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经三首教案(优秀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问题
来了，教案应该怎么写？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
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诗经三首教案篇一

第二单元

教学指要

本单元鉴赏先秦到汉魏晋诗歌，从中可以发现我国古代诗歌
创作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源头。教学重点是在熟读背诵
的基础上，领悟诗中的思想感情；了解赋比兴手法及其艺术
效果；了解四言诗、骚体诗、五言诗的节奏。

《诗经》《离骚》至汉魏晋诗歌的语言形式各不一样，本单
元以语言的节奏作为教学重点，旨在让学生了解诸种语言节
奏的划分方法，能够准确、流畅地朗读；了解古代诗歌从四
言到五言，再到七言的形式方面的发展进程；了解这一变化
过程也是诗歌容量逐渐加大、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逐渐复杂的
过程。《诗经》《楚辞》反映了我国奴隶社会现实生活。
《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内容上分为风雅
颂三类，其中最有思想艺术价值的国风，它们大多是“饥者
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言志抒情诗，赋比兴的写作手法开
创了诗歌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教读《〈诗经〉三首》，应
引导学生了解《诗经》广泛而深刻地反映的古代社会生活及
其写实精神；理解《诗经》的“六义”、重章迭句等特点。
《离骚》是文学史上的名篇，由于时隔久远，会给鉴赏造成
一定困难。理解字词固然重要，但还应把主要精力放在感受
屈原为追求理想而九死未悔的高尚节操和爱国主义思想感情



上，放在品赏诗作的艺术手法艺术价值上。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了解《诗经》的基本常识及学习《无衣》《静女》，掌握
重章迭句的形式特点。

2、能够掌握四言诗的诵读节拍。

3、学习《氓》，深刻体会比兴的艺术手法。

能力目标

1、培养学生结合注释，能初步读懂诗作的能力。

2、背诵课文。培养和提高学生准确把握作品的思想感情的能
力。

德育目标

1、使学生了解我国古代人们对真挚爱情的向往，陶冶高尚的
情操。

2、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爱国主义精神。

教学重点

1、引导学生分析《氓》中的人物形象及领会比、兴的艺术表
达手法的妙处。

2、把握《无衣》《静女》中的重要复唱的特点。

教学难点 



1、品味诗歌的语言，准确把握诗中人物的情感。

2、背诵课文。

教学方法

1、运用诵读法，让学生品味诗歌语言的凝炼性。

2、运用讨论法，让学生理解文中主人分的感情及诗歌的艺术
特色。如对《氓》中的比兴手法的分析，就可让学生讨论明
确。

3、通过比较阅读法，延展课堂内容，发展学生思维。

教具准备       录音机   教学磁带  多媒体

课时安排       2课时

教学步骤 

第一课时

教学要点

1、了解《诗经》的相关内容。

2、诵读课文，粗通大意，概括三首诗的内容提要。

教学教程

一、解题

先请学生结合以往学过的知识谈谈对《诗经》的了解，然

后教师补充总结。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又可分为卫、
郑、秦、陈、桧、齐、曹、邶、唐、周南、召南等15国风，
共160篇，是各诸侯的土风歌谣，大多数是民歌，最富于思想
意义和艺术价值。“雅”是西周王朝地区的正声雅乐，共105
篇，包括“大雅”、“小雅”，“大雅”用诸侯朝会，31篇，
“小雅”用于贵族宴享，74篇。“颂”是统治阶级宗庙、祭
祀的舞曲歌辞，又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
颂”5篇，共40篇。

二、指导学生诵读课文

1、放录音

第一遍，让学生注意听准字音及句子节奏。

第二遍，让学生轻声跟读。

2、指名学生朗读

3、教师总结四言诗的诵读节奏

四言诗每句一般读成“二二”拍。

如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

4、可再指名同学朗读，大家指正。

5、请同学们集体朗读一遍课文，进一步要求读出诗歌的语气、
语调。如  岂日/无衣？ 反问语气，升调。

与子/同袍。 肯定语气，降调。

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表现军情紧急，快连）  （感叹，降调）



三、朗读课文的基础上，把握课文内容

1、要求学生借助课下的注解，疏通诗歌内容，注意一些常用
字，词的特殊用法及通假字。

《氓》将（qiang    ）：愿，请。     咎（jiu   ）：灾祸。

贿（hui    ）：财物。             极度：标准。

德：心意、情意。              耽：沉溺。

言：1言既遂矣   助词，无实义

2静言思之   音节助词，无实义

“于”通“吁”，于嗟，叹息。  “泮”通“畔”，边岸。

“说”通“脱”，解脱。

《无衣》衣：上衣。  袍：长袍，相当现在的斗蓬或披风。

裳：下衣。

《静女》   俟：（si ）等待。    娈（luan   ）：美好。

有：形容词词头，无实义。   “说”通“悦”。 

怿（yi  ）：喜爱。    “归”通“馈”，赠送。

荑（ti  ）：茅草芽。   洵（xun  ）：诚然，实在。

2、概括三首诗的内容大意。

学生分四人一组讨论后，明确：



《氓》是一首叙事诗，经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女主人公
与“氓”从初恋，结婚到被遗弃的痛苦经历。表达了她怨恨
的感情和决绝的态度，塑造了一个勤劳、温柔、坚强的女性
形象。

