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望海潮教案一等奖(精选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下
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
了解一下吧。

望海潮教案一等奖篇一

一 教学目标：

1、反复诵读，流畅背诵，感知本词的景物描写方法。

2、了解柳永在词史上的地位。

3、掌握词的一些基本常识。

二 教学重点：

1、柳永对慢词长调的开创意义。

2、本词景物描写的方法。

三 教学难点：

1、数量词运用所体现的风格。

2、景物描写中白描、铺叙手法。

四 教学方法：

诵读法、讨论法、点拨法

五 参考书目：



1、《中国文学史》（三），游国恩等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2、《唐宋词名篇讲演录》，王兆鹏著，广西大学出版社

3、《中国古代诗词精品赏读丛书：柳永》,赵长征 编著 ，
五洲传播出版社

六 课时安排：

两课时  

七 教学过程：

第一环节：口语训练

（一）导语：

晏殊是北宋前期的代表性词人，写了很多婉约曲致、歌咏升
平的词作。14岁入朝后，历任要职，官至仁宗朝的宰相，生
平喜爱文学，又喜欢荐拔人才。北宋诗人张舜民写了一本笔
记叫《画墁录》。书中的第一卷里说，柳永第一次赴汴京预
备参加科举时，流连于花街柳巷，没能考取功名，他写的
《鹤冲天》中有一句词“忍将浮名，换了浅吟低唱”得罪了
仁宗皇帝，很长时间内吏部不让他升迁。柳永就去找同是词
人的当朝宰相晏殊，希望能拉他一把。但晏殊却讽刺他
作“彩线慵拈伴伊坐”之类的情词，和当时的“深斥浮艳虚
华之文”的仁宗皇帝一样，鄙视他的俚俗浮艳的词风，自然
不肯帮他。不过这个晏殊是个非常有诚信的人，七岁能文，
被誉为神童。十四岁参加科举考试时，宋真宗召见了他，让
他和进士们一起在朝廷接受面试。晏殊在会试中看了题目后，
向皇上奏道：“臣十天前已做过这篇文章，草稿尚在，请圣
上另命一题。”皇上赞其诚实，当众赐同叔进士出身。正是
他的诚实获得了皇帝的信任，也最终帮助他官场上的升迁。
我的故事讲完了，下面把时间留给发言的同学。



（二）口语表达：

话题：同学们可就毅力这个话题，结合自己看过的某本书，
某个名人的名言、某个影视中的人物事迹，发生在同学中的
某个人或事作主题发言。

训练：请五六名同学上讲台，每个人作五分钟的主题发言。

点评：根据同学发言的情况，针对主题是否鲜明、语言是否
流畅，讲话是否有感染力，讲话的姿态等和同学们一起做个
点评。并现场打分，作为一项平时成绩。

第二环节：课文教学

一、词的基本常识：

(1)词的起源：词产生于唐，盛行于宋，在唐代广为流传，最
初是宋代的“流行歌曲“。词即歌词，指可以和乐歌唱的诗
体，即词是诗的一种。

词有很多别称，如“长短句”“诗余”“曲子词”“曲
词”“歌词”等。

(2)关于词牌和标题：词的标题是词内容的集中体现，它概括
词的主要内容;词牌是一首词词调的名称。

（3）词的分类

按字数多少可分为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90字）、
长调（91字以上）

按段的多少可分为单调、双调、三叠、四叠等（词的段落
叫“阙”或“片”）

按作家的流派风格可分为豪放派和婉约派（豪放派的主要作



家有苏轼、辛弃疾等；婉约派的主要作家有柳永、秦观、李
清照、周邦彦、姜夔等）

二、作者生平及创作：

柳永（ 987？—1055后）原名三变，字景庄，后 改名永，字
耆卿。排行第七，人称“柳七”，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
徙居崇安（今福建）。祖父柳崇，以儒学名，父柳宜，曾仕
南唐，为监察御史，入宋后授沂州费县令，官终工部侍郎。
永少时流连于汴京，在秦楼楚馆中恣情游宴。后曾西游成都、
京兆，遍历 荆湖、吴越。景佑元年（1034）登进士第，历任
睦州团练推官、馀杭令、定海晓峰盐场监官、泗州判官、太
常博士，终官屯田员外郎，世称“柳屯田”。晚年流落不偶，
卒于润州（今江苏镇江）。为人放荡不羁，终身潦倒。《宋
史》无传，事迹散见笔记、方志。善为诗文，“皆不传于世，
独以乐章脍灸人口”。作为北宋第一个专力作词的词人，他
不仅开拓了词的题材内容，而且制作了大量的慢词，发展了
铺叙手法，促进了词的通俗化、口语化，在词史上产生了较
大的影响。柳永是宋代词坛上最为流行的词作家。当时
有“凡有井水饮出 ，即能歌柳词”的说法，对后世词家、金
元戏曲、明清小说都有重要影响。

