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荷塘月色朱自清教案板书设计(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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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
么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可
以喜欢。

荷塘月色朱自清教案板书设计篇一

一、导入新课

（出示幻灯片（1））

（出示幻灯片（2））

说来奇怪，不同的事物投射到不同人的心里，会反映出不同
的形象。马致远曾叹息“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
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以如此萧索、凄
绝的笔触来描写秋。而刘禹锡却高歌“自古逢秋悲寂寥，我
言秋日胜春朝。”无独有偶，陆游曾很狠地道“恶竹当须斩
万竿”，而郑板桥却用一生一世的热情以诗以画来歌颂竹。
这正是因为艺术家笔下的一事一物都打上了作者的主观情感
的烙印。今天我们就跟随朱自清的脚步，去欣赏荷塘美景，
去追问作者的情怀。

二、点明教学目标（出示幻灯片（3））

上课之前，咱们有必要先明确本课时的教学目标。

三、介绍作者朱自清生平及写作背景

说起朱自清，大家并不陌生。我们学过他的《春》、《背
影》。请位同学来介绍一下朱自清。



（学生讲述作者生平）（出示幻灯片（4））

我们知道，要真正理解文章的内涵，有必要了解文章的写作
背景。

（学生讲述时代背景）

四、探究作者的情感路线

写作背景往往支配着作者的情感，在大革命失败后，作为民
主主义知识分子的朱自清一直徘徊在投身革命与为了家人而
暂且超然的矛盾之中。因而，文章的开篇就点明了“心里颇
不宁静”，为全文打下了情感的基调。（出示幻灯片（5））
让学生来分析作者的情感路线。

在明确作者的情感的基础上，让我们细细地去欣赏去品味那
荷塘那月色。

（学生找出描写“月色中的荷塘”及“荷塘中的月色”相应
的段落。）

五、重点分析第（4）（5）节

1、（出示幻灯片（6）（7））

2、思考：作者写了什么，是怎样写的？运用了哪些修辞手法？

3、请学生来描述通过想象看到的画面。

4、根据课文，回答思考题。（采取组间竞争法）

5、语言的品味

（1）叠词的运用及作用



a、有实观效应，使所要表现的事物更形象

b、富有音律美，读来朗朗上口

（2）关键词的品味（组间竞争，教师总结）

点缀：与“零星”相照应，写出花与叶子的和谐美。可谓
是“万绿丛中一点白”

袅娜：形容女子体态柔美的样子，实指荷花的盛开状。赋予
人的美感。

羞涩：指含苞欲放的荷花，使我们想起徐志摩的诗“最是那
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泻：与喻体“流水”相呼应，增强了月光的流动感，进而还
有一种对浓浓的奶白色的月光的质感。

浮：反映了水气与月色的交织，雾的轻柔，自下而上逐渐扩
散的特征。

洗：月光下的荷花、荷叶蒙上了一层薄薄的晴朗的乳白色，
增添了美感。（可用蛋清，荔枝的绡来比较引导想象联想）

6、鉴赏

（1）音律美（叠词）

（2）措辞美

（3）修辞美（比喻、拟人、对比、通感）

（4）画面美（淡雅、朦胧、幽美）

六、忆江南



1、学生朗读该诗

2、探讨作者的思想感情

明确：表现了作者对摆脱黑暗现实和置身宁静祥和的生活的
向往。其实，文章的结构就像一个圆圆的荷塘。从家里出去，
又回到家里。与其说这是一篇美文，还毋宁说是朱先生的一
次美丽的梦游。梦里的荷塘再美也必然要回到现实之中。

月色是淡淡的。荷塘的美景是淡淡的。哀愁是淡淡的。喜悦
也是淡淡的。淡雅、朦胧、幽美的荷塘，正是作者的情感的
投影，这样，景与情就形成了和谐的完美的统一。

七、小结

通过这一课的学习，我们懂得，一篇美文往往在遣词造句上
非常讲究准确、形象、生动。我们在理解上，必须做到与语
境相结合，做到词不离句，句不离篇。充分运用以前学过的
置换法、比较法、删除法、添加法。