《无衣》是秦国人民抗击西戎入侵的军中战歌，是一首爱国
歌曲。表现了士兵们同甘共苦，互相关心，团结一致，同仇
敌忾的战斗意志和乐观精神。

《静女》写的是一对青年男女的一次令人心跳的约会，表现
了男青年对女友的一往情深。

四、课堂小结

今天这节课，我们认识了《诗经》中的三篇“风”，掌握了
四言诗的诵读节

奏，粗通了课文的内容，那么课文的具体内容该怎样理解呢？
我们下节课共同探讨。

第二课时

教学要点

1、《氓》的情节。

2、《氓》的艺术表达手法。

3、《氓》的女主人公形象。

4、《氓》中运用的对比方法。

教学步骤 

一、学生集体朗读课文。



二、指名学生概括课文的内容提要。

三、整体把握课文。

1、要求学生朗读课文，梳理课文的行文思路。

学生以四人为一小组讨论后，明确：《氓》全文共六章，是按
“恋爱——婚变——决绝”这样的思路叙述的。

板书：恋爱（一、二章）

婚变（三、四、五章）

决绝（六章）

2、作者运用第一人称顺着婚恋三部曲的顺序来写，采用的是
什么样的写作方

法？

明确：回忆和对比。

四、重、难点解决过程

1、学习“恋爱”部分

（1）指名学生朗读。

（2）教师提问：在第一节中，诗作的叙事节奏颇似电影蒙太
奇手法，选取了三个视觉效果极强的场面来表现。请用简炼
的语言概括出这三个场景。

明确：初次相逢    定情相送   约期相别

明确：男青年急躁、任性，姑娘则温柔、体贴。



“乘彼  垣”等六句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热恋中的少女的心
理及表现。

“复关”大概是男青年的居住地。姑娘一会“泣涕涟涟”一
会儿“载笑载言”，足见对男青年的思念及深情。恋爱中的
姑娘是那样的天真、活泼、热烈。

（4）提问：“尔卜尔筮”等四句表明恋爱终于有了结果。这
是一段怎样的姻缘？

明确：神灵显示，这是一段天赐良缘。“以我贿迁”，娘家
以丰厚的嫁妆祝佑着女儿的幸福。姑娘带着对幸福生活的憧
憬嫁给了男青年。至此，一个完整的叙事段落结束。

（5）让学生思考下面两个问题：

·这一段的感情基调如何

明确：·（板书）感情基调：热情、幸福

·不是。从她的回忆看，二人恋爱自由，婚姻自主。

（6）要求学生朗读一、二节。

2、学习婚变这一部分。

（1）小组朗读这一部分。

（2）提问：这一部分运用了什么样的表达手法？

明确：议论、抒情。

明确：比兴的艺术手法。

（4）提问：比兴的艺术手法我们在初中就学过，请同学们回



忆一直，举一两例并说说比兴手法的特点。

学生讨论，教师明确：第三章以传统的比兴的开头，先以葱
茏的茂盛的桑树写照自己的青春，继而又以诱人的桑葚比喻
令人沉醉的爱情，把恋爱中的少女比作贪食而快乐的小鸟，
谆谆告诫之：不能沉溺于爱情。否则，结局悲惨，悔之晚矣。

第四章紧承上节的“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开头就
是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以树木的枯萎凋零比拟流年
带下走了的青春，曾经光彩照人的少女在岁月中蹉跎了美丽
的容颜。再加上婚后长期过着贫困的生活，被弃的命运此时
却降临到了她的头上。

三、四章用起兴的诗句，以自然现象来对照女主人公的恋爱
生活的变化，由起兴的诗句引出表达感情生活的诗句，激发
读者的联想，增强意蕴，产生形象鲜明，诗意盎然的艺术效
果。

（6）提问：第三章在行文上有什么什么作用？

明确：由前两章的叙事转入这一节的抒情和议论，在读者心
理上造成了明显的停顿和隔离。暗示着女主人公悲惨命运已
经开始。

明确：（板书）悔恨、沉痛、但是不哀伤。

（8）齐读这一部分。

3、研习“决绝”部分。

（1）指名学生朗读。

明确：“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3）这反映出她什么样的性格特点？



明确：（板书）清醒、刚烈。

（4）提问：同学们可议一议，想一想，这一章用的是什么样
的写法明确：对比 （板书）

（5）提问：把什么同什么作了对比？

明确：将昔日的“信誓旦旦”与今日的结局作对比。

（6）关于运用对比的手法，在文中的其他章节还有多处，请
同学们找一找，试举几例。

明确：·氓婚前与婚后的态度形成对比。

·女主人公与氓对婚姻的