柳永的词集《乐章集》流传于世，存词二百余首。这些词作
大致分为三类：

一类写羁旅行役内容的词。在柳永之前，并不是没有写羁旅
行役内容的词，但柳永是第一个大量创作羁旅行役的词作家。
他入仕之前，曾长期漫游；为官之后，又到过很多地方。根
据地方志和他的词作，他到过的地方有，汴京，杭州、洛阳、
长安……他的词常借用登临水的所见所闻，淋漓尽致地表现
一个落魄、不得志的文人的悲哀和感叹。如《八声甘州》相
对于五代多写闺阁闺风的词风，这种表达怀才不遇，失意痛
苦的作品可谓境界大开，将传统诗歌言志、缘情的功能移植
到了词的领域，这种词作也蕴含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打破



了五代词狭小的表现空间。

一类描写男女情爱。柳永写了不少反映秦楼楚馆生活和男女
之情的词作。其中有放纵的欢娱、俗艳的调笑，也有离别的
惆怅、真切的思念。这类作品鱼龙混杂，给他的声誉带来很
大的负面影响。尽管柳永的这类词作多为文坛上流所不齿，
但其中的佳作如《凤栖梧》（伫倚高楼风细细）、《雨霖铃》
（寒蝉凄切）得到他们的高度评价。

三、背景介绍

在两宋词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大凡名作，往往有本
事，本事包括创作过程的故事和传播过程的故事。宋人罗大经
《鹤林玉露》里记载，《望海潮》词传到金邦，金主完颜亮
听到之后，欣然有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头
鞭渡江之志”，激发了他要占领南宋的决心。一首词竟引发
一场战争，这种传说可能不甚可靠，但至少说明这首词的传
播之广，影响之大。

刚才说的是这首词传播中的故事，其实这首词在创作中，也
含有柳永个人的目的。这首词的创作本事是，柳永不得志，
到处飘泊流浪，寻找晋升的途径，希望有人能提拔他。柳永
到杭州后，他的老朋友孙何正在当杭州太守，但孙何的门禁
甚严，柳永是一介布衣，没办法见到孙何。柳永没有法子，
只好写了这首词，请了当地的一位著名的歌女，吩咐她说，
如果孙何在宴会上请她唱歌，她不要唱别的，就唱这首《望
海潮》。后来，这位歌女在孙何的宴会上，反复地唱着首词，
孙何就问这首词的作者，歌女说是你的老朋友柳三变写的，
那时柳永还没有改名。孙何就请柳永吃了一顿饭，把他打发
走了，后来也没有怎么提拔他。由这个故事来看，这首词是
一首干谒词，目的是请求对方为自己举荐。

四、整体感知：



（1）通过老师范读、学生齐读和自由读对本词进行整体感知。

（2）结合课文的注释和老师的讲解了解词的大意。

（3）同学讨论，老师点拨，分阙赏析：

1、师：上阙写了什么？

明确：描写杭州的自然风光和都市的繁华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东南形胜”，
是从地理条件、自然条件着笔写的。杭州地处东南，地理位
置很重要，风景很优美，故曰：“形胜”。“三吴都会”，
是从社会条件着笔写的。它是三吴地区的重要都市，那里人
众荟萃，财货聚集，故曰：“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这一句是对前两句的总结，因为杭州具有这些特殊条件，所以
“自古繁华”。下面就对“形胜”、“都会”和“自古繁
华”进行铺叙。

“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是对“三吴都会”
的展开描写。“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是
对“东南形胜”的展开描写。这里选择了钱塘江岸和江潮两
种景物来写。“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是对“钱塘
自古繁华”的展开描写。描写了两个方面：一是商业贸易情
况——“市列珠玑”，市场里摆满了珠宝等珍贵商品，用市
场上的珍宝，代表了商业的丰富、商业的繁荣；二是衣着情
况——“户盈罗绮”,家家户户都满是绫罗绸缎。“竞豪奢”，
又总括杭州的种种繁华景象。杭州的富庶当然不只这两个方
面，但这两者都是妇女常用的装饰用品，暗示城市的声色之
盛。

