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采薇节选六年级教学反思(精选5
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
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采薇节选六年级教学反思篇一

一、说教材

《采薇》是语文版初中语文八年级下册第六单元的精读课文，
选自《诗经.小雅》，描写了西周时期一位饱尝思乡之苦的戍
边士兵在归家途中的所思所想，这首诗虽然没有《关雎》
《蒹葭》等名气大，但也是传诵千古的名句，充分体现了
《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
后世影响深远。我希望通过本课的学习，能够丰富学生的古
典诗歌文化常识，提高他们的诗歌鉴赏能力。

根据新课标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
个维度，以及初二学生诗歌鉴赏能力较弱的现状，我制定教
学目标如下：

知识目标：了解《诗经》文化常识，反复诵读，疏通文意。

能力目标：品味诗歌独特的语言美、音乐美;学习情景交融的
写法。

情感目标：把握戍边士兵思念家乡以及厌倦战争的复杂情感。

教学重点：反复朗诵，赏识艺术特色。



教学难点：品味语言，把握情感

二、说教法及学法

(一)说教法

根据教学目标、教材特点，我采用诵读法、提问点拨法进行
教学。

虽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但如果学生一味死读书，不
求甚解，最后仍是“过目皆忘”。这就需要我们为师者在教
学过程中多一点实质性的、能让学生受用不尽的读书方法指
导。如注意停顿、语速、重音、语气等。

提问点拨法可以让学生在老师的引领下对课文的思想内容、
艺术价值、现实中的战争、民歌题材进行探究，体现语文课
堂的人文性。

(二)说学法

将在教学中贯穿自主探究，引领学生如何学习诗歌，让学生
进行多种形式的诵读，在读中培养学生的联想想象能力及审
美感受能力。将疏通文意和理清课文思路的任务交给学生，
充分调动学生的参与意识，激发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

三、说教学流程

本课计划安排一课时，教学过程如下：

(一)、导入，了解《诗经》常识

生活中少不了诗，少不了歌，在我们这个小地方也有客家山
歌，请大家欣赏两首。在我们这个诗的国度里，诗歌长河的
源头又在哪里?请大家跟老师一起去寻找。



你是一条旺盛的河流

2600多年来边唱边走

多少人翘首追溯你神秘的源头

哦到春秋再到西周

“风”——土风民谣，淳朴自然

“雅”——诸侯朝会，贵族欢宴

“颂”——宗庙祭祀，乐舞翩翩

直陈、比喻、托物抒情

你的语言是赋、比、兴

因了你，“风骚”成为文学的雅称

你就是《诗三百》

人们还恭敬地称呼你《诗经》

(二)、自主学习

朗读要求：初读正音，把握节奏，要读得字正腔圆。再读解
意，把握行式，要读得韵味深长。吟唱诗歌，品赏诗情，要
唱得情深意切。

自主学习一：请从以下活动中任选一个完成。

一、自主完成。用现代汉语通顺地翻译全诗。

二、小组合作。把这首诗译为现代诗，语言流畅，能押韵更



好。

三、交流活动。用简洁的语言概括诗作的内容与表达的情感。

自主学习二：诗歌美好的诗情画意让人沉醉，走出诗歌，让
我们以探究的眼光，去寻觅本诗美的根源。请同学们自主学
习或合作学习，发现诗歌中的美词美句，体会篇章的美。

(三)、提问点拨：

问题1：感情基调?悲伤

问题2：为什么在归家途中还要悲伤?

材料：宋之问：“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解析：诗人被贬在外，家人音讯全无，终于踏上归家之途。
一方面欣喜若狂，另一方面担心家人为自己所累，团圆之梦
成为泡影，越接近家乡越是担忧。情更“切”变成了情
更“怯”。

答案：归家喜悦因为对家人、自身命运的担忧而变得无比沉
重。

路途艰难，又饥又渴的现状。

回忆过去，痛定思痛。

问题3：如何表现士兵的哀伤?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1)以景写情，情景交融意象：杨柳、冬雪

(2)对比



以乐景写哀，以以往之虚衬眼前之实，以凯旋之乐衬内心的
悲痛。

(3)大雪交加，行道艰难，饥渴难耐，情景凄凉，语调低沉、
苍凉。

(四)联系现实

(五)作业：

一是朗读背诵课文;

二是搜集本地民歌——客家山歌，与课文比较，体会《诗经》
民歌的源远流长。

四、说板书设计

设计思路是举纲张目，以线串珠，就是在清理文章纲目的基
础上，再进一步研究纲与目及目与目是怎样联结起来的，让
文章思路变成了学生思路，学生对课文内容的背诵、理解、
深化也就水到渠成了。

