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山居秋暝教案一等奖 山居秋暝教
案(精选5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
完美的教案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山居秋暝教案一等奖篇一

自东晋陶渊明、南朝谢灵运开创山水田园诗派以来，深受一
些优秀诗人的称赞。到了唐代，它开始受到人们的推崇，王
维、孟浩然就是这一时期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作家。今天，我
们就来学习王维的一首诗《山居秋暝》。

参书p56

我国的古典诗歌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两种，他们的区分源于
唐代，分为律诗和绝句：

律诗诗体名。近体诗的一种。格律严密，故名。起源于南北
朝，成熟于唐初。八句，四韵或五韵。中间两联必须对仗。
第二、四、六、八句押韵，首句可押可不押，通常押平声。
分五言、七言两体。简称五律、七律。亦偶有六律。每首十
句以上者，则为排律。绝句即“绝诗”。亦称“截句”“断
句”。诗体名。截、断、绝均有短截义，固定格仅为四句,故
名。以五言、七言为主，简称五绝、七绝。也有六言绝句。
唐代通行者为近体，平仄和押韵都有一定。我们学习的《山
居秋暝》和《登高》分别是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越中览
古》是绝句。

1、诗的首联写的是傍晚时分小村的旖旎风光，同时寄托了诗
人闲适的感情，应当用轻快的调子诵读。



2、末联均是陪衬，对句“王孙自可留”是全诗的主旨所在，
要用肯定的语气缓缓读出。

王维（701—761），字摩诘，蒲州（今山西永济）人。开元
九年（721）进士。累官至尚书右丞，世称王右丞。晚年闲居
蓝田辋川。诗与孟浩然齐名，称为“王孟”。前期写过一些
边塞诗，但其作品最主要的是山水田园诗，通过田园山水的'
描绘，宣扬隐士生活；体物精细，状写传神，有独特成就。
苏轼曾赞：“味摩诘诗，诗中有画；观摩诘画，画中有
诗。”著有《王右丞集》。

《山居秋暝》是王维晚年闲居蓝田辋川是写的一首五言律诗，
描绘了秋日傍晚雨后山林的秀丽景色，表现了诗人乐于隐的
生活意趣，清新而极富生气的氛围中，表现出诗人洁身自好
的品格，堪称王维诗的代表作。“山居”是山中居所，“秋
暝”是秋天的傍晚。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译：空旷的山野一场秋雨新降，傍晚的天气显得格外凉爽。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译：静静的月光把松林照亮，清
清的泉水在石上流淌。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译：姑娘们洗罢衣服，笑语喧哗
地从竹林里回家去，渔船顺流而下，水上莲叶便摇动起来。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译：春花春草，任凭它枯谢吧，
我要留下享受这无比风光。

可从光、色、形、静态、动态等方面展开联想。

第一幅“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初秋的傍晚，山雨
初霁，万物一新，树木繁茂,空气清新，高山寂静，宛若世外



桃源。

第二幅“明月松间照”——暮色苍茫，皎洁的明月升上了天
空，银色的月光透过松树的虬枝翠叶，星星点点地洒落下来。
第三幅“清泉石上流”——清清的泉水淙淙地流泻于山石之
上，在月光辉映之下，宛若一条洁白的绸布闪闪发光、随风
飘荡，这是多么幽美的意境啊！

第四幅“竹喧归浣女”。竹林里传来一阵银铃般的笑声，那
是一群勤劳淳朴的山村姑娘刚洗完衣服，披着月光笑盈盈地
归来了，也许她们正为什么开心的事儿在竹林里嬉戏追逐着，
笑闹声传出翠竹林外。

第五幅“莲动下渔舟”——密密的荷叶纷纷倒向两旁，莲花
摇动，水波荡漾，原来是顺流而下的渔舟正轻盈地穿过荷花
丛，弄乱的荷塘月色，划破了大山的宁静。画面总合空山雨
后的秋凉，松间明月的清光，石上清泉的声音，浣衣村女的
笑声，渔舟穿过荷丛的动态，和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有声
有色，有景有人，有静有动，构成了清新秀丽的乡村生活图
景。

1、“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诗中明确写有浣女渔舟，
诗人怎下笔说是“空山”呢？