2、师：下阙些什么？

明确：写杭州人民和平安静的生活景象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写杭州西湖的湖
山之美。这既是进一步描写“东南形胜”，同时又是杭州人
游乐的背景。 “重湖”，写湖本身，西湖有里湖和外
湖；“叠巘”，写湖岸，山峰重叠。西湖水碧山青，秀美异
常，所以说“清嘉”。“三秋桂子”照应“叠巘”二字，写
山中桂花。“十里荷花”照应“重湖”写水里荷花。红花绿
叶，莲子清香，也是很能体现西湖特点的景物。南宋杨万里
说：“毕竟西湖六月中， 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三秋”，
从时间着眼；“十里”，从空间着眼。桂在秋季开花，莲在
夏季开花，写出了西湖不同季节的美景。

西湖不论任何季节、任何时间都是美的，所以就有游人去游
玩。接下来就写到“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
“羌管弄晴”写的是白天人们悠扬的笛声，“菱歌泛夜”写
的是人们晚上快乐欢快的歌声，“嬉嬉钓叟莲娃”是对前面
两句的总括，所以这一句写的是杭州人民的游乐。“千骑拥
高牙。乘醉听萧鼓，吟赏烟霞”写的是杭州官员的游乐，分
两方面写的，一是“乘醉听萧鼓”宴酣之乐，二是“吟赏
烟”山水之乐。是对地方官员的赞美，暗示这些官员与民同
乐。“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是对孙何的直接赞美，
也在本词的结句说明投献的用意。

3、本词的是怎样铺叙和赞美杭州的富庶、魅力？

明确： 从词的构思上看，“形胜”和“繁华”是词眼。“形
胜”是自然环境的美；“繁华”是经济的繁荣发达。“烟柳
画桥，风帘翠幕。”“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
”表现的都是杭州优美的自然景观。“市列珠玑，户盈罗绮，
竞豪奢。”“参差十万人家”表现的是杭州经济的繁荣。

4、本词中的数量词的运用有什么特色？

明确： 词中数量词的使用尤见匠心，“三吴都会”、“十万



人家”、“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前骑拥高牙”等，
或实写，或虚写，或夸张，营造出高迈豪放的气势，整首词
所表现出来的博大豪迈的格调，已接近于苏轼所开创的豪放
词风。

5、作为一首投献之作，这首词是否表现出低三下四的奴颜婢
膝？

明确：没有，在歌咏太平盛世、湖光胜景的作品中，此词的
气格高华。

五、作业

1、仿本词写一首胜地胜景的词。

2、背诵《望海潮》（东南形胜）。

第三环节：

望海潮教案一等奖篇二

教学目标：

1.掌握词的基本知识。

2．了解柳永及他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3．鉴赏这首词并运用联想、想像的方法领略词的意境美。

4．学习本词中点染的表现手法。

教学重点：

鉴赏这首词并运用联想、想像的方法领略词的意境美。



教学难点：

学习本词中点染的表现手法。

课时安排：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同学们，俗话说的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那么，
杭州城到底有怎样的迷人景色能令我们的古人发出如此的感
慨呢？今天我们就跟随词人柳永一起来学习一下他的《望海
潮》，来领略一下这人间天堂的美丽景色。（板书）

二．词的基本知识：

词，产生于晚唐，兴盛于宋，指一种可以合乐歌唱的新诗体。
因词是诗的变体，故又称诗余；因词合乐可歌，故又称乐府、
曲子词；因此往往句子长短不齐，故又称长短句。

三．柳永生平及其影响：柳永(约9871053)，初名三变，字耆
卿，崇安(今属福建)人。晚年任屯田员外郎，后人称他为柳
屯田。排行第七，也称柳七郎，或柳七。他出身于书香仕宦
之家，但个人世路坎坷，多次应进士试，不第。生活落拓，
长期出入歌楼舞馆，与歌妓们相处密切，靠为她们填词作曲
维持生活。正由于这样的生活境遇，使他成为我国历史上第
一个专业词人。他精通音律，既擅长作歌词，又擅长谱写乐
曲。他创制了许多词调，而且这些词调得到广泛的传播，是
当时知名度很高的音乐家。许多歌妓因善于演唱他所作的词，
或者得到他的嘉许使得身价大大提高。