荷塘月色朱自清教案板书设计篇二

《荷塘月色》是现代抒情散文的名篇.文章写了荷塘月色美丽
的景象,含蓄而又委婉地抒发了作者不满现实,渴望自由,想超
脱现实而又不能的复杂的思想感情,为后人留下了旧中国正直
知识分子在苦难中徘徊前进的足迹。

教师视学生为一个个活泼泼的生命体，尊重学生，平等对话，
探究气氛浓郁，学生个性获得发展，潜能得到开发。这一节
课教学处处以学生为本，以促进学生个性的健康发展为本，
学生的求知欲望得到满足，对语言的揣摩，对文章思想感情
的领悟，均能打开思想的闸门，知无不言，又言无不尽，再
佐以教师的推敲，因而，精彩纷呈，常闪发智慧的火花。教
师始终与学生处于平等的地位，不以“权威”自居，而是作



为学习课文的一员，积极参与讨论，谈自己的阅读感受。有
时要言不烦，意在点睛，给学生以深深的启迪;有时明说“不
过我也不知道，因为这可能永远是个迷”，(绝非搪塞，而是
列举种种研究成果)，意在留给学生思考的空间，继续学习的
空间;有时提出“现在，我能不能也提几个问题啊”，意在深
入开掘，弥补学生探究的不足。教师、教材、学生三维空间
碰撞、交融，奏出了美妙、和谐的语文交响乐。

语文教学要加强综合，注重知识之间、能力之间以及知识、
能力、情意之间的联系，重视积累、感悟、熏陶和培养语感，
致力于语文素养的整体提高。这节节课在这方面表现得十分
突出，语文教学的多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关键的语言文字
放在特定的语境中理解、品味、鉴赏，感悟是灵动的，具个
性色彩的;配乐朗诵，动画欣赏随文入境，营造美的氛围。研
究作者与创作背景，探究作品的写作意图与价值取向，把知
识传授、能力培养、智力发展与思想情操陶冶融为一炉，发
挥了语文的实用功能、发展功能、审美功能，学生在潜移默
化中多方面获得培养。

教师不仅在各个教学环节中注意循循善诱、逐步深入，探求
真知，更在于教师能把自身的文化积淀融合于教学之中，提
高课的质量与品味，提升学生的思想情操。对课文作者的总
体认识与评价，对课文意义的阐发，对通感收发的比拟，对
重点词句推敲的延伸，对媒体相关报道的评论等，看似信手
拈来，实则平日勤于阅读、积累文化的必然展现。而这些挥
洒自如的讲解，对学生最有吸引力，感染力，最有启发性，
也是课最能发光的亮点。学生以学为主，教师不学无以为师，
教师学识丰厚，学生终生受益。

但学生互动稍显不足，听课老师多，学生有些紧张。引导还
需要大胆一些。

更多



荷塘月色朱自清教案板书设计篇三

一、作者简介

朱自清原名自华，字佩弦，号秋实。祖籍浙江省绍兴
市，1898年生于江苏省东海县。1903年随家定居扬州，故自称
“我是扬州人”。1916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
次年改为“自清”，考入本科哲学系。以后的五年里在江苏、
浙江等地的中学教书。

在大学时代，朱自清就开始创作新诗，1923年发表的长诗
《毁灭》，在当时的诗坛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29年出版
诗集《踪迹》，1925年任清华大学教授，创作转向散文，同
时开始了古典文学的研究。1928年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背
影》，成了文坛上著名的散文作家。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病逝于北京。他的一生既是作家、学
者，又是民主战士。逝世后整理出版有《朱自清文集》(四
卷)、《朱自清诗文选集》。

二、月夜有无蝉声?

《荷塘月色》中有一处写到作者在月下漫步荷塘时听到了蝉
声。

“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

后来有一位叫陈少白的写信给朱自清，说蝉子夜晚是不叫的。
朱自清为此问了好几个人，他们也都认为陈的话不错。朱自
清为了进一步弄清问题，又去请教他在清华大学的同事昆虫
学家刘崇乐教授。刘崇乐则从别一个人的著作里摘抄了一段
文字寄给朱自清，这一段文字说月夜确有蝉声，不过那位著
者又说，平常夜晚蝉子是不叫的，那一个月夜，却听到它们
在叫。这么一来，朱自清反复考虑，就把“好几个人”的话