五、说教学反思

参与本课堂学习的学生为初二学生，对《诗经》了解较少，
没有学习过《诗经》中任何一篇，古文知识也相对薄弱，因
此对本文的教授我定位于诵读欣赏，不要求过多纠缠于某一
词一句的辨析，只要求大致解意，能够从读准、读美、可唱
的层面解读本诗。对词、句、篇章，也只是从声音美、形象
美、情感美方面浅层次探究。引导学生与文本对话，让学生
走进文本，发现美、感受美，在不断追寻美的过程中激发爱
母语、热爱生活的思想感情。

拓展阅读：采薇写作手法分析



一、情景反衬手法的巧妙运用

当然，这种反衬不是指上文所提到的第一种理解：“杨柳依
依”是“以乐景写哀”，“雨雪霏霏”是“以哀景写乐”而
产生的“倍增其哀乐”的艺术效果。而是用“杨柳依依”之
乐景反衬离乡远戍之哀，这是戍卒的悲哀之始。回乡时本应
有的欢愉却被因久戍在外、家人两不知而生发的“近乡情更
怯，不敢问来人”(唐李频《渡汉江》)的忧虑之情所代替，
加之“行道迟迟，载渴载饥”的回乡经历和“雨雪霏霏”的
自然景色对主人公内心情感的冲击，因此产生的“我心伤悲，
莫知我哀”的悲哀之情。相对于本应有的“欢愉”而言，这
也是一种反衬。这种现实与人之常情的反衬，在抒情主人公
内心深处产生的冲击更大，从“增其哀乐”的效果上看表现
更为突出。《采薇》诗抒情的本义是表现士卒久戍难归、忧
心如焚的内心情感，这种情感概括为一个字就是“哀”，哀
情贯穿《采薇》诗的始末。正是这种彻骨之哀使得该诗的.抒
情从简单的思乡之痛上升为个体生命在“今”
与“昔”、“来”与“往”、“雨雪霏霏”与“杨柳依依”
的情境变化中所体验到的生活的虚耗、生命的流逝和战争对
生活价值的否定上来，使《采薇》成为绝世文情，千古常新。
否则，只论前5章，诗就成了对以往战争生活的简单追忆和平
常的怀乡之思了，诗歌艺术的震撼力便无从说起。正如清方
玉润《诗经原始》中所说：“不然凯奏生乐矣，何哀之有
耶?”并指出该诗“别有深意，不可言喻”。他所说的“深
意”，恰恰在此吧!

二、意象捕捉上的高度审美水平

“人类审美心理的三个阶段可以概括为感兴、意象和境界。
人类审美经验始之于“感兴”，继之以“意象”，终之
于“境界”(薛富兴《感兴·意象·境界——试论美感的三阶
段、三次第》，《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月)。
《采薇》诗前5章均为感兴之笔，借采薇起兴，写久戍士卒怀
乡乡之感;末章仅32个字，运用“杨柳依依”和“雨雪霏霏”



两个典型意象，营造了情景交融的完美境界，表现出深刻的
审美意蕴。

在写作领域，意象一般解释为在感知基础上形成的渗透着创
作主体主观感受的客观事物在观念中的感性影像。“昔我往
矣，杨柳依依”，就要开始一种“不遑起居”的生活，主人
公心情的凄凉自然是不可言喻的。那“依依”的“杨柳”虽
代表着温柔的乡情，但“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幸福
即将不再，这“杨柳”也见证了抒情主人公哀婉凄切的别离，
寄托着主人公魂牵梦绕的乡愁和与亲人相会无期的感伤。客
体之景与主体之情相反相成，衬托出一幅离家远戍的悲苦画
面。依恋、留别内涵的“杨柳”意象遂成为后代作品中描写
离别的专有名词，到唐代还发展成为一种“折柳赠别”的习
俗。“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不合时宜的“雨雪”取代
了主人公即将归乡本应有的欢愉，凝聚了在回乡时刻回味一
生所体会到的人生无常的悲伤和世事苍茫的感怀，这“欲说
还休”、“欲罢不能”的愁绪使得他只能“行道迟迟，载渴
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了。漫长的道路，痛苦的煎熬，
心中充满不尽的哀伤。道路向前延伸,哀伤也将继续，又有谁
能理解这不尽的哀伤呢?整个诗章充满人生感伤的情调，这是
戍边士兵的痛苦生活酿造出来的满腔真情。它熏染到依依的
杨柳上，凝结在霏霏的雪花里，也渗透在漫漫的人生旅途中。

