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扬州慢教学设计中公(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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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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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州慢教学设计中公篇一

一、学习古人丰富的情感；

二、欣赏诗词曲中的名句，揣摩其深刻的含义。

三、欣赏诗歌的艺术魅力。

（1）节奏；（2）重音；（3）韵脚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今河南省洛阳）人，自
称为汉代中山王刘胜的后人。贞元九年进士，官至察御史。
王叔文失败，被贬为朗州司马，后又任连州.夔州.和州等刺
史，官至检礼部尚书兼太子宾客。有《刘宾客集》，又称
《刘中山集》《刘梦得集》。

刘禹锡那样讲究书本上的古老出典，同时又对口头文学的民
间歌谣发生了新鲜事物感。他不但学会了唱民歌，还受了民
歌的启发，写出了《竹枝词》《杨柳枝词》等耐人吟咏的好
诗，创造一种新体载。终为一代大师。

这首诗是唐代诗人刘禹锡于敬宗宝历二年（826）冬，罢和州
刺史后，回归洛阳，途经扬州，与罢苏州刺史后也回归洛阳
的白居易相会时所作。对“初逢”二字，可以有两种理解：
一是未见过面，初次相逢；另一是久别之后，初次相逢。尚
无定论。



当时淮南节度使是王播。王播在扬州设宴招待刘禹锡、白居
易两位诗人。白居易在酒席上把箸击盘，吟诗一首，题
为“醉赠刘二十八使君”，诗中有“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
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四句，为
刘禹锡长期被贬的不幸遭遇鸣不平。刘禹锡从宪宗永贞元年
（805）被贬，到宝历二年，只有二十二年。由于作诗时已是
岁末，预计次年春初才能到达洛阳，而且刘禹锡罢和州刺史
后尚未接到新的任命，所以白居易干脆称为“二十三年”，
以求平仄协调，符合格律。刘禹锡回忆往事，感慨万端，写了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这首诗，答谢白居易。

诗的首联，便表现出作者不同凡响的抒情才能。刘禹锡因积
极参加顺宗朝王叔文领导的政治革新运动而遭受迫害。在宦
官和藩镇的联合反扑下，顺宗让位给宪宗，王叔文被杀，刘
禹锡等被贬。他先贬到朗州（今湖南常德），再贬连州（今
广东连县），调夔州（今重庆奉节）、和州（今安徽和县），
未离谪籍。朗州在战国时是楚地，夔州在秦、汉时属巴郡，
楚地多水，巴郡多山，“巴山楚水”，泛指贬地。刘禹锡没
有直率倾诉自己无罪而长期遭贬的强烈不平，而是通过“凄
凉地”和“弃置身”这些富有感情色彩的字句的渲染，让读
者在了解和同情作者长期谪居的痛苦经历中，感觉到诗人抑
制已久的愤激心情，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1、本诗各联分别写了什么？

首联：表现辛酸，愤懑不平 颔联：悲悼旧友，感叹变迁

颈联：新贵得意，悲叹身世 尾联：意志不衰，坚忍不拔

3、拓展延伸：

模拟白居易与刘禹锡相逢，他们之间会有怎样的对话？然后
表演。



4、赏析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这两句借用自然景物的变化暗示社会的发展，蕴涵着深刻的
哲理——意思是说，个人的沉沦算不了什么，社会总是要向
前发展的，未来肯定会比现在好。

5、总结本诗的教学。

扬州慢教学设计中公篇二

1、反复诵读，理解诗人的情感，感受诗歌的情感美和意境美。

2、品析诗歌，感受诗人百折不挠的乐观精神和伟大品格。

反复诵读，理解诗人的情感。

感受诗人百折不挠的乐观精神和伟大人格。

1课时。

今天我们要学习刘禹锡的一首诗《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
赠》，借此来认识一下这位不服输不言败执着而又乐观的一
代诗豪。