当作“客观实际”，而把那个著者的亲耳所闻当作“是个例
外”，至于自己文中那一段描写，则自认是“记忆错误”。
于是朱自清给陈少白复信，表示了感谢，并且慎重表示：散
文集《背影》(里面收有《荷塘月色》一文)以后再版要删掉
月夜蝉鸣的句子。

过了些时候，陈少白又在《新学生》月刊上发表文章，再次
讨论这个问题，并且涉及到宋代王安石的《葛溪驿》一诗，
因为这首诗里也有月夜蝉鸣的描写。也就在这个讨论之后，
朱自清自己又有两次亲耳听到了月夜蝉声，“跟《荷塘月色》
中所叙的有相同的地方”，朱自清因为“有切己的问题在心
里’，所以对此印象格外深刻。这才写了《关于“月夜蝉
声’》一文，公开作答。从这番周折中可以看出朱自清对写
文章是极其认真负责，绝不含糊的。

朱自清还从这件事中引出一个更深的教训，他在作答的文章
中深有感慨地说：“我们往往由常有的经验作概括的推论。
例如由有些夜晚蝉子不叫，推论到所有夜晚蝉子不叫。于是
相信这种推论便是真理。其实只是成见。这种成见，足以使
我们无视新的不同的经验，或加以歪曲的解释。我自己在这
儿是个有趣的例子。”朱自清这一段话意味深长，它告诉我
们轻率的推论会使人们误把成见认作真理，妨碍我们获得新
的经验，接受新的知识，这个体会和认识已经远远超出“月
夜”有无“蝉声”的讨论本身了。

三、荷塘夕照明——怀念朱自清先生

今年(1978)八月十二日，是朱自清先生逝世三十周年。清华
大学为了纪念他，把座落在“水木清华”池边的古老方亭命
名为“自清亭”。它和附近小山坡上纪念闻一多先生的“闻
亭”比邻而立。朱、闻两位老教授，都是毛泽东同志称颂过的
“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的爱国知识分子。

夏日的黄昏，刚下过一回阵雨。雨过天晴，我信步来到荷花



池畔。荷塘一片碧绿，间杂着朵朵莲花，微风中送来阵阵清
香。

我想起了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这是我在中学里读过
的。在解放前，到清华念书的时候，我打听到朱先生笔下的
荷塘，就是这个荷花池，走去一看，原来不过是一湾死水，
几树垂杨，败叶残花，潦倒其间。塘中央还有座小岛，岛上
杂树丛生，荆棘遍地，偶尔还从斜刺里跑出一两只野兔来，
人称荒岛。

朱自清写《荷塘月色》的时候，这里是“阴森森的有些怕
人”，“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这篇文章的头一
句话是：“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这冷僻而又有几分清幽
的荷塘月色，就正好成了他“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
想”的暂时“自由”“独处”的地方了。

我那时虽是工学院的学生，由于爱好文艺和对朱先生的倾慕，
对清华园里的进步文艺活动，总是要挤进去听听的。朱自清
经常出席文艺晚会，发表演讲。他这时已不是我想象中风度
潇洒的诗人，而是一个扶着手杖，身材瘦小的老人了。但看
去精神却很好。他认定了前进的方向，提出要做“向下的”
知识分子，即接近工农大众的知识分子。他领头发表反对国
民党打内战的和平宣言，在抗议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学生的争
人权宣言上签名，起草教授罢教宣言，还常扶着手杖去征集
签名。“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他这用以自
况的诗句，表明晚年的朱自清的确不再是写《荷塘月色》时
感伤独处的朱自清了。

在池塘边漫想，清华园这些年的风风雨雨，更教人心潮难平。
从朱自清的诗句，想到叶帅的“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
夕照明”。这两句诗反映了我国老一辈革命家的壮志豪情;我
想，也反映出今天老知识分子们的心境吧。而《荷塘月色》
呢，该另有新篇了。



四、《采莲赋》参考译文(罗定五)

漂亮的少年、美貌的少女，心心相印采莲去。鹢首船头来回
转，交杯频递笑把爱情传。桨板轻摇水草紧绊，船头微动浮
萍才分开。姑娘身材多窈窕，白绸衫儿束细腰。情意绵绵难
分割，恋恋不舍把头回。春末夏初好季节啊，叶儿正嫩花儿
才开。撩水逗乐笑微微，怕水珠溅身弄湿衣。忽然又觉船儿
斜，急忙收起绫罗裙。