境由象生，意象组合产生意境。王国维说：“能写真景物、
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境界又称为意境。《采薇》末章
融情于景，景中含情，情景两浑，天衣无缝，创造出一个完
美的审美意境。从中，我们关照着人生的画面，领略着人生
的哀伤，汲取着艺术的养分。这种意境使人感受到的不仅仅
是盼归不得归的怀乡之痛，更重要的是从这种哀伤中还可以
体悟到对生命本体的留恋与关照，对宇宙人生的升华与感伤。
这才是《采薇》成为“绝世文情”，能够“千古常新”的根
源所在吧!

三、语言技巧的综合运用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生动传神的艺术语言能更好地启发读者
的联想和想象，进入具体可感的形象世界。《采薇》末章的
语言运用奇妙传神，穷形尽意，也是感染读者的重要因素。

诗章运用铺陈的表现手法，把不同时空的景象统摄到一幅画
面中来。写景为“杨柳依依”、“雨雪霏霏”;叙事为“行道
迟迟”、“载渴载饥”;言情为“我心伤悲，莫知我哀”，直
言其事，明白晓畅，自然得体。自然的景，人生的事，生命
的情，就像小溪一样在诗中自然流淌，引发读者心灵的共鸣。

运用对比的方式。将时序之“今——昔”，物候之“柳——
雪”，人生之“往——来”剪接融汇，创造出超越现实的典
型画面。短短4句诗，看似平淡，娓娓道来，却充满了强大的
艺术感染力。同一个“我”，但有“今昔”之分，同一条路，
却有“杨柳依依”与“雨雪霏霏”之别，而这一切都在这
一“往”一“来”的人生变化中生成。刘勰有云：“情以物
牵，词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文心雕
龙·物色》)诗章在对比中容纳了人生的深沉感慨，从而把我
们带进更高的审美境界，去体验人生的奥义。这种以今昔不
同景象来体现时空变换的表达方式被后人广泛追摩，曹
植：“始出严霜结，今来白露晞”，“昔我初迁，朱华为希;
今我旋止，素雪云飞”;杜甫：“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
还戍边。”

朴素生动的语言是构成《采薇》末章意境的一个重要因
素。“依依”状弱柳随风轻拂之态，“霏霏”拟白雪纷纷飘
洒之形，“迟迟”言道路漫长、内心愁苦之情。这些富有表
现力的词语创造出一幅具体可感的图画，给读者以亲切的感
受。“杨柳”对“雨雪”，“依依”对“霏霏”，读来风致
嫣然，昔往今来的物态人情在这对偶中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后人除了沿用“依依”“霏霏”来描写杨柳雨雪外，还进一
步拓展了其表现范围，如《孔雀东南飞》：“举手长劳劳，
二情同依依”;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暧暧远人村，依
依墟里烟”;屈原《九章·涉江》：“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



霏而承宇”;杜甫《望兜率寺》：“霏霏云气重，闪闪浪花翻。
”

可见，自然生动的艺术语言、铺陈对比的表现手法是构成
《采薇》末章艺术魅力的又一重要因素。“昔我往矣，杨柳
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4句所开创的善摩物态、寓情于
景的写法，为后世诗歌语言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领域，沾溉后
世，功莫大焉!

采薇节选六年级教学反思篇二

子曰：“不读《诗》，无以言。”今天，小花老师执教了
《诗经·采薇》一课。“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
雨雪霏霏。”这随着时光流转而愈见其情味的诗句，向我们
款款走来。

小花这节课，课堂节奏是舒缓的，给人一种娓娓道来的亲切
感。小花的温柔与《诗三百》的动人相得益彰。《诗经·采
薇》课堂伊始，她便引领学生走近《诗经》，走近《采薇》。
她引导学生把诗句先化为美景，又联系《村居》《送元二使
安西》等古诗，使学生了解“杨柳”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意
象。然后，她让学生把“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再化为情景，
想象作者与家人、亲友依依惜别之情。由此，引出“今我来
思，雨雪霏霏”，在解说了诗歌创作的背景以后，让学生通
过写作者此刻的心情，感悟诗情。老师的设计中不乏匠心与
闪光之处。

听了这节课以后，我有一种“意犹未尽”的遗憾。“昔我往
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被誉为《诗经》最佳
诗句之一，她的美，百转千回，言之不尽。而这短短十六字
独立为一个文本，又有别于《采薇》。我认为，这十六字作
为一个文本的价值，她所承载的，是一种文字之美、情感之
美、意象之美、意境之美。同时，她也是使六年级的学生接
触和了解《诗经》，走进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源头的一