柳永作词雅俗兼擅，以俗为主，他继承和发展了民间词的传
统，开创了文人俚词一路。他的词作具有很深广的群众基础，



形成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局面。

四．整体感知。

2．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学习这首词。

（1）先看词的题目，词的题目是不同于诗的题目的，诗的题
目一般概括的是诗的内容，词的题目则是词的格律。首词都
按照一个固定格律写成，这个格律叫词牌。词牌所定的格律
包括句数、每句的字数、押韵、平仄等等，写作时须严格遵
守，不得随意违背；也因此，我们平时不叫写词，叫填词；
词往往分段，但不叫段，叫阙或片。望海潮这个词牌名就是
柳永开创的，取自钱塘江潮天下奇观之意。关于这首词的写
作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讲述故事）

（2）诗词赏析：

五．写作特点。

一句一景，写景富有层次感，运用了点染的表现手法。

点染：本是国画用语，指绘画时有的地方点，有的地方染，
从而描绘出一幅和谐统一的借到古典诗词中来点即抽象评点，
染即具体描写，二者紧密相连，表现作者的情志。如《天净
沙秋思》中前四句为染，最后一句为点。结合例子来分析本
词中点染手法的运用：（1）上片中东南是点,点染了杭州城
的繁华热闹，宏伟气派。接着从城市规模、自然景观、市井
面貌三个方面分别进行详细描绘，是染。通过具体描述直观
且鲜明地展现了大都市的风彩。（2）下片中重湖是点,有三
秋桂子，十里荷花是染,从山色之美、湖荷之胜、人文风貌之
佳三个方面进行点染。

六．小结。



这首词着力描写了钱塘江的繁华，展现了一派物阜民康、和
谐安定的社会风貌，借以歌颂此地的长官治理有方，政绩卓
著。

七．板书。

望海潮

柳永

1．地理位置

2.历史传统史

惊叹

环境优美、经济繁荣、

3.自然景观

赞美

生活安定的都市生活

4.市井面貌

羡慕

图景

5.生活图景

八．作业：背诵这首词。



望海潮教案一等奖篇三

江南盛景，自古叫人魂牵梦绕。素有天堂美誉的杭州，更是
天赐美景。八月钱塘，西湖秀色。钱塘大潮是浊浪排空的黄
钟大吕。西湖美景，则是小桥流水的丝竹管弦。美的笔调，
美的画面，美的景致，美的神韵，美的音律。柳永在这里告
诉我们，什么叫真正的美，什么叫脱俗的美。

诵读

北宋都市的繁华出现了许多描写都市风情的诗词，以柳永的
《望海潮》为最。古人曾评：承平气象，形容曲尽。那么这
首词究竟美在哪里呢听老师泛读，初步体会情感，注意字音
和断句。

这首词描写的是哪个城市

欧阳修曾经也写过杭州的美，展示课件

钱塘自五代时，不被干戈，其人民幸福富庶安乐。十余万家，
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海商贾，风帆浪泊，出入于烟涛
杳霭之间，可谓盛矣!

写了那几个方面的美

(生活和平、富足安乐、景色优美、贸易昌盛)

欧阳修用粗笔勾勒出杭州的盛美概况，对照课文，柳永在上
半阕是描写的杭州美在何处

赏析：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找学生发挥想象，扩写一下：远远望去，柳树像重重轻纱，
掩映着一座座精美的桥梁。微风过处，翠绿色的帘幕在吹拂



下轻轻摆动，城内高低错落着十万人家。

“烟”写出了柳树迷离朦胧的意境、江上柳如烟、燕飞残月
天

“烟柳”、柳树在未出叶之前，只是黄嫩的芽，远远望去，
仿佛一层淡色的烟云。、珠帘翠幕。或者是水汽、“风”风
吹帘动，摇摆轻曳，动静结合。

古诗中也有“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魏台长乐坊西，画桥倒影烟堤远”

街巷桥边，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在挡风的竹帘内，在绿
色的帷幕中，高高低低层层叠叠掩映着万千人家。

给你什么感觉(有气势，场面宏大)

这三句诗中，以烟柳翠幕为主体来欣赏，那个万千人家就是
背景。画面轻灵如水又气势博大。如果以万千人家作为主体，
那么烟柳翠幕就是几抹写意的.点缀。诗中有画，画就在我们
的理解和想象之中，现在脑海中勾勒出这种想象，然后齐读
一遍。、还有什么让人惊叹的、“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
雪”