明确

原来山中树木繁茂，掩盖了人们活动的痕迹，正所谓“空山
不见人，但闻人语响”（《鹿柴》）。又由于这里人迹罕至，
“峡里谁知有人来，世中遥望空云山”（《桃源行》）。一
般人自然不知山中有人来了。“空山”两字点出此外有如世
外桃源，山雨初霁，万物为之一新，又是初秋的傍晚，空气
之清新，景色之美妙，可以想见。

2、怎样理解“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浣女归竹喧，渔舟



下莲动”的艺术画面？明确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作者用清新自然的笔调，勾
画出一幅有声（泉声）、有色（青松）、有动（泉流）、有静
（月照）的幽静雅致的山间月夜图。上句侧重写空中，下句
侧重写地下，各个景物非常协调，组成一个立体感很强的完
整画面。

“浣女归竹喧，渔舟下莲动”这两句写得很有技巧，用笔不
露痕迹，使人不觉其巧。

（1）上句写女子，先声夺人，先闻其声、后见其人。诗人先写
“竹喧”“莲动”，是因为浣女隐在竹林之中，渔舟被莲叶
遮蔽，起初未见，等到听到竹林喧声，看到莲叶纷披，才发
现浣女、莲舟。这样写更富有真情实感，更富有诗情画意。
（当然，还有平仄押韵方面的考虑）

（2）以“喧”来反衬“静”。正如"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
幽"这两句脍炙人口的诗句，写出事物的动态不是为了破坏这
个幽静的境界，而是为了烘托它。人们从这些喧闹的景物中，
很自然地体味出一种和平恬静，体味出恬静中的一片活泼生
机，因而它给人的感觉，就不是枯寂阴森，荒凉可怕。

3、最后一句中“王孙”指谁？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明确

诗人曾属“王孙”，来自官场、来自社会，而今别居辋川。从
“误入尘网中”到“复得返自然”，一个“自”字表达出诗
人独特的“山居”领悟，更显秋韵之图乃是对羁绊人性的官
场社会的强烈反驳。“留”者“居”也，而“山居秋暝”
之“居”不仅有自然的深情召唤，更是诗人心灵的驻足。正
是在这种精神背景下，为世人所景慕的“春芳”在诗人眼中
就显得不足为怪了。



目的

了解诗中的意象，便于记忆。

首联：时间、地点、天气

颔联：静景。明月、松、清泉、石

颈联：动景。浣女归家，渔舟顺流而下

尾联：诗人的愿望

明确

山居秋暝教案一等奖篇二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二．品读鉴赏

1、题解：山居秋天的傍晚

2、在山居秋天傍晚诗人感受到了怎样的景象？

首联：紧扣诗题，点出了时间、地点、季节。

给全诗创造了一个空寂，清新，幽雅的环境。

颔联颈联：

动静结合，以动衬静：明月松间照（静），清泉石上流
（动）——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



视觉、听觉结合：竹喧归浣女（听觉），莲动下渔舟（视
觉）。

总结：不仅是诗中有画，而且是有声的画面，体现出一种自
然美、生活美。

3、面对如此美景诗人发出了怎样的感慨？

热爱田园生活对隐居生活怡然自得的喜爱和满足心情。

一、几个问题

1、诗中明明写有“浣女”“渔舟”为什么下笔说是“空山”？

“浣女”“渔舟”的活动是为了反衬山的幽静空旷；山中树
林茂盛掩盖了人们的活动；这是诗人的感受，这里人迹罕至
犹如世外桃源。（供参考）

2、关于“王孙”可以直一般贵族子弟也可以指诗人隐居之人。

补充：

1、王维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与孟浩然齐名，称为
“王孟”。他继承和发扬了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而独树一帜，
使山水田园诗成就达到高峰，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重要的地
位。由于他常以一位禅者的目光览观万物，才使他的诗有了
一种其他诗人所难以企及的静美、澄旷、寂悦。特别是他在
描写大自然中一刹那间的纷纭动象，是那样的清净与静谧，
禅韵盎然，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飞鸟，
时鸣春涧中。”（《鸟鸣涧》）以及名句“明月松间照，清
泉石上流”（《山居秋暝》）等，往往荡涤读者之胸襟，给
人以恬淡宁和的无尽遐思。苏轼赞他“摩诘之诗，诗中有画；
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著有《王右丞集》。