个起点。

我想，如果让我来执教，我会这样重新设计一下：

第一步，从《诗经》走近《采薇》。

了解《诗经》，熟读《采薇》。在多种形式的读中，感受四
言诗独有的韵律之美。

第二步，走进《采薇》，体味诗情。

创设情境，想象“杨柳依依”“雨雪霏霏”的情态之美。引入
《采薇》全诗及诗意，略读，了解背景，化景语为情语，体
味诗人这位返乡士卒“往”与“来”的心情，在“昔”
与“今”的对比中，一唱三叹，读出诗人的万千思绪和诗句
的情味。

第三步，走进“杨柳”，品味意象。

借《采薇》“杨柳依依”引出后世诗中丰富的“杨柳”意象，
感受“杨柳”意象的独特性，引出“依依”之惜别，再反观
诗句，入情入境，把“留”的情绪读深，读出“杨柳依依”
蕴含之美。

第四步，从《采薇》走进《诗经》。

创设情境引出《诗经》的其他经典诗句，如《月出》
的“月”的意象等，略带而过，激发学生继续走进《诗经》
这一文化宝库的兴趣。

采薇节选六年级教学反思篇三

采薇采薇一把把，薇菜新芽已长大。说回家呀道回家，眼看
一年又完啦。有家等于没有家，为跟玁狁去厮杀。没有空闲



来坐下，为跟玁狁来厮杀。

采薇采薇一把把，薇菜柔嫩初发芽。说回家呀道回家，心里
忧闷多牵挂。满腔愁绪火辣辣，又饥又渴真苦煞。防地调动
难定下，书信托谁捎回家！

采薇采薇一把把，薇菜已老发杈枒。说回家呀道回家，转眼
十月又到啦。王室差事没个罢，想要休息没闲暇。满怀忧愁
太痛苦，生怕从此不回家。

什么花儿开得盛？棠棣花开密层层。什么车儿高又大?高大战
车将军乘。驾起兵车要出战，四匹壮马齐奔腾。边地怎敢图
安居？一月要争几回胜！

驾起四匹大公马，马儿雄骏高又大。将军威武倚车立，兵士
掩护也靠它。四匹马儿多齐整，鱼皮箭袋雕弓挂。哪有一天
不戒备，军情紧急不卸甲！

回想当初出征时，杨柳依依随风吹；如今回来路途中，大雪
纷纷满天飞。道路泥泞难行走，又渴又饥真劳累。满心伤感
满腔悲。我的哀痛谁体会！

《诗经·小雅·采薇》鉴赏

这首诗描述了这样的一个情景：寒冬，阴雨霏霏，雪花纷纷，
一位解甲退役的老兵在返乡途中踽踽独行。道路崎岖，又饥
又渴;但边关渐远，乡关渐近。此刻，他遥望家乡，抚今追昔，
不禁思绪纷繁，百感交集。艰苦的军旅生涯，激烈的战斗场
面，无数次的登高望归情景，一幕幕在眼前重现。此诗就是
三千年前这样的一位久戍之卒，在归途中的追忆唱叹之作。
其类归《小雅》，却颇似《国风》。

笼罩全篇的情感主调是悲伤的家园之思。或许是突然大作的
霏霏雪花惊醒了戍卒，他从追忆中回到现实，随之陷入更深



的悲伤之中。追昔抚今，痛定思痛，不能不令“我心伤悲”。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写景
记事，更是抒情伤怀。个体生命在时间中存在，而在“今”与
“昔”、“来”与“往”、“雨雪霏霏”与“杨柳依依”的
情境变化中，戍卒深切体验到了生涯的虚耗、生命的流逝及
战争对生涯价值的否定。绝世文情，千古常新。现代人读此
四句仍不禁枨触于怀，黯然神伤，也主要是体会到了诗境深
层的生命流逝感。“行道迟迟，载渴载饥”，加之归路漫漫，
道途险阻，行囊匮乏，又饥又渴，这眼前的`生涯困境又加深
了他的忧伤。“行道迟迟”，似乎还包含了戍卒对父母妻孥
的担忧。一别经年，“靡使归聘”，生死存亡，两不可知，
当此回归之际，必然会生发“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唐
宋之问《渡汉江》)的忧惧心理。然而，上述种种忧伤在这雨
雪霏霏的旷野中，无人知道更无人安慰;“我心伤悲，莫知我
哀”，全诗在这孤独无助的悲叹中结束。综观全诗，《采薇》
主导情致的典型意义，不是抒发遣戍役劝将士的战斗之情，
而是将王朝与蛮族的战争冲突退隐为背景，将从属于国家军
事行动的个人从战场上分离出来，通过归途的追述集中表现
戍卒们久戍难归、忧心如焚的内心世界，从而表现周人对战
争的厌恶和反感。《采薇》，似可称为千古厌战诗之祖。