用语言描绘一下：茂密如云的大树绕着江堤，奔腾的江潮卷
起层层浪花。钱塘江就是一处天然的壕沟。

古人讲究炼字，哪两个字写的好意境不同

“卷”有气势、涛似连天喷雪来、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
起千堆雪

钱塘江堤，巨浪翻滚，一时间，碎玉乱琼，汹涌澎湃，浩浩
荡荡，横无际涯



“绕”树环绕堤岸的迤逦之态、动静结合

江堤蜿蜒迤逦，树木郁郁苍苍，云遮雾罩，恬静优美、指导
诵读

总结：上半阙中，作者紧扣住东南形胜，精心选用烟柳、画
桥、风帘、翠幕，使之点缀在万千人家之中，风光旖旎，风
情万种。又写了江堤曲折，江涛浊浪排空，动静结合，气象
万千，堪比豪放词风。

女生读第一句，男生读第二句、两遍

但是，作者觉得还是意犹未尽，未能写尽杭州的盛景。于是
在下半阕，他又描写了哪些景物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翻译

叠巘：重叠的山峰、初中时郦道元的《三峡》绝巘多生怪柏、
清嘉：清秀的样子

相传金主完颜亮看到此句，遂起投鞭渡江之志，南下攻宋、
那么它美在何处

望海潮教案一等奖篇四

2.反复诵读，流畅背诵，感知次词的声韵之美。

3.学习铺陈手法。

课时安排：两课时

第一课时

一：词的有关知识



词有很多别称，如“长短句”“诗余”“曲子词”“曲
词”“歌词”等。

（3）词的分类

按段的多少可分为单调、双调、三叠、四叠等（词的段落
叫“阙”或“片”）

二.导入

三.作者简介

柳永:鹤冲天

四 .朗读本诗

五.试着背诵

第二课时

一.导入

学生试着背诵

二.学生齐读

三.解题

望海潮，词牌名，柳永开创的。

四.具体分析词

（一）上片：描写杭州的自然风光和都市的繁华

（二）下片：写杭州人民和平安静的生活景象



五.艺术特色

六.背诵本词

望海潮教案一等奖篇五

知识与技能：了解词和宋词的相关情况；了解柳永的词作。

过程与方法：分析《蝶恋花》中情景交融的写作手法，赏析
最后两句；分析《望海潮》所采取的铺叙手法和点染手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体会柳永的痴情和对杭州的热爱之情。

分析《望海潮》所采取的铺叙渲染手法和点染手法。

分析《蝶恋花》中情景交融的写作手法，赏析最后两句。

朗读、鉴赏、背诵、讨论、分析。

多媒体课件。

基本阅读。

2课时。

宋词和唐诗一样，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好诗在唐代已被
诗人们写尽了，宋代文人就另辟蹊径，使词这种文学形式臻
于完善，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使宋词成为我国文化宝库中又
一颗璀璨的明珠。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宋词的天地，去细细品
位它们的动人之处。

词，本来是配乐的歌词，所以称为“曲词”或“曲子词”，
是配音乐的，又称长短句。后来逐渐跟音乐分离，成为诗的
一种，所以有人把词称为“诗余”。词有词牌，又称词调。



词牌，是原来乐谱也即词的格式的名称。不同的词牌，其段
数、句数、韵律，每句的字数、句式、声律，都有不同的规
定。因为格式是固定的，所以写词叫“填词”，即按照词牌
的格式把词填进去。词按字数的多少，可分为小令（58字
内）、中调（59－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长调又叫慢
词。词可以分段，分2、3、4段的依次叫双调、三调、四调，
不分段者叫单调。词有四个特点：a句子长短不齐，又叫“长
短句”；b有固定的词牌，字、句数、声韵固定，“调有定格，
句有定数，字有定声”；c结构多为两片或两阙；d押韵要么全押
平韵，并一韵到底，要么全押仄韵，一韵到底，中途换韵不
多。

词始于南朝，定形于中晚唐，盛行于宋代。宋代词的创作有
一个发展变化过程。北宋初年，词人不多，所作限于小令和
中调；到柳永、苏轼，词才发展到全盛时期。柳永被认为是
婉约派的创新者；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开宋代豪放词
的先河。南宋初年，词人目睹中原沦陷，欲图收复而不能，
词中常含愤激之情，代表作家是辛弃疾。待到局势稍定，一
部分词人又把精力放到音律和辞藻上来，代表作家是姜夔。