刘禹锡曾参加王叔文领导的政治改革——永贞革新。失败后，
一再遭贬。宝历二年（826年）冬，刘禹锡在和州刺史（刺史
是唐朝对州最高长官的称呼，相当于太守）任期满，被召回
京。返回洛阳途中，经过扬州，与苏州刺史任满罢职也回洛
阳的白居易相逢。

两人才华横溢，经历相似（被贬），他乡相逢，格外兴奋。
在相逢后的一次酒席上，两人诗词唱和（席间唱和、相互酬
答，是当时文人惯例的雅兴和礼节）。白居易写了《醉赠刘
二十八使君》一诗赠给刘禹锡，对他长期被贬表示同情。刘



禹锡读后便写了《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来酬答白居易。

1、教师范读、领读全诗。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2、学生自读这首诗，然后指名读。

1、请从前四句诗中各找出一个最能体现诗人情感的词语，说
说自己对它的理解。

凄凉：诗人参与改革，本是为国为民，谁料却被贬到这荒凉
的地方，心中自然感到抑郁悲凉。凄凉的不是“巴山楚水”
这个地方，而是诗人的内心。

弃置：诗人这一被贬就是整整的二十三年，人生又有几个这
样的二十三年啊？最可能有所作为的一段大好时光就这样虚
度了，诗人感觉自己就像被朝廷抛弃了一样，内心中的酸楚
与痛苦简直无法言传。

空：诗人“怀旧”应该是怀念当初一同参与改革的旧友，可
自己身处“巴山楚水”，又怎能与旧友相见，再三吟诵《思
旧赋》又有何用？更何况这些旧友多受到迫害，很多已不在
人世。一个“空”，隐含了诗人内心的无奈和对统治者迫害
旧友的不满。

翻：回到家乡，本应该倍感亲切，家乡的人与物都是自己一
生的眷恋啊。可二十三年的别离，家乡变化太大了，已经无
人相识。“翻”在这应该是“却”的意思，写出了自己回到



家乡恍如隔世的感觉，暗示自己被贬时间之长，这其中同样
满含着的.是酸楚与痛苦啊。

2、再读前四句诗，读出诗人心中的感情。（突出“凄
凉”“弃置”“空”“翻”）

3、指导学生诵读后四句诗，体会诗人情感的变化。（引导学
生发现：由沉郁到昂扬）通过诵读表现出来。

4、深入体会“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一句，感
受诗人豁达乐观的胸怀。

提供刘禹锡的另一首酬答白居易的诗，进一步理解他的豁达
乐观胸怀。

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刘禹
锡

吟君叹逝双绝句，使我伤怀奏短歌。

世上空惊故人少，集中惟觉祭文多。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

万古到今同此恨，闻琴泪尽欲如何。

刘禹锡以沉舟、病树比喻自己，固然感到惆怅，却又相当达
观。沉舟侧畔，有千帆竞发；病树前头，正万木皆春。对世
事的变迁和仕宦的升沉，表现出豁达的襟怀。

提供今人对刘禹锡这两句诗的解读材料：

人生何不是如此，生命拥有了青春和活力，人生填写了奋斗
和收获，必须要“荣归故里，衣锦还乡”。新的必然要替代
陈旧，诞生与死亡都是一种痛苦，这种“痛苦”是生命永远



延续的催化剂，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

面对老去，应该释放大度、无私、宽容和坦然；

面对青春，应当获取拼搏，谦逊，珍惜和自律。

这才是健康，发展，文明和生机勃勃的人类生命链。

这是我读懂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后人赋予的哲理：事物总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的，腐朽的事
物必然衰败，新的事物总是要胜利的，我们不应只看到衰老
的事物，更不应为它们的死亡而感叹，相反，应该把我们的
希望寄托在新生的事物上面。

教师讲解：

“寄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茫茫宇宙间，你我只不
过是一蚍蜉而已，我刘梦得今日虽已是“沉舟病树”，可我
之后，依旧千帆竞发，万物争春啊！一个为国家前途而遭受
不白之贬长达二十几年的人，还能淡定的说出这般理智的话，
可见其内心是多么的强大多么顽强！多么的积极和乐观。后
人对这一千古名句推崇备至，一是诗句中包含着新事物必将
取代旧事物的哲理，更重要的是他内心的豁达乐观和不屈不
挠不怕打击的倔强意志。