《山居秋暝》是王维晚年闲居蓝田辋川是写的一首五言律诗，

王维思想：王维，父亲早死，母亲笃信佛教。二十岁中进士，
可是仕途多舛，中年遭遇挫折，逐渐走上了明哲保身、远祸
自全的道路，思想日趋消极。从开元二十八年（740）到天宝
三年（743），王维先隐终南山，晚年又在陕西蓝田过着半官
半隐的生活。《山居秋暝》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2、略说山水田园诗

山水田园诗，源于老庄哲学，成于渊明手笔，继于大谢（谢
灵运）小谢（谢眺），盛于唐代王（王维）孟（孟浩然）。
山水田园诗以描绘秀丽的山光水色，和谐的田园生活为主要
内容，寄托了作者因怀才不遇，或愤世嫉俗，或厌恶官场，
或清贫自守而宁愿隐身山林，啸傲烟霞，自由自在，无拘无
束的生活愿望。王维的这类诗的题材代表了唐代山水田园诗
创作成就。

3、这是一首山水田园诗歌，作者选取了哪些意象描绘了几幅
优美的画面？请大家在课本上划出具体的意象，并用“——
图”给每一幅画面命名。

山居秋暝教案一等奖篇三

熟读成诵。

学习借景抒情的表达手段。

解山水田园诗和体会王维诗歌“诗中有画”的特点。

培养学生初步鉴赏唐宋诗词的能力。

体会诗人寄情山水的感情和追求高洁的人格志向。



品味文化之美，含蓄之美

理解并背诵诗歌。

学习借景抒情的表达手段。

解山水田园诗和体会王维诗歌“诗中有画”的特点。

培养学生初步鉴赏唐宋诗词的能力。

一课时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预设

学生活动预设

设计意图

揭示课题，资料交流

1、背诵复习

《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
最相思。”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
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2、介绍诗人及其作品，了解诗人的风格。

学生交流，介绍王维生平。

通过交流，复习巩固学过的知识，培养学生收集、处理信息



的能力。

学习古诗，感受情怀

1、学习《山居秋暝》，指导朗读。

诗的首联写的是傍晚时分小村的旖旎风光，同时寄托了诗人
闲适的感情，应当用轻快的调子诵读。

末联均是陪衬，对句“王孙自可留”是全诗的主旨所在，要
用肯定的语气缓缓读出。

范读、跟读、自由读、齐诵。

2、掌握古诗的意思。

1、有感情地朗读。

2、理解每一句的含义

空旷的山野一场秋雨新降，

傍晚的天气显得格外凉爽。

静静的月光把松林照亮，

清清的泉水在石上流淌。

姑娘们洗罢衣服，笑语喧哗地从竹林里回家去，

渔船顺流而下，水上莲叶便摇动起来。

花春草，任凭它枯谢吧，

我要留下享受这无比风光。



加深理解。

体会意境，感受画面美

本诗共描绘几幅美丽画面？

第一幅“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雨后初晴图。初秋
的傍晚，山雨初霁，万物一新，树木繁茂，，空气清新，高
山寂静，宛若世外桃源。

第二幅“明月松间照”——明月松林图。暮色苍茫，皎洁的
明月升上了天空，银色的月光透过松树的虬枝翠叶，星星点
点地洒落下来。

第三幅“清泉石上流”——明月清泉图。清清的泉水淙淙地
流泻于山石之上，在月光辉映之下，宛若一条洁白的绸布闪
闪发光、随风飘荡，这是多么幽美的意境啊！

第四幅“竹喧归浣女”——浣洗晚归图。竹林里传来一阵银
铃般的笑声，那是一群勤劳淳朴的山村姑娘刚洗完衣服，披
着月光笑盈盈地归来了，也许她们正为什么开心的事儿在竹
林里嬉戏追逐着，笑闹声传出翠竹林外。

