间(春夜)、地点(桃李园)、人物(李白和诸从
弟)、事件(聚宴)。看题目就知道文章的基本内容：李白于某
个春夜在桃李园宴请各位堂弟所作的序文。

三、文体常识

序：文体的一种。有书序、赠序、宴集序。

宴集序，是指古人宴集时，常同赋诗，诗成后公推一人作序，
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

四、朗读全文整体感知

五、自读，不明白之处、重点字词梳理

六、比较阅读。文章最后四句，《古文观止》的编者
说：“末数语，写一觞一咏之乐，与世俗浪游者迥别。”请
结合所给课外阅读材料，谈谈李白的文章与同类作品相比，
有何不同。

提示：注意文中粗体字所表达的情感

《金谷诗序》：“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情调很
悲凉;

《三月三日兰亭诗序》“乐与时去，悲亦系之”，与王羲之
序如出一辙;



《游斜川诗序》“悲日月之既往，悼吾年之不留”，调子是
低沉的。

最近学过的《滕王阁序》“呜呼!胜地不常，盛筵难再;兰亭
已矣，梓泽丘墟”。

古人作的宴集序多有“兴尽悲来”的情绪转换，开始写乐，
继而写悲，成了一个套子。李白同样写游宴，却完全摆脱
了“既喜而复悲”的陈套，给人以乐观情绪的感染。全文充
满着春天的生机，洋溢着健康的欢乐，意境高雅，格调明朗，
虽有“浮生若梦”一句，但不会因这一句而生出消极情绪。

七、简单探讨作者性格与文风

李白性格豪放不羁，他的思想驳杂而矛盾。在儒家“达则兼
济”的思想影响下，李白有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抱负;在道家思
想影响下，他蔑视权贵，追求个性自由、愤世疾俗的叛逆精
神，有道家尤其是庄子思想的鲜明印记。入世和出世、积极
和消极的矛盾都统一在李白“功成身退”的思想之中，他希
望辅时济世，建功立业，然后啸傲山林，浪迹五湖，全身远
祸。

游斜川诗序作者：陶渊明

——辛酉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
游斜川。临长流，望曾城，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
飞。彼南阜者，名实旧矣，不复乃为嗟叹。若夫曾城，傍无
依接，独秀中皋，遥想灵山，有爱嘉名。欣对不足，率共赋
诗。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记乡里，以记其
时日。

后人评：文章短小优美，点明出游的日期和地点，以游览斜
川、观赏山水为题旨，着意刻画了近观远眺之佳景，突出赞
美了独秀于泽畔的障山，抒发了对山水美景的浓厚情趣和爱



恋，并由此引发出“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的慨叹。

兰亭集序作者：东晋王羲之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
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
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
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
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
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
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
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
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
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
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
由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
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金谷诗序〔晋〕石崇

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
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
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顷，羊二百口，
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
目欢心之物备矣。

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
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
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



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
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
者，其览之哉!

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
年五十，为首。

《三月三日兰亭诗序》孙绰

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斯谈!非以停之则清，混之则浊邪?情
因所习而迁移，物触所遇而兴感，故振辔于朝市，则充屈之
心生;闲步于林野，则辽落之志兴。仰瞻羲唐，邈已远矣，近
咏台阁，顾深增怀。为复于暧昧之中，思萦拂之道，屡借山
水，以化其郁结，永一日之足，当百年之溢。以暮春之始，
禊于南涧之滨，高岭千寻，长湖万顷，隆屈澄汪之势，可为
壮矣。乃席芳草，镜清流，览卉木，观鱼鸟，具物同荣，资
生咸畅。于是和以醇醪，齐以达观，决然兀矣，焉复觉鹏?之
二物哉!耀灵纵辔，急景西迈，乐与时去，悲亦系之。往复推
移，新故相换，今日之迹，明复陈矣。原诗人之致兴，谅歌
咏之有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