5、“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怎样理解诗句中
的“长精神”？

引入刘禹锡的另两首诗，进一步体会刘禹锡的顽强豁达精神。

因参与王叔文、柳宗元等人的革新活动，诗人被贬郎州（今
湖南省常德市）司马。10年后，被朝廷“以恩召还”，回到
长安。这年春天，他去京郊玄都观赏桃花，写下了《元和十



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
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以桃
花隐喻暂时得势的奸佞小人。于是诗人再度遭贬，一去就
是12年。12年后，诗人再游玄都观，写下了《再游玄都观》：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
度刘郎今又来。”依然如故，不改初衷，痛快淋漓地抒发了
自己不怕打击、坚持斗争的倔强意志。“前度刘郎今又来”
的不懈斗争精神，一直为后人敬佩。“前度刘郎”也成为流
传之今的成语。

6、带有感情的再读后四句诗。

7、再读完整的诗。引导学生注意诗中诗人情感的变化；前四
句要读的沉郁艰涩，后四句要读的昂扬乐观。

8、完成下面的填空，对名句说出自己的味道与理解。

千年后你的一句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轻叩我额头

“当”地一弹

挑起回音袅袅……我明白

————————————

————————————

刘禹锡通过这首诗感慨世事沧桑，抒发了被贬的悲愤，又表
现了诗人对仕宦升沉、世事变迁的豁达襟怀。表现出刘禹锡
对未来充满信心，奋发昂扬地重新投入新生活的热情，体现



了刘禹锡历经磨难而百折不挠的乐观精神。这就是刘禹锡。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刘禹锡

诵读，了解诗歌内容——赏读，体会诗人情感——回读，共
鸣诗人精神

扬州慢教学设计中公篇三

刘禹锡是唐朝文学家、诗人、哲学家、政治家，他的七律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尽管是初一年级的阅读课文，
却是初三年级的中考默写篇目，也是鉴赏篇目。也就是说从
应试的角度看，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结合本单元刚刚
学习过白居易的《诗二首》，和下一单元即将学习的柳宗元的
《小石潭记》，再结合刘禹锡、白居易以及柳宗元这三位好
友的共同遭遇，我们不禁会思考：为什么有才华，为民请命
的古代文人常常会遭到贬谪的命运，他们是如何面对这种人
生打击的。

本首诗歌的教学，既要符合本单元的要求，即读读背背，赏
析诗歌的意思，还想通过介绍刘禹锡个人的际遇、与两位好
友的关系、三人相似的人生经历，来引发学生思考，并感受
像刘禹锡这类的古代文人在逆境中不屈不挠，旷达开朗，奋
发自励的情怀。

1、背诵诗歌，理解诗歌的内容以及作者的思想感情；

2、体会诗中名句所包含的新陈代谢的自然哲理，以及现在对
名句的新的理解；

3、懂得古代文人在逆境中不屈不挠，旷达开朗，奋发自励的
情怀。



背诵诗歌，理解诗歌的内容。

朗读、赏析

一、导入。

1、诗人的别号：

李白：诗仙（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杜甫：诗圣（露成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白居易：诗魔（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白居易写诗刻苦成魔一般，当时的人们称他“诗魔”。诗
人间也有互送别称的，白居易就曾送人“诗豪”的别称。）

提问：诗豪是谁呢？（刘禹锡）

2、刘禹锡的简介：（先让学生说说所知道的情况）

陋室主人刘禹锡：

中唐诗人，洛阳人，文学家、诗人、哲学家、政治家，字梦
得，晚年任太子宾客，世称“刘宾客”。被白居易称为“诗
豪”。于诗与白居易合称为“刘白”，二人唱和诗结集为
《刘白唱和集》。于文与柳宗元合称为“刘柳”。作品有
《刘宾客集》《刘梦得文集》。