【示范教案】

荷塘月色

教学目标

一、知识教育目标

1.把握写景抒情散文情景交融的特点。

2.学习作者运用语言的技巧：比喻、通感的巧妙运用，动词、
叠词的精心选用。

二、能力训练目标

1.训练整体感知、揣摩语言的能力。

2.提高对作者在文中表达的思想感情的领悟能力。

3.提高对情景交融意境的鉴赏能力。

三、德育渗透目标

1.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情趣。

2.引导学生关注社会，追求理想。



教学建议

一、本文的教学重点应放在结构安排、写景的层次和运用语
言的技巧上。

二、本文语言精美，写景状物传神，应加强朗读训练，让学
生自然地受到感染，体会文章的韵味。

本文语言朴素、典型，充满诗意，这是教学的重点，也是难
点，要引导学生学习作者巧妙运用比喻、通感，精心选用动
词、叠词的表达技巧。

解决办法

1.介绍课文的写作背景及作者当时的思想状况。

2.引导学生品味表达作者感情基调与感情发展变化的关键语
句。

3.引导学生体味本文描写景物的特点，从中领悟寄寓的思想
感情。

4.通感的修辞方法学生第一次接触，可以结合练习题讲一点
知识，必要时可扩展一些练习。

教学要点

讲解《荷塘月色》，弄清作者写作的缘起及描绘月色下的荷
塘的特点，环境描写与抒发感情的关系。引导学生学习作者
巧妙运用比喻、通感，精心选用动词、叠词的表达技巧。

教学时数

一课时



教学内容与步骤

一、解题：荷塘月色(加点部分板书，下同)是朱自清的早期
散文作品之一。荷塘，是指作者任教的北京清华大学清华园
里的荷花池，表明作者所要描绘的特定处所。月色是文章描
绘的中心，它是作者心目中向往、追求的和谐宁静的境界。

朱自清在青年时代曾参加过“五四”运动，向往过俄国十月
社会主义革命，后来也投身过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1927年，
蒋介石叛变革命，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朱自清陷入苦闷之中。
他既对现实不满，又不敢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因而借
赏景来排遣苦闷。本文中所反映出来的憎恶现实，想找一个
安宁的所在而不得的苦闷心情，在当时一部分正直的知识分
子中很有代表性。

二、学生默读课文，参照“练习”一，初步理解文章的意思。

三、教师先读课文、正音并解释词语。

四、理清全文的段落。教师归纳：全文分三大段。第一大段，
(即第1自然段)，写作者夜深人静时去荷塘观赏月色的缘由。
第二大段，(2—6自然段)是全文的主体，细致地描绘荷塘月
色的迷人、恬静，抒发作者淡淡的喜悦和哀愁。第三大段(末
两个自然段)，写江南采莲习俗及惦念江南之情，表达了作者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全文结构完整，衔接自然紧密，写景与
抒情有机地揉合在一起。

五、讲读第一段。

(一)指名朗读。

(二)提问：作者为什么惦念起荷塘来了?作者写自己离开沉浸
在寂静中的家有什么用意?



师生共同谈话，注意“忽然”两字。

月亮升高了，马路上孩子们的嬉笑声听不见了，妻子拍着闰
儿也渐入睡。周围已经沉静下来了，本来可以好好想一些问
题，但是，许多的事萦绕在自己头脑中，无法理清，“忽
然”想起了荷塘，作者是为了排遣内心的烦恼，找寻片刻的'
心灵的宁静而去荷塘边的。

第一句是全文的“文眼”，它象是一支乐曲中的主旋律，在
全曲中回荡。

六、讲读第二段：

(一)提问，这一段是按照什么线索来写的?学生回答，教师归
纳：这一段是按照作者漫步荷塘的过程来写的。按照作者的
活动、视线的转移，有层次地展现荷塘月夜的美丽景色，抒
发作者的感情。

小路(第2节)——荷塘(第4节)——月色(第5节)——荷塘周围
的树(第6节)

漫步——思索(线索)(板书)

(二)讲读第2节：

文章先写去荷塘必经的小路。提问：这条小路有些什么特点?
学生回答，教师归纳：作者抓住了小路的曲折、幽僻，多树
的特点(板书)，这三者中，幽僻是主要的特点。曲折与多树
是构成幽僻的重要条件。小路沿荷池而筑，随荷池弯曲，呈
曲折之态。多树则蓊蓊郁郁，更显幽深僻静。

文章用了对比的方式，衬托出月下小路的美。看看作者是怎
样进行对比的?