第五幅“莲动下渔舟”——月夜采莲图。密密的荷叶纷纷倒
向两旁，莲花摇动，水波荡漾，原来是顺流而下的渔舟正轻
盈地穿过荷花丛，弄乱的荷塘月色，划破了大山的宁静。

小结：画面总合空山雨后的秋凉，松间明月的清光，石上清
泉的声音，浣衣村女的笑声，渔舟穿过荷丛的动态，和谐完
美地融合在一起，有声有色，有景有人，有静有动，构成了
清新秀丽的乡村生活图景。

给出示例，余下学生填。



（共五幅画面——雨后初晴图、明月松林图、清泉印月图、
浣洗晚归图、月夜采莲图。）

帮助学生掌握学习方法。

分析课文

1、“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诗中明确写有浣女渔舟，
诗人怎下笔说是“空山”呢？

2、怎样理解“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浣女归竹喧，渔舟
下莲动”的艺术画面？

3、空、静的景色衬托出诗人怎么样的心情？

4、最后一句中“王孙”指谁？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山中树木繁茂，掩盖了人们活动的痕迹，又由于这里人迹罕
至，，一般人自然不知山中有人来了。“空山”两字点出此
外有如世外桃源，山雨初霁，万物为之一新，又是初秋的傍
晚，空气之清新，景色之美妙，可以想见。《山居秋暝》这
首五言律诗，一开始“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山是空
空的，很容易让人想到空旷、静谧。王维受其母的影响较深，
佛教讲究“四大皆空”，在诗人的眼里，一切胜景浮名都不
过是一“空”而已！傍晚十分，一切都迷蒙起来，淅淅沥沥
的秋雨过后更是一片清冷的秋意！也是为全诗定下了恬淡、
清新的感情基调。同时暗点了时间、地点。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作者用清新自然的笔调，勾画
出一幅有声（泉声）、有色（青松）、有动（泉流）、有静
（月照）的幽静雅致的山间月夜图。

有声有色、动静结合。



以“喧”来反衬“静”，

这种以动写静的写法，更衬出山林的“空”和“静”。

清人王国维说得好“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有人说“一片自
然景色，便是一个心灵的世界。”诗人笔下的景色如此清幽、
明净、静寂。正是诗人内心世界的外化。

诗人的心境极为淡泊、宁静，不含任何杂念，所以一草一木，
一泉一石，皆能打动诗人的心，所见的所闻的皆是美之所在，
形诸于诗，则是空灵清净、平淡之境。

诗人曾属“王孙”，来自官场、来自社会，而今别居辋川。从
“误入尘网中”到“复得返自然”，一个“自”字表达出诗
人独特的“山居”领悟，更显秋韵之图乃是对羁绊人性的官
场社会的强烈反驳。“留”者“居”也，而“山居秋暝”
之“居”不仅有自然的深情召唤，更是诗人心灵的驻足。正
是在这种精神背景下，为世人所景慕的“春芳”在诗人眼中
就显得不足为怪了。

诗的尾联，诗人大发感慨，“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春草就随它衰败吧！如此清幽、恬静、淡远的秋景，自可以
留住王孙去静静地欣赏品味，其实这是诗人借《楚辞·招隐
士》反其意而用之，意在表明自己的人生志趣和追求。

布置作业

抄写、默写古诗

完成作业

知识的积累与巩固。

板书：



静景：雨后初晴图、明月松林图、清泉印月图——自然美

借景抒情

动景：浣洗晚归图、月夜采莲图——人情美

补充资料：

作者简介：

王维是唐代诗人中仅次于李白、杜甫的大家，在唐代诗歌史
乃至整个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王维
（701——761），字摩诘，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父亲
去逝较早，母亲虔诚信佛三十多年，这对王维的思想有一定
的影响。据史料记载，王维侍母以孝顺闻名，其母亲去世，
他几乎痛不欲生。王维幼年就通音律，会作文，颇有才名。
唐玄宗开元九年（721）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大乐丞，因为伶
人舞黄狮子得罪朝廷，受牵连被贬到济州（今山东长清县）
作司库参军。期间曾一度弃官隐居，后来又回到京城长安。
开元二十二年（734），诗友张九龄当宰相，王维上书请求引
荐，被任命为右拾遗。三年后，张九龄被贬，他改任监察御
史，出使塞上凉州两年。回长安以后，较长时期内供职于朝
廷，在郊外的终南山和辋川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弹琴赋
诗，傲啸终日”，写了大量的山水田园诗。当然，作为朝廷
的臣子，他也写过不少奉和、应制的诗歌和颂扬皇上的文章。
这是王维由积极进取转向参禅信佛的时期。