宋词分为两种风格：婉约派和豪放派。婉约派主要词人有柳
永、周邦彦、李清照、姜夔等，他们认为“词为艳科”“诗
庄而词媚”，多写情愁别绪、个人遭遇，特别讲究音律格律，
风格清丽婉媚。豪放派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主张“以诗
为词”“无言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不肯损害意思以迁就
音律，“故为豪放不羁之语”，格调高昂，取材广泛。

柳永：北宋词人，原名柳三变，字耆卿，排行老七，世称柳
七，福建崇安人。他出身于书香仕宦之家，少年时代到汴京
应试，流连于秦楼楚馆，常为歌妓填词作曲。由于流传的轶
事和词中所表现的内容，人们都把他看作是一个风流浪子，
以至不为时人所重，潦倒一生，功名不扬。尝有《鹤冲天》
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宋仁宗闻而使之落榜，曰
“何要浮名，且去填词”。由是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



最后，他在饱受世态炎凉，“怪胆狂情”逐渐消退时，才改
名柳永，考取进士，官屯田员外郎，世称柳屯田、柳郎中。
死之时，家无余财，群伎合金而葬。柳永是北宋第一个专业
词人，从他开始，慢词始盛，打破了小令词垄断词坛的局面，
使词体发展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其词多描写羁旅行役、离愁
别恨和同情妓女之作，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艺术上，铺
叙刻画、情景交融、语言通俗、音韵谐婉，对宋词的发展有
一定影响。

从上面的介绍我们得知，柳永是最早的歌坛偶像，其在当时
的影响力绝不逊色于今天的“超女”。他的“粉丝”，也是
历史上最狂热最忠诚也最具规模的“粉丝”。

论数量，当时民谣说“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就说明柳
永的“粉丝”到处都有，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多得不
计其数。

论狂热，柳永的“粉丝”也丝毫不输于“超女”的“粉丝”。
由于他写得一手绝妙好词，随便给哪个歌妓写上几句，她就
会身价倍增。于是，歌妓们对他爱得发狂。柳永又称柳七，
能和柳七亲热唱和，哪怕是倒贴银子。

论铁杆，柳永的“粉丝”更是忠心不二，无人可匹。柳永死
时家无余财，是他的那帮歌妓“粉丝”集资营葬。死后亦无
亲族祭奠，每年清明，认识不认识的“粉丝”们都相约赴其
坟地祭扫，以至于相沿成习，称之为“吊柳七”或“吊柳
会”，后来的话本还据此传有名篇《众名妓春风吊柳七》，
影响深远。

论影响，柳永的“粉丝”也是不得了的。连宋仁宗都成了他
的最大“粉丝”，虽然他羞于承认，还对柳永有几分嫉妒。

论“副作用”，柳永的“粉丝”也闹出了惊天动地的大动作。
追捧偶像，总难免有一定副作用。传说，柳永的名词《望海



潮》使得金主完颜亮大举进攻南宋，让他差点儿成为汉奸。

基于柳永词的艺术魅力和他在当时的社会效应，我们现在来
学习他的词。

我长久地伫立倚靠在高楼上，微风轻细，望尽天边，春愁黯
然而生。碧绿的草色，迷蒙的烟光掩映在落日余晖里，默默
无言，又有谁会理解我独自凭栏的深沉含义？打算放纵一下，
追求一醉，面对着美酒应当放声歌唱，但勉强寻欢作乐又没
有什么滋味。衣带渐渐宽松了我也最终不会后悔，为了她我
忧愁得容颜憔悴是很值得的。

师：作者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高楼上做什么？

生：眺望远方。

师：他望到了哪些景物？

生：草色、烟光、残照。

师：他看到这些景物时，想到了什么？

生：看到这些景物，他想到自己的忧伤又有谁能够理解呢？
自己的内心又有谁能够明白呢？因此内心愁闷孤独。

生：情景交融。词人将春景与春愁融为一体。

生：打算放纵一下，唱歌喝酒。

师：他的排解方法有没有起到作用？

生：没有，“强乐还无味”，勉强寻欢作乐没有什么滋味。

师：词人到底为了什么事情而感到愁闷孤独？他怎样看待这
种愁闷孤独的？



生：为了情人，思念情人但却见不到她，得了相思病，因而
茶饭不思，胃口不好，造成了营养不良，使得连衣服穿起来
都变宽松了。但他并不后悔，因为那个情人太优秀了，太有
才了，所以即使因为思念她而变得消瘦也是值得的。