二、释题。

白居易和刘禹锡同朝为官，相互认识么？关系如何？（学生
根据诗歌题目回答）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板书）：



酬：答谢，这里指以诗回赠。乐天：白居易的字。见：放在
动词前，表示对自己怎样。如：见谅，见教。见赠：白居易
赠送给刘禹锡的诗作。即：酬谢白居易在扬州初逢时的席上
赠送给我的诗作。

（ppt出示白居易的赠诗）

醉赠刘二十八使君

白居易

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

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

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

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这四句诗，对刘禹锡二十三年的坎坷遭遇，表示了无限感慨
和不平——你远在边远之地，过着寂寞的生活，满朝那么多
官员，唯独你多次被贬外任；我深知你才高名重，却偏偏遭
逢不公的对待，这二十三年，你失去的太多了。怨愤与对友
人的同情溢于言表，见其直率与坦诚，亦见其与刘禹锡友情
之深厚。

唐敬宗宝历二年（827年），刘禹锡罢和州刺史任回洛阳，途
中在扬州遇见了从苏州刺史任上回洛阳的白居易。两位诗友
阔别多年后初次相逢，白居易在筵席上赋诗《醉赠刘二十八
使君》相赠，对刘长期遭受贬谪表示同情。刘禹锡排行二十
八，“使君”是对州郡长官的尊称，因此白居易称刘为“刘
二十八使君”。刘禹锡也写下了一首诗作为酬答。今天我们
就来学习这首回赠之作《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三、指导朗读诗歌。

1．学生听读《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要求听准字音，
把握诵读节奏。

2、自由诵读诗歌，根据自己对诗文的理解，初步了解诗人的
经历。

四、指导理解赏析。

首联，第一、二句：“巴山楚水”：泛指今四川省一带，这
里指诗人的贬居之地。弃置身：弃置，抛弃，这里指被贬官
离京。弃置身，被抛弃的人。三字表达了诗人对自己被朝廷
冷落的不满。诗一开头回首往事，抒发感慨。

（板书：首联回首往事，抒发感慨）

永贞元年（805），王叔文革新失败被杀，刘禹锡被贬朗州
（今湖南常德市，古代属楚国，多水）司马。815年曾被招回
长安，因游玄都观看桃花作《戏赠看花诸君子》诗讥刺权贵，
又被贬为连州（在今广东省西北部）刺史，后又转任夔州
（今重庆奉节县，古代属巴国，多山）、和州刺史。二十三
年：作者从805年被朝廷贬职，到827年重新回京任职，其间
共二十三年。回想二十多年来两度遭贬，一直在远离京城的
荒僻之地为官，心中感慨万端。

在遭贬谪的日子里，诗人的心态如何，生活状态怎样？

（ppt出示）

戏赠看花诸君子

唐刘禹锡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陋室铭》：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
吾德馨。

颔联：第三、四句：怀旧：怀念老朋友。闻笛赋：指晋人向
秀所作《思旧赋》。向秀跟嵇康是好朋友。嵇康因不满当时
掌握政权的司马氏集团而被杀。一次向秀经过亡友嵇康、吕
安的旧居，听见邻人吹笛，不胜悲叹，于是写了《思旧赋》。
诗人在外二十三年，如今回来，许多老朋友都已去世，只能
徒然地吟诵“闻笛赋”表示悼念而已。此番回来恍如隔世，
觉得人事全非，不再是旧日的光景了。后一句用王质烂柯的
典故，既暗示了自己贬谪时间的长久，又表现了世态的变迁，
以及回归之后生疏而怅惘的心情，涵义十分丰富。

（板书：颔联运用典故，世事变迁）

了解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三人的经历：

白居易：（772～846），800年29岁时与元稹同中进士，815
年被贬谪为被贬为江州司马。后任杭州刺史，晚年任太子宾
客，太子太傅。

柳宗元：（773—819），793年20岁中进士，805年贬邵州刺
史，又出为柳州刺史。

颈联：第五、六句：表达的思想感情颇为曲折复杂。针对白
居易的同情和叹惋，诗人吟出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
头万木春”的叹息，说自己已如“沉舟”、“病树”，只好
看着别人纷纷在仕途上奔忙，不必为自己的的“寂



