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使至塞上教案反思(精选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该
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
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使至塞上教案反思篇一

1、整体感知环节的设计，一方面让学生掌握诗歌朗读背诵的
技巧，另一方面，通过背诵让学生初步了解诗歌的内容。

2、研读与赏析让学生通过对诗句的品析来掌握诗歌赏析的方
法，学会从遣词、用句、修辞等方面来揣摩、理解作者炼字
达意的技巧。

使至塞上教案反思篇二

1、由于中考文言诗词一块重在考查学生背诵以及名句、名篇
的默写，应工作室本节授课要有效帮助学生新旧知识衔接之
要求，因此课堂导入设计时安排学生回忆学过诗句，并要求
板书，旨在发现错别字加以引导、纠正。2、诗歌重在诵读，
在读中学，读中悟，读中背。因此运用课堂多样的诵读方式，
引导学生在读中体会作者的情感。

3、诗歌中的名句是中考考查的重点，因此名句的理解与讲授
将成为课堂的重点。

使至塞上教案反思篇三

《使至塞上》是一首边塞诗，在七年级教材第二单元，这首
诗是中考必考篇目之一，放在七年级学习，希望七年级的学
生能以中考的心态来面对学习。掌握中考题型，掌握学习方



法。另外，本单元的内容是了解青年时代，不同经历的人的
不同想法，希望学生能从中吸取积极的养料，在自己的人生
路上增添一抹亮色。

二、说课标

《语文课程标准》对古诗词教学提出这样的要求：“诵读古
代诗词，有意识地在积累、感悟和运用中，提高自己的欣赏
品位和审美情趣。”解读上述要求，可以看出对古代诗词的
学习应达到如下目标：

诵读。要求准确、有感情地诵读。常见的考查方式是划分朗
读停顿。

积累。要求在理解的基础上积累。常见的考查方式是默写。

感悟。理解诗词的写作手法，理解诗词的中所抒发的感情。
常见的考查方式是简答题、赏析题。又双运用。能在现实的
语言实践中恰当地运用。常见的考查方式是结合显示创设具
体的语言环境，让考生恰当运用古诗句。

欣赏、审美鉴赏诗词意境、语言、情感方面美之所在。常见
的考查方式是品析题。总结上述所说，对古诗词的考查主要
有两方面内容：一是默写，一是赏析。

三、说学生

七年级的学生，有很强的好奇心，喜欢被表扬，学习的热情
比较高。但是，我担任的两个班级，学习基础较差，对古诗
的学习有一定的难度。特别是句子理解不到位，就不用谈内
容理解和对句子赏析了。

四、说目标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把学习目标定为：

五、说教学过程

1、导入：直接导入

2、预习提问：作者和写作背景，教师适当补充。

3、朗读指导：三步走，教师范读，学生听读，听清节奏和字
音。学生朗读，把握节奏读准字音。学生展示读，看谁读的
好。

4、翻译句子，小组结合，借助工具是翻译，小组代表展示。
教师补充、点评、纠正。指导翻译的方法。

5、名句赏析：教师给出方法，学生从不同角度赏析，其他小
组点评，补充。教师补充。

6、背诵全诗。

7、课下作业：对名句赏析。

六、教学反思

《使至塞上》是人教版八年级上册语文第六单元30课古诗四
首中的第二首诗。该诗的作者是唐代著名的山水诗人王维的
一首边塞诗。该诗中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被王国
维称其为“千古壮观”诗句。苏轼曾评曰“味摩诘之诗，诗
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开元年间，王维被排挤出朝廷，玄宗派其以监察御史的身份
出访边关，访问边关与吐蕃交战的崔希逸将军。途中，诗人
有感而发，作了此诗。

在了解诗人生平含写作背景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诵读诗歌，



品味诗意，最终欣赏诗歌优美的意境。

首联以记叙交待作者的使者身份：轻车简从，远赴边关；颔
联看似写景，实则情景交融，诗人以翻飞的蓬草，北归的大
雁两个意象象征了自己被排挤出朝廷的政治遭遇，抒发了作
者幽微难言的悲愤之情；颈联是全诗的名句，描绘了一派边
关壮丽的奇景：黄沙漫漫，江水滔滔，一道狼烟，一轮红日，
意境雄奇开阔，诗中有画，真可谓“千古壮观”，其
中“直”“圆”二字，看似俗，实则妙；尾联，以叙事点明
了边关紧张的战斗生活，体现了边关将士们的爱国之情。

总之，这首诗歌叙事、写景、抒情交相融合，诗人以开阔的
自然景色的描绘抒发了自己孤寂的情感，对边关壮丽的欣喜。

使至塞上教案反思篇四

王维诗《使至塞上》有遭到贬弃的幽怨情感，作者思想复杂
难言。考其处境及时代背景，参研盛唐诗歌炫示的主流意识，
诗句字里行间涌动着壮美豪迈的诗情，非暗嗔的幽怨作而是
慷慨的大风歌。

使至塞上

王维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人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