用白天(少人走)、一般的夜晚(更加寂寞)、没有月光的晚
上(阴森森的)和今天的淡月比，写出景色朦胧，富有诗意，
第一次把“月色”点了出来。

(三)讲读第3节：

提问：这一节写作者去荷塘时的感受，请你说说这种感受的
具体内容?

学生回答。教师归纳：请学生把“象今晚上，……现在都可
不理”这段话划出来。这是作者感受的具体内容。作者感到
在这种幽僻的坏境之中，自己成了一个自由的人。在这种环
境里，可以不做违心的事，不说违心的话，可以无拘无束、
自由自在，抛弃尘世间的喧嚣和烦恼。联系文章的写作背景，
可以理解这种感受，表达了作者对自由宁静生活的向往和对
黑暗的社会现实的不满，进一步点明了夜游的原因。

(四)讲读第4节：

背诵课文第四段，讨论以下问题。

(1)作者写月下的荷塘景物顺序是如何安排的?有何特点?

先总写荷塘，再写叶子、荷花、荷香、荷波和流水。定点观
察，由近及远，由上到下，先静态后动态。

(2)鉴赏景物特色及语言技巧

荷塘曲曲折折用叠词，突出广度

荷叶田田用叠词，突出密度

像亭亭的舞女的裙，用比喻，以动写静，写出了高而圆的风
姿



荷花袅娜，拟人，饱满的花朵姿态柔美

羞涩，拟人，含苞欲放的娇美情态

明珠，比喻，晶莹剔透地闪光，暗写月光柔和

星星，比喻，忽明忽暗地闪光，暗写月光柔和

美人，比喻，纤尘不染的美质

荷波闪电，比喻，突出快速

凝碧，以静写动

流水脉脉，拟人，默而有深情

(3)归纳月下荷塘的总体特点，寄寓的感情素淡，宁静，寄寓
了淡淡的喜悦之情。

(五)讲读第5节：

背诵课文第五段，讨论以下问题。

(1)这一段是从哪几个方面来描写荷塘上的月色的?

先写月光，再写月影，最后写光与影。

(2)作者选用了哪些动词来描写月光，有什么好处?

“泻”，照应“月光如流水一般”中的“流水”这个喻体，
增强动感，表现了月辉照耀、一览无余的情景。

“浮”，水气轻轻升腾，慢慢扩散、弥漫，以动景写静景，以
“青雾”衬“月光”，表现了月光的朦胧、淡雅。



“洗”，“牛乳”的比喻承上文“泻”字而来，一个“洗”
字表现了月光洁白柔和而又鲜艳欲滴。

“笼”，“梦”的比喻承上文“浮”字而来，一个“笼”字
表现了月光下叶子与花的轻飘柔美的姿容，衬托了月光的朦
胧、柔和。

原因是天上有一层淡淡的云。“酣眠”比喻朗照，“小睡”
比喻淡淡的云遮住了满月的意境。这种朦胧柔和的恬淡正合
作者此时的心境，所以说“恰是到了好处”。

(4)作者为什么又要写月影?哪个动词用得精妙?

荷塘四周有蓊蓊郁郁的树。月影当是景中一景，塘上月光、
塘中月影交相辉映，能使月色表现得更为精妙。

一个“画”字用得精妙，仿佛有无形的手在展纸描绘一般，
富有情趣，表现了作者的喜爱之情。

(5)写光与影运用了什么修辞方法?有什么好处?

运用了比喻与通感的手法。将视觉形象化为听觉形象，光与
影的黑白块儿仿佛变成了活泼跳跃的音符，化静为动，写活
了。光与影的和谐分布与名曲的优美、悠扬、和谐动听，两
相烘托，扩大了意境。

(6)这段描写荷塘上的月色，总体特点是什么?寄寓了作者怎
样的思想感情?