天宝十五年，安禄山判乱，带兵攻入长安，王维被迫出任伪
职给事中。但他消极应付，曾经故意服药生病，并想逃走。
不久，官军收复了京城，他因做伪官，将受到严厉处分；幸
亏他弟弟、刑部侍郎王缙愿意削官为他赎罪而获免，得以从
宽发落，只是降了他的官职，成为太子中允。此时，王维对
世事官场彻底失去兴趣，笃志信佛，唯以禅诵为事。《旧唐
书·本传》说他：“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



唐肃宗乾元二年转任尚书右丞，到上元二年（761）逝世，终
年六十一岁。

王维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他继承和发扬了谢灵
运开创的山水诗而独树一帜，使山水田园诗成就达到高峰，
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王维其他方面也有佳作。
有的反映军旅和边塞生活，有的表现侠义，有的揭露时弊。
一些赠别亲友和写日常生活的小诗，如《送元二使安西》、
《相思》、《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送沈子福归江东》
等，古今传诵。这些小诗都是五绝或七绝，情真语挚，不用
雕饰，有淳朴深厚之美，与李白、王昌龄的绝句相媲美，代
表盛唐绝句最高成就。他的应制诗、唱和诗及宣扬佛理的诗
偶有名篇佳句，多不足取。王维五律和五、七绝造诣最高，
亦擅其他各体，在唐代诗坛很突出。其七律或雄浑华丽，或
澄净秀雅，为明七子师法。七古形式整饬，气势流荡。散文
清幽隽永，极富诗情画意，如《山中与裴秀才迪书》。王维
生前身后均享有盛名，有“天下文宗”、“诗佛”美称。对
后人影响巨大。

正是由于他常以一位禅者的目光览观万物，才使他的诗有了
一种其他诗人所难以企及的静美、澄旷、寂悦。特别是他在
描写大自然中一刹那间的纷纭动象，是那样的清净与静谧，
禅韵盎然，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飞鸟，
时鸣春涧中。”（《鸟鸣涧》）“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榴泻。
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栾家濑》）以及名句“明
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暝》）等，往往荡涤读
者之胸襟，给人以恬澹宁和的无尽遐思。

《山居秋暝》是唐代诗人王维的作品。宋朝著名诗人苏轼曾
评价王维的作品是“诗中有画”，那王维是怎样绘出这幅山
水的呢？这首诗就是一个证明。这首诗写的是居住在山中的
诗人，在秋天日落之后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诗人仅用淡
淡的几笔就勾画出一幅雨后山村的晚景图，清新、宁静而又
洋溢着和平安乐的气氛，犹如世外桃源一般，真是隐士们的



好居处。

在这幅画里，山村的自然美和村民们的生活美、人情美是水
乳的交融的。这首诗首联着力描写所处的大环境，渲染出一
种清新自然的意境。不仅点出了题目中
的“山”，“秋”，“暝”，还描绘出有如世外桃源的山景。
“空”字写出山中的人际罕至，开篇便给人一种寂静清幽的
感觉。又和着新雨洗净了山色，晚来的天气凉爽宜人，清新
自然的空山秋夜便跃然纸上，犹如在纯白的雪浪纸上，描出
群山的背景。干净的笔致清晰勾勒却又不露痕迹。（准确的
用词点染出清新的感觉）。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天色已暝，却有皓月当空；群
芳已谢，却有青松如盖。写秋山傍晚，雨后的山，雨过天晴，
空气格外清新。山上的松林一尘不染，显得格外苍翠，夜暮
降临，秋气凉爽。秋月银辉，洒遍了苍翠的松林，腾起一片
朦胧的濛濛雾气；接着皎洁的明月光透过茂密的青松林的空
隙，照射到地面上，斑斑点点，恍如满地碎银；四野一片静
寂，久违的清凉包围了山林；给人以明净、清幽的感觉，好
像连自己的心也被洗净了一样。雨后的山坡，溪涨泉涌，细
水奔流，泉水飞溅，一泓泓、一缕缕从石上潺潺流淌；或者
清清的泉水淙淙地流泻于山石之上或溅起雪白的浪花；或山
泉因水量充足，流势增大，那白练似的泉水从悬崖上飞泻，
只挂前川，或淙淙有声，或寂寂无声；飞动的瀑布像仙女的
舞蹈，像天宇长虹，在月光辉映之下，宛若一条洁白的绸布
闪闪发光、随风飘荡；像优美的奏鸣曲一样在身边响起，更
反衬出山中的宁静，使人感到仿佛是大自然的脉搏在轻轻地
跳动着。此时山高月小，松林清翠，泉水叮咚，飞瀑如练，
这是多么幽美的意境啊！