寞”、“蹉跎”介怀，以此来宽慰白居易。

人教版：“以‘沉舟’‘病树’作为反衬，描绘出千帆竞发、
万木争春的富于生机的景象，表现了诗人对仕宦升沉、世事
变迁的豁达襟怀。”

“千帆”和“万木”则比喻在他贬谪之后那些仕途得意的新
贵们。这一联本是刘禹锡感叹身世的愤激之语。

原意为翻覆的船只旁仍有千千万万的帆船经过；枯萎树木的
前面也有万千林木欣欣向荣。运用比喻，借用自然景物的变
化暗示社会的发展，蕴涵哲理。现多指新生事物必然战胜旧
事物。（板书：颈联千古名句，表达胸襟）

（ppt出示）

白居易：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柳宗元：“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

刘禹锡：

再游玄都观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尾联：第七、八句：正因为“沉舟”这一联诗突然振起，一
变前面伤感低沉的情调，尾联便顺势而下，写道：“今日听
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点明了酬答白居易的题意。
意思是说，今天听了你的诗歌不胜感慨，暂且借酒来振奋精
神吧！刘禹锡在朋友的热情关怀下，表示要振作起来，重新
投入到生活中去。表现出坚韧不拔的意志。诗情起伏跌宕，



沉郁中见豪放，是酬赠诗中优秀之作。（板书：尾联点睛之
笔，表达意志）

四、为民请命的古代文人常常会遭到贬谪的命运，他们是如
何面对这种人生打击的？

屡遭打击而始终不屈。有着在逆境中不屈不挠，旷达开朗，
奋发自励的情怀。

五、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多遍，背诵出来，当堂默写。

六、小结。

诗中运用了层层递进的手法，首联自叙被贬的遭遇，为全诗
定下基调，颔联悼念战友，自己回故乡的情景，使愤激之情
更进一步深化，颈联把自己的沉沦和新贵们的得势进行对比，
使自己的愤激之情达到了顶点，尾联急转直下，以自勉、自
励来结束全诗。全诗言简意深，愤激而不浅露，感慨而不低
沉，惆怅而不颓废，堪称刘禹锡的代表作品。

七、作业。

（1）抄写并默写这首诗。

（2）完成校编配套练习。

扬州慢教学设计中公篇四

教学目标：

一、学习古人丰富的情感；

二、欣赏诗词曲中的名句，揣摩其深刻的含义。



三、欣赏诗歌的艺术魅力。

教学过程：

一、读《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注意：

（1）节奏；（2）重音；（3）韵脚

二、作者与背景介绍：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今河南省洛阳）人，自
称为汉代中山王刘胜的后人。贞元九年进士，官至察御史。
王叔文失败，被贬为朗州司马，后又任连州.夔州.和州等刺
史，官至检礼部尚书兼太子宾客。有《刘宾客集》，又称
《刘中山集》《刘梦得集》。

刘禹锡那样讲究书本上的古老出典，同时又对口头文学的民
间歌谣发生了新鲜事物感。他不但学会了唱民歌，还受了民
歌的启发，写出了《竹枝词》《杨柳枝词》等耐人吟咏的好
诗，创造一种新体载。终为一代大师。

这首诗是唐代诗人刘禹锡于敬宗宝历二年（826）冬，罢和州
刺史后，回归洛阳，途经扬州，与罢苏州刺史后也回归洛阳
的白居易相会时所作。对“初逢”二字，可以有两种理解：
一是未见过面，初次相逢；另一是久别之后，初次相逢。尚
无定论。

当时淮南节度使是王播。王播在扬州设宴招待刘禹锡、白居
易两位诗人。白居易在酒席上把箸击盘，吟诗一首，题
为“醉赠刘二十八使君”，诗中有“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
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四句，为
刘禹锡长期被贬的不幸遭遇鸣不平。刘禹锡从宪宗永贞元年
（805）被贬，到宝历二年，只有二十二年。由于作诗时已是
岁末，预计次年春初才能到达洛阳，而且刘禹锡罢和州刺史