朦胧，和谐，寄寓了作者淡淡的喜悦之情。

七、讲读末两节。写夜游荷塘引起的联想，想到古代诗词中
对采莲的描绘从而引起对江南美好生活的怀念，表现了作者
对眼前的寂寞、毫无生气的环境的不满之情，进一步表现了



作者内心的不平和对光明美好生活的憧憬、向往。在思乡的
哀愁中结束全文。

八、写作特点：

本文语言朴素典雅，准确生动，富有韵味。作者是如何使语
言表达得如此美的?

(1)作者精心选用恰当的动词，使语言准确、贴切，创造出生
动的意境。

(2)作者善于运用叠词，传神地描写事物特征，加强语气，舒
展文气，增加音韵美，深化物态情貌。

(3)作者善于运用比喻、拟人、通感等修辞手法，使语言形象
生动，创造出引人入神的意境。

九、归纳中心思想。让学生归纳，教师总结。从荷塘月色美
丽景色的描绘中，表露了作者对黑暗的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总结、扩展

领悟作者的思想感情，要善于通过鉴赏作者的景物描写去把
握其中寄寓的情感。而鉴赏作者的景物描写，要善于分析景
物描写的层次、景物描写的技巧造成的效果，要品味景物的
特点，最后归结到美感特征。

课外阅读朱自清的另一篇散文《绿》，领悟寄寓在梅雨潭的
绿中的思想感情，并与《荷塘月色》表现的思想感情进行比
较。

布置作业

自由命题写一篇情景交融的散文，要求运用比喻、通感的修



辞方法，在选用动词与叠词上下点功夫。

附：板书设计

荷塘月色

朱自清

荷叶像裙形态美

荷花似

荷塘月色朱自清教案板书设计篇四

1、知识：情景交融、通感、动词、叠词。

2、能力：理清结构、感受语言美。

3、情感：感受意境美，体会作者全心自由的状态和情感。

1、重：情景交融；

2、难：感情的变化。

（一）导入：mv，解析课题“荷塘”“月色”，到底美在哪里。

（二）初读（朗读指导）

1、朗读全文，想象画面。

2、师范读，让学生画出并评自己喜欢的语句。

（三）品读（语言美）

1、指名读。品荷花美。



（1）比喻：舞女的裙，静中带动

（2）拟人：“袅娜”，姣美

（3）通感：渺茫的歌声，荷香飘逸

（4）品动态美：一丝颤动——凝碧的波痕

2、指名读，品月色美。

（1）比喻句：牛乳——月下荷花的清新、月色的朦胧

（2）黑影、倩影：借相关事物，形象化

3、品评动词、叠词。

（1）师引导关注小词：“泻”——月光酣畅淋漓，写活了。

（2）学生按照方法，点评其他。

（四）争鸣（探究情感）

1、听录音，进意境。

2、介绍写作背景，论点：此时的朱自清，心情如何？小组讨
论，出示其内心独白。

（五）拓展（改写）

1、配乐朗诵，摘抄、背诵。

2、改写：把散文改成诗歌，或给散文配上一副水墨画；小组。



荷塘月色朱自清教案板书设计篇五

1、理清全文的结构，了解直接抒情的语句的内涵及其在文中
的作用。

2、体会散文的语言美——对生活语言的巧妙加工。

3、认识“通感”的修辞方法，体会本文中“通感”所产生的
艺术效果。

［教学重点］

1、作者是怎样从多角度描摹荷塘美景？

角度、视线由近及远、由上而下的空间顺序：

茂密的荷叶——多姿的荷花——荷香——叶花颤动——流水

体味作者的匠心：

动静结合，“静”是“动”的瞬间表现。

可见与可想结合，写出散文的神韵。如：荷叶田田——水脉
脉含情

2、本文的线索是什么？

经线：欣赏荷塘月色前后的心情变化。纬线：对荷塘月色的
景物描写。

3、“通感”的特点及其作用：

a、例：“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
歌声似的。”



b、本体——花香（嗅觉）喻体——渺茫的歌声（听觉）

c、作用：把花香的特点写清了，生动形象。

d、相似点：立于微风中嗅馨香（时有时无）——听远处高楼
传来的歌声（时断时续）

［课时安排］

二课时

［教学过程］

布置预习：

a、请学生熟读课文；

b、背诵4－6段。

第一课时

导入课文：

一、具体介绍朱自清的生平和创作：

朱自清，原名自华，字佩弦，号秋实。祖籍浙江绍兴，1898
年生于江苏东海。1903年随家定居扬州。1916年中学毕业后，
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次年更名“自清”，考入本科哲学系。
毕业后在江苏、浙江等地的中学任教。