自然的美妙，心情的陶醉。但山村美事依然神秘快乐。“竹
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写村民的活动。出句写诗人所闻，
因为是夜间，又被竹林遮挡，只能看到模糊的人影，但诗人
从竹林里的欢声笑语中听出这是少女们刚从水边洗衣归来，



虽是淡淡的一笔，却生动地表现了少女们勤劳、朴素、开朗
的性格。此景依然让人激动：满月高悬，山野静寂，村落一
点两点灯火闪烁。此时清江蜿蜒流淌，天上明月，水里倒映
着蓝蓝的天空，以及澄澈如玉的天宇那一轮晃动的月，河岸
翠竹环绕，清风四起；一群妇女手端洗衣盆，挽起衣袖、裤
管，站在清凉的水中；月亮破碎，银光洒满水面；捣衣声响
起，传得很远；流水声、捣衣声、说话声、嬉戏声；或歌谣
清唱，或用溪水洗长发，或在水中沐浴；或嬉戏相互浇水，
溅湿了衣裳，笑弯了月亮。洗衣归来，山村已经睡去，竹喧
影动，笑声跑得很远。

对句写诗人所见，那是顺流而下的渔舟，而诗人是在莲叶的
摇动中发现它的，这无疑是渔夫要利用今晚月光去捕鱼、去
采莲。清秋时节，雨后采莲，月在蓝天，满池塘的荷叶，或
凋败，或亭亭玉立；荷花有的依然鲜艳无比。亭亭玉立的荷
叶纷纷向两旁披分，掀翻了无数珍珠般晶莹的水珠，那是顺
流而下的渔舟划破了荷塘月色的宁静。小船悠悠荡漾，渔歌
响起。“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
水。”

在这青松明月之下，在这翠竹青莲之中，生活着这样一群无
忧无虑、勤劳善良的人们。这纯洁美好的生活图景，反映了
诗人过安静纯朴生活的理想，同时也从反面衬托出他对污浊
官场的厌恶。这两句写得很有技巧，而用笔不露痕迹，使人
不觉其巧。诗人先写“竹喧”、“莲动”，因为浣女隐在竹
林之中，渔舟被莲叶遮蔽，起初未见，等到听到竹林喧声，
看到莲叶纷披，才发现浣女、莲舟。这样写更富有真情实感，
更富有诗意。江南山村的盛事让人神往。这两个细节都富于
艺术的魅力，它们从不同侧面写出了山村居民淳厚、朴实的
风尚，以及作者对他的向往。

诗人勾勒出这样一幅风习画的用意十分明显：山村的风景如
此清幽，民风如此淳厚，这正是他理想的生活环境，他不愿
离开这里，回到官场上那种纷纷扰扰的生活中去，这就给结句



“王孙自可留”作了有力的铺垫。

若说先前两句是意境的渲染，那“明月松间照”便是给画卷
上投下一缕朗朗清光。清冷的景致仿佛一层淡淡的石青色，
夜空中的朗月，月下的松林，林边的清泉，着了色，却依然
清淡。逼真的风景，淡然的色彩，似画一般。颔联这二句也
以其极工整的对仗，极灵动的风格成为千古佳句。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描绘了山中的动态，与先前
清雅的静态山景共同构成一幅立体的图样，有月光照着晚归
的浣女，有清泉送回满载的渔舟，一切都是那样自然，那样
恬淡。同时又给读者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幽静的竹林中传
来一阵喧笑，那是洗衣服的姑娘结伴归来；亭亭的莲叶荷花
纷纷动荡，原来是渔舟顺流而下。秋夜雨后的山村在诗人的
笔下多么纯净美好，多么富于诗情画意！这正是诗人所追求
的理想境界。诗人捕捉了景物中最优美、最动人的一刹那，
随意挥洒，毫不着力地写来，却是如此形象生动，色彩鲜明，
意境幽美，韵律悠扬，而且通篇有比兴，含蕴丰富，耐人寻
味。