教参解读人教版八年级上册语文选录的王维《使至塞上》，



言及诗歌思想，有一句模棱两可的话，说作者的思想是复杂
难言的，暗藏遭弃的不满云云，对此说，我颇不以为然。

由于发“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这样的慨叹而真正被弃了
(孟浩然因写此句而引得皇帝不爽，遭贬谪)的明鉴，就发生
在他的内署，因此，王维是不会纠结在其中的。带着牢骚上
路，一路上可不能呕吐对明主的辛词辣味。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开元二十五年(737)春，河西
节度副使崔希逸大胜吐蕃，王维奉唐玄宗之令轻车简从，出
塞赴凉州宣慰。单车问边，也是被“明主弃”的一个变相。
然而，这一趟若是抑郁上路，辜负旷漠粗粝雄浑的景致的同
时，怕也会折杀代天慰问的官威。他的游记里，你除了捡拾
到偶尔的人生如寄的感觉外，国朝盛世的底蕴还是蛮足的。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教参上说他像“征蓬”一样
随风飘去，给人以漂泊不定之感，这是无根无依的身世的.自
叹。古诗中说到蓬草，大多是自叹身世。如曹植的《杂
诗》(其二)所谓“转蓬离本根，飘飖随长风”;李白《送友人》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李商隐《七律》“嗟余听鼓
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然而，征蓬，不是转蓬，怎么就
漂泊随风了呢?“征”是有目的有方向有计划的，而且体现极
具主动性的统治阶级的意志。这更与白居易在《望月有感》
中写的“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州蓬”中的“散蓬”
是迥然不同的。我曾驱车北去宁夏，时值秋日，那柏油路旁
的蓬草还真就被飞车的气浪挟裹，团团翻转。我们且换一个
角度，使者要奉命问边，离开京畿之地，行色匆匆，便有那
代表去年秋日的蓬草，随着马车滚动，和着尘埃，炫示出来
自朝廷的声音。又言像“归雁”一样孤独。“归雁”也是季
节的信使，早就把我要到来的消息写满胡天。“归雁”
的“归”，是回归的归，归属的归，归宿的归。我是归雁，
顺应季候之变，听从时世之遣，进入属于自己的领地，断然
没有遭放逐的无奈，多的是一朝解脱后的自由与释然。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烟因孤而直，日因落而圆。
雄奇壮美的塞外景致，也只有在问边的“机遇”中才有幸领
略。“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那些
忙碌于朝会和权谋的人，是断然没有欣赏奇景的时机和心机
的。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有人把这句解如急于见到都
护而不得的焦躁不安。到了萧关，不见都护，候骑禀报
说：“你要见我们都护，还远着呢，他在遥远的燕然山。”
我们便想到作者是何等的失望和泄气，怎么这么远了还看不
到都护呢?还得走多远啊?于是，叹气、懊恼……且不说这种
想当然会使这次问边之行陡增无趣，便是与上联联系起来看，
义脉就断裂了。这么奇异的景致，作者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厌
烦?实际上，“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觅封侯”?杀敌戍
边，立功边陲，一直是有志男儿的梦想。“燕然未勒归无
计”，燕然勒石，是边疆将士的追求。都护在燕然，这是对
广袤国土的自豪感和盛世主流意识的宣泄。看不到丝毫的疲
敝与无奈。

综上，与其说本诗情愫幽微难言，倒不如解读成：这是王维
在仕途坎坷时慨以当慷的一曲大风歌。

使至塞上教案反思篇五

王维的《使至塞上》中的诗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这是王维在出塞途中所作的，描写广袤的塞上风光的绝句。
诗的大意是：一片大漠上的一条直上的孤烟，辽远的河滩尽
头一轮滚圆的落日。简直把广袤的塞上风光写绝了。展示在
读者眼前的是一幅美幻绝伦的塞上风光画。

学生了解的王维的诗作很多，有《相思》、《杂诗》、《九
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送元二使安西》、《鹿柴》、《山
居秋暝》、《竹里馆》等。每一首诗都是一幅优美的风景画。
王维是居“李杜”之后，为学生接触较多t的唐代诗人。他虽



为朝廷命官，却常隐居蓝田辋川别业，过着亦官亦隐的居士
生活。他多才多艺，能书善画，诗歌成就以山水诗见长，描
摹细致，富于禅趣。苏轼谓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正指出其诗画的特色和造诣。他是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

我选取了不少的古诗词让学生来诵读，这不失为学习古代文
学的一个好的渠道。但是，单纯的让学生死记硬背或许就失
去了编者的本意。应该在理解记忆的基础上进行拓展，了解
掌握与其相关的文学知识，或者以其他的方式理解诗作。
就“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来说，可以在学生理解记忆
的基础上，把这句诗意作为背景，让学生对其描绘的内容展
开想象，改写成一篇现代文，同样是一篇很优美的写景文章。
学生的想象力在这里会得到很好的锻炼，理解记忆也得到升
华。

当然，还可以让学生以绘画的形式把这句诗的内容表现出来，
同样是对学生想象力的训练，也是对学生绘画能力的检验。

总之，采取灵活多样的积累古诗文的方式，不仅会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而且还能使学生对古诗文的理解更深，记忆更
牢。还能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