上大学时，朱自清开始创作新诗，1923年发表的长诗《毁
灭》，震动了当时的诗坛。1929年出版诗集《踪迹》，1925
年任清华大学教授，创作转向散文，同时开始研究古典文学。
1928年出版散文集《背影》，成了著名的散文家。



1948年8月病逝于北京。他是诗人、散文家、学者，又是民主
战士、爱国知识分子。毛泽东称他“表现我们民族的`英雄气
概”。著作有《朱自清全集》。

本文是一篇以写景为主的抒情散文。写于1927年7月，当时正
值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朱自清也处于苦
闷彷徨中。

《荷塘月色》正是作者自己想“超然”而又想“挣扎”的心
迹的真实描摹和生动写照。

二、听《荷塘月色》的配乐录音带：

三、作品结构分析：

全文共10个段落，每段都有其独立的内容，但从作者的行踪
变化上看，从扣文题的主体文字与宕开笔墨写联想的“闲
笔”来看，这10个自然段还可以划分成几个大部分，把文章
的基本框架弄清楚了，有助于我们对内容的分析和对主旨的
探索：

缘起：第一段：独游荷塘的时间、地点和缘由。（心
境：“颇不宁静”）

去荷塘：第二段：通往荷塘的小路、树木、月色。

第三段：行在小路时的感受。（追寻清冷、幽僻的环境）

观荷塘：第四段：荷塘美丽的景色。

第五段：塘中的月色。

第六段：荷塘四周的景物。

离荷塘：第七、八、九段：联想古代江南采莲的旧俗。



第十段：在思乡与遐想中踱回家门。

从写景状物的角度看：

第一部分：（1）写观荷缘起。（情）（引子）

第二部分：（2－6）写荷塘月色。（景）（主体）

第三部分：（7－10）写景中人。（情）（尾声）

小结本节课的内容：

布置作业：

1、背诵4－6段；

2、阅读课后附文。

第二课时

一、检查作业：

二、找出直接抒情的句子，对其中有代表性的进行分析，让
学生反复体会：

1、全文首句：“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

分析：这是分量很重的一笔，可见“文由情生”，本句
是“文眼”。

问：起笔这样写是什么目的？

不加掩饰直抒情怀，显出作者内心有苦闷，心绪烦乱。这也
正是夜深人静出游荷塘的缘由，即，欲排遣苦闷之情。



2、第三段中路上的一段独白：“路上只我一个人……这是独
处的妙处”。

分析：此段抛开写景，句句都是内心活动，这样写是不是偏
离了文章的主题呢？

明确：

a、抒写月下独处的自由感正是对“心里颇不宁静”的自我调
节，蕴涵了对黑暗现实的不满。

3、第三段最后一句：“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分析：

a、这是过度句，提示下文重笔写荷塘月色；

b、这一句感情上起了变化，作者没有陷入哀愁的泥淖不能自
拔。

三、解析第四段，看作者是怎样从多角度来描摹荷塘美景的：

1、先写满眼茂密的荷叶，次写多姿多态的荷花，顺笔写及的
荷香，最后写叶子和花的一丝颤动以及流水。层次井然，形
象精确。

这是按观察的角度，视线由近及远、由上而下的空间顺序来
写的。

以上是顺序特点，细分析，还可以看出作者的匠心：

a、抓静态与动态的结合，把荷塘写“活”。（这个问题要启
发学生回答，读进去）而且，作者笔下的景物都是“动”的，
“静”不过是“动”的瞬间表现，扬静而情动。



b、抓可见与可想的结合，写出了散文的神韵。所谓“可想”，
是指由“可见”引起的合理联想，把不可见的景物写得很有
风采。

通感的运用：（详见前重、难点“通感”部分）

四、请学生自己赏读5、6段：

欣赏的重点可放在对某些字词的品味上，也可以研究一些极
有感情特色的比喻句上：

1、“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
上。”“泻”字精确在哪儿？

五、小结全文：请学生说说自己对文章主旨的理解。

布置作业：完成课后思考练习、本课《课课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