后尚未接到新的任命，所以白居易干脆称为“二十三年”，
以求平仄协调，符合格律。刘禹锡回忆往事，感慨万端，写了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这首诗，答谢白居易。

诗的首联，便表现出作者不同凡响的抒情才能。刘禹锡因积
极参加顺宗朝王叔文领导的政治革新运动而遭受迫害。在宦
官和藩镇的联合反扑下，顺宗让位给宪宗，王叔文被杀，刘
禹锡等被贬。他先贬到朗州（今湖南常德），再贬连州（今
广东连县），调夔州（今重庆奉节）、和州（今安徽和县），
未离谪籍。朗州在战国时是楚地，夔州在秦、汉时属巴郡，
楚地多水，巴郡多山，“巴山楚水”，泛指贬地。刘禹锡没
有直率倾诉自己无罪而长期遭贬的强烈不平，而是通过“凄
凉地”和“弃置身”这些富有感情色彩的字句的渲染，让读
者在了解和同情作者长期谪居的痛苦经历中，感觉到诗人抑
制已久的愤激心情，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三、读诗思考：

1、本诗各联分别写了什么？

首联：表现辛酸，愤懑不平颔联：悲悼旧友，感叹变迁

颈联：新贵得意，悲叹身世尾联：意志不衰，坚忍不拔

3、拓展延伸：

模拟白居易与刘禹锡相逢，他们之间会有怎样的对话？然后
表演。

4、赏析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这两句借用自然景物的变化暗示社会的发展，蕴涵着深刻的
哲理――意思是说，个人的沉沦算不了什么，社会总是要向
前发展的，未来肯定会比现在好。



5、总结本诗的教学。

扬州慢教学设计中公篇五

1．读准节奏。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2．读通诗意。

我在巴山楚水这样凄凉的地方，度过了二十三年沦落的时光。

怀念旧友我徒然吟诵起向秀闻笛时写的《思旧赋》，回到家
乡才感到人事皆非。

沉船的旁边正有千万艘帆船驶过，病树的前头已是万木争春。

今天听了你为我吟诵的诗章，我暂且借这一杯美酒振奋精神。

(二)文本探究

1．首联交代了什么？“凄凉地”和“弃置身”表露出诗人怎
样的心情？

【交流点拨】交代：贬地之荒僻，贬时之漫长。

心情：痛苦而又孤寂。

2．颔联在表现手法上有什么特点？描写了怎样的现状？体会



作者此时此刻的心情。

【交流点拨】特点：用典。现状：写回乡所见，人事俱非，
今昔对比，恍如隔世。心情：面对此景诗人百感交集，不胜
感慨。

3．颈联写的是什么意思？表现了诗人怎样的境界？

【交流点拨】原意是表达对现实的愤懑：“沉舟”与“病
树”自比遭贬；“千帆过”与“万木春”则比喻被贬后，新
贵们仕途得意。但这两句诗在客观上饱含着新陈代谢的自然
规律，充满了哲理。后人用此诗句，并不和刘诗原意契合，
而指新生事物无比美好，社会总是向前发展。表现了诗人心
胸豁达，永不放弃的精神境界。

4．结合诗题，说说尾联的用意。

【交流点拨】回应题目，点明酬谢之意，答谢友人并与之共
勉，表现诗人虽遇挫折而意志不衰，积极乐观的思想境界。

5．这首诗抒发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感情？

【交流点拨】既表现了诗人对自己被贬谪、遭弃置的无限辛
酸和愤懑不平的思想感情，也表现了诗人的坚定信念和乐观
精神。

（三）拓展延伸

爱国诗词积累：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魏・曹植《白马篇》)

千年史册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宋・陆游《金错刀
行》)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宋・李清照《夏日绝句》)

一寸丹心图报国，两行清泪为思亲。(明・于谦《立春日感
怀》)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清・谭嗣同《狱中题
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