采薇节选六年级教学反思篇四

引导学生研习文本，培养了学生独立阅读、独立思考的能力，
并能表达自己的体验感受点拨得当，培养了学生由表及里，
抓住本质，深入探究的能力不足之处：

《采薇》向来以其丰富多彩的人文内涵、难以言说的诗情画
意、含蓄蕴藉的艺术风格让人拍案叫绝尤其是诗中那真实复
杂的矛盾情感———对强敌贼寇的愤恨与对故园亲人的思念，
保家卫国的豪迈与历尽艰辛的苦涩，明媚乐景中的哀伤与阴
晦哀景中的喜悦，都给人以无穷的想像与回味，具有永恒的
魅力课堂上我尽力引导学生去领略其丰富的内涵，但还是取
舍欠当，有些仓促,不太到位。



采薇节选六年级教学反思篇五

这次课有两个地方值得自己总结，一是字词的解释、积累，
一是预设与生成的。

先说第一个问题。几乎所有的语文老师教古诗文时要面临一
个问题，就是对古诗文感觉艰难，很难古诗文的字词句。如
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现在还很茫然。上课的时候我给学生
充分的时间让他们就不懂的'字词句提出疑问，学生提了很多
问题，“不遑启处”如何解释，这句话虽然书上有注解，但
这个学生不理解单独解释“启”为“跪”，“居”为“坐”，
怎么合起来解释就成了“休息”。又比如“载渴载饥”
的“载”不知道什么意思，实际上在讲《氓》的时候就已经
提到了这个字，“载笑载言”，这说明这个学生课后的复习
和必要的知识整理没有到位。又比如“彼尔维何”的“维”
不知道什么意思，其实后面的“彼路斯何”的“斯”有解释，
而这两句话是相似的结构，根据古文对应法则，“维”
与“斯”意义相同，这说明这个学生还不知道看古文的基本
方法。又比如“戎车既驾”的“既”不知道理解，实际上在
《烛之武退秦师》中已经学过了，“既东封郑”，到了这里，
学生又不知道迁移了。所以想到了韩军老师提到的“举三反
一”，难道学习语文，学生真的只能是“举三”才能“反
一”吗？这要耗损多少时间啊。但要解决这个问题，我除了
想到再多做几次练习外，没有更多的办法。

第二个问题。关于预设和生成，已经有很多文章进行了阐释，
我不多说。只说说我这课是怎么处理的。教学设计是设计成
老师提问的，但在上课时，发生了变化，在学生提完了字词
句的问题后，觉得学生的思维正活跃，就要求学生就内容进
行提问。学生提了两个问题，都很有代表性，一个是为什么以
“采薇”为标题（因为诗歌的情感主要是），一个是前三章
为什么与后三章开头写法不同（比如《蒹葭》自始至终都是
回环往复的写法）。我觉得学生提的这两个问题恰好是我设
计里的内容。学生对这两个问题展开了探讨，注意到了诗歌



中字词的变化，有学生分析到了“作”“柔”“刚”与思乡
的联系。当然有学生想偏了，认为“薇”是家乡的特色菜，
所以采薇来吃，是想借此来抒发思乡情绪。显然这个学生没
有注意到“薇”是野菜，但仍然能注意到思乡也不错了。

我补充说许多篇目以开头为标题，比如《蒹葭》、《硕鼠》、
《伐檀》、《关雎》等等，这首诗也如此。至于为什么后面
不是回环往复的结构了，我让学生先分析了后面所写的内容，
都知道是描写战争场面的，我就请学生进行情景想象，此时
已经是战场了，双方都蓄势待发，剑拔弩张，只等将帅一声
令下，就冲锋杀敌了，如果此时突然有一个士兵弯着腰，边
走边唱道“采薇采薇，曰归曰归”可能吗？采薇是打仗时做
的事吗？学生明白了的变化使得诗歌的叙述发生了变化，而
且学生也明白了诗经中并不是所有的诗歌都是从头至尾采用
回环往复的结构的，是可以有变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