师：在上阕中，我们只知道作者很愁闷孤独，但并不知道他
愁闷孤独的原因，直到现在才明白了，原来他是为了情人。
因此，“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句话在叙事
抒情的基础上直抒胸臆，画龙点睛般地揭示了主人公的精神
境界，写出了主人公对爱情的坚贞执著，矢志不移，创造了
一个形象鲜明的艺术境界。这也是这句话成为佳句和千古名
句的原因。

柳永写了一首词，传说金主完颜亮读到这首词后，对“三秋
桂子，十里荷花”的江南美景十分倾慕，遂起“投鞭渡江”
之意，于1161年大举进攻南宋，但出师不利，完颜亮在今安
徽采石一战中惨败，自己也被手下杀死。

谢处厚有感于此，写了一首诗：“谁把杭州曲子讴？荷花十
里桂三秋。哪知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里愁。”作者把完
颜亮大动干戈的责任归到柳永身上。

杭州位于东南方地理形势重要的地区，是江吴的都会，自古
以来就很繁华。如烟的柳树、彩绘的桥梁，挡风的帘子、翠
绿的帐幕，房屋高高低低，约有十万人家。如云的大树环绕
着沙堤，怒涛汹涌，卷起来的浪花就像霜雪一样，天然的壕
沟江河无边无涯。市场上陈列着珠玉珍宝，市民家里充满着
绫罗绸缎，争相过奢华的生活。白堤两侧的里湖、外湖与重
叠的山峰非常秀丽，山上有秋季的桂子，湖中有十里的荷花。
晴天丽日，处处都吹奏者音乐，菱舟夜泛，传来一阵阵的歌
声，钓鱼的老翁、采莲的姑娘都喜笑颜开。千名骑兵簇拥着
高高的牙旗，官员乘着酒醉听箫鼓的演奏声，观赏、吟唱烟
霞风光。日后要把杭州的美好景色画下来，带回朝廷去好让
皇帝夸奖。



生：总分。

生：“烟柳画桥”三句写的是“都会”，路桥华美，居室华
丽，人口众多。“云树饶堤沙”三句写的是“形
胜”，“绕”字写出了树的浓密，“卷”字写出了波涛汹涌
的气势，“天堑”说明钱塘江就像一道天然的壕沟阻挡着北
方敌人的进犯，地势险要，“无涯”说明钱塘江无边无际，
特别的壮阔，这里的景象显得雄伟壮观，跟柳永一贯的婉约
风格不一样，体现出豪放的一面。“市列珠玑”三句写的
是“繁华”。

生：写景的句子是“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
花”，“三秋桂子”照应“叠巘”二字，写山中桂花，“十
里荷花”照应“重湖”二字，写水里荷花，这三句写出了景
物的秀丽。

师：写人的句子是哪些？写了几类人？写出了他们的什么特
点？

生：写人的句子从“羌笛弄晴”到“吟赏烟霞”，写了两类
人，一是老百姓，一是官员。“弄”字写出了潇洒欢快之情，
“泛”字写出了轻盈愉悦之态，“嬉嬉”写出了安闲自在的
样子，总之，老百姓过着祥和快乐的生活。官员则过着品酒
听乐、吟诗赏景的生活。

师：最后两句写要将好景画下来，拿去给皇帝欣赏。景观美
好，实际暗指政绩成就卓越，表达了对官员的祝福。

1、铺叙渲染手法的运用。

师：这首词从表达方式来看，用了怎样的表达方式？

生：记叙和描写。



师：在记叙时，作者用了怎样的写作手法？

生：作者用了铺叙渲染的手法。这首词从最有特色的角度，
对杭州的繁华景象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绘，大量选用对偶句，
并采取艺术夸张的形式浓墨重彩地写出了城市的繁荣面貌。

结合。上阕中，开头三句是点，接着从“都会”、“形胜”、
“繁华”三个方面分别详细描绘，是染。下阕中，“重湖叠
巘清嘉”是点，接着的两句“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分
别从山中桂花与水里荷花两方面来些，是染。

作业布置：预习《下一课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