对诗人来说，可以没有名利，可以没有权势，却不能没有新
雨后的空山中简单的清雅，自然。其实，说先前几句是简单
写景并不确切，诗人笔下
的“月”、“泉”、“松”、“竹”、“莲”不都象征着他
所向往的高尚情操么？他正是将这样高尚的人格融入了诗中，
才使这首诗有了灵气，有了魂。

所以诗的末联，情不自禁地叹道：芳菲的春天过去了，就随
它过去吧，眼前这秋天的山野，不是一样的美好吗？王孙自
可留，意思是自己大可以待在山中，赏心娱目悠游岁月了。
这里，王维化用了《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
兮萋萋，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的典故，而取其相
反的意义，进一步表明了诗人对秋天山野的深厚感情，从而
表示了归隐的决心。



“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果然如此。这首山水名篇，于
诗情画意之中寄托着诗人高洁的情怀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

山居秋暝教案一等奖篇四

1、通过诵读推敲诗意，提高诗歌鉴赏能力。

2、理解王维诗歌“诗中有画”的风格特点。

3、培养学生探究、质疑、批判的文化精神。

1、要求学生掌握“抓诗眼，品意境”，“知人论世”的诗歌
鉴赏方法。

2、挖掘文本的深层意蕴，探究“言外之意，味外之旨”。
（难点）

一学时

由英文诗歌《红豆》引出诗人王维。王维字摩诘，太原人。
其思想以四十岁为限分前后两个时期。早年王维积极用世，
是至情至性之人，用诗笔写爱情，如《红豆》，写亲情和友
情，如《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四十岁后，则清心寡欲，
流连山水，寄情田园，于是有了“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
空”，他在长安东南置下宋之问的辋川别墅，过着半官半隐
的生活。从此，暮鼓晨钟，青灯黄卷，沉迷于佛法禅理当中。
今天我们选学一个反映他后期生活的篇章《山居秋暝》。
（出示课题）

要点：1、新雨——清空山——幽秋意清明首联交代节令天气，
秋雨过后，群山如洗，空明清幽。“空”为全诗之眼，言山
空实则为心空，诗人晚年已经参悟世间万相，看透人事纷争，
心境归于宁静。



2、颔联起笔写景，先高处着笔，神圣静穆，展现画面的`高
度。再低处收束，流动延伸，拓开环境的深度。这是一幅清
泉映月图：朗月如镜，纤尘不染，照彻诗人灵魂，清泉自流，
逝者如斯，当为人生倥偬。一静一动，一色一声，和谐安适。
“松、泉”两象言归隐之情趣，古人归隐，均言埋迹林泉，
遁形江湖。

3、前四联写自然万象，此联起，写人物活动。“竹喧归浣女，
莲动下渔舟。”因要符合诗律，故用倒文，实为“竹喧浣女
归，莲动渔舟下”。此山中之趣，除天籁，尚有人籁。故诗
人并不孤寂。“竹、莲”均为高洁之物，浣女渔舟则写出乡
居安适之氛围。

4、最后一联乃言志之语，自然万物盛衰荣枯已不为诗人关心，
“自可留”是自可隐，顺应天性，恬然自适在结尾显露无遗。

5、小结。法国艺术理论家凡贝尔说：“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
”诗歌亦如此。此诗之“意味”在于诗人心中埋迹山林，闲
适自足之真性情。中国古代也有“歌咏言，诗言志”的说法，
本诗之志又体现在诗的景和画中，因此苏东坡曾评价王维的
诗是“诗中有画。”

6、关于“空山”。《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
响。”《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空”
不光写出清幽安闲之境，也正是诗人皈依佛法之悠悠禅心，
不是山空，是心空。

7、质疑和批判。黄培芳在《唐贤三昧集笺注》评“写景太多，
非其至者。”

山居秋暝教案一等奖篇五

1．品读王维诗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2．诵读课文。抓住意象，品味意境。

3．对王维思想的了解。

教学时数：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思考：被苏轼称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诗人是谁？
（王维）

二、走近王维

称为“王孟”。前期写过一些边塞诗，但其作品最主要的是
山水田园诗，通过田园山水的描绘，宣扬隐士生活；体物精
细，状写传神，有独特成就。著有《王右丞集》。

王维多才多艺，诗、画、音乐都很有名，受佛家、道家思想
影响很深。

三、诵读:

山居秋暝（王维）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四、初步感知：



1．这是一副以什么为题的画呢?诗题中“山居”、“秋暝”
分别是什么意思？

“山居”：山中的居所。“秋暝”：秋天的傍晚。

本诗写秋天傍晚的山景。

2．抓住意象

空山新雨后，时间、地点、天气(背景)

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景物:月、松、泉、石(主体)

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人物:浣女归、渔舟下(主体)

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诗人愿望（抒情）

王孙自可留。

3．发挥想象，联想意境

这首诗描绘了一幅山村晚景图。请抓住意象极其特征，通过
创造性想象，补充形象，再现画面，用散文化的语言描述这
幅图画，尽可能描绘细致、语言优美。（提示：可从光、色、
形、静态、动态等方面展开联想。）

（范文）山居秋暝

雨说停就停了，村庄被冲洗得清清爽爽。袅袅娜娜的炊烟似



山间某寺院敲响的晚钟，在秋天微凉的空气里缓缓游动。

偶一抬头，月亮不知什么时候挂在了枝头。晶莹的光辉，在
松针的锋芒下，碎得满地都是。一些清澈的声音，潺潺地淌
过石头，然后又隐隐约约流向远方。

溪边。竹林摇响了几声喧笑，月光下，一群长发飘曳的少女
提着浣沙的竹篮，走进了各自的柴门。今夜，又有人会被梦
中的王子拥进新房。

一阵渔歌牵动了莲荷，水波荡漾的河心，收网的汉子，驾着
满仓沉甸的收成穿过夜色，沿流而返。他们知道，无论何时
踏进家门，总有一盏灯将温暖到天明。

时光如水，春芳消歇；滚滚红尘，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真的好想做一个隐者，从此万念俱寂，醉卧山间，不究世事。
惟把这份淡泊，这份纯美，这份幽静而飘渺的景致，留在生
命的最深处。

五、深入鉴赏

“空山”如何理解？

“空山”的理解

环境：无人(无达官贵人)、无声（无尘世喧嚣）

心境：空明

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刘禹锡《陋室铭》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陶渊明《归园田居》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陶渊明《饮酒》

2．“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美在哪里？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诗句中蕴含了哪几组对比？

动静、声音、上下、远近、色彩、刚柔等

相对、对比中，景是和谐的，主要特点：幽清、明净。

3．为何先写“竹喧”再写“归浣女”，先写“莲动”再
写“下渔舟”？

景是和谐的，那么人加入又如何呢？下

景、人的组合，是完整的田园生活图景，景、人和谐统一。
（天人合一）

山村的自然美：明月、青松、清泉、白石、翠竹、青莲――
清新、宁静

村民的生活美：淳厚朴实、勤劳善良、和平安乐

这是诗人理想中的生活环境：风景清幽、民风淳厚。

诗人厌恶污浊的官场，这里安静、淳朴的生活是他的生活理
想，他又深受佛道思想影响，所以选择隐居。后人称之
为“诗意的生活”、“诗意的憩居”。

4．由诗中所写景与人来看，诗人追求的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人
生态度？

景清幽、明净，以物芳而明志洁；



人淳厚、朴实，广人相而望政通。

王维追求的是宁静、淡泊的人生态度。

息阴无恶木，饮水必清源。

宁栖野树林，宁饮涧水流，不用坐梁肉，崎呕见王侯。――
王维

六、扩展阅读

――作者希望他自己以及他的`各种朋友都能摆脱世俗、欲念
的束缚，建构一种宁静、淡泊的心境和真诚、相知的人际关
系。

七、课后思考：

除了隐居，有无更好的方式？

隐居是不是逃避？试与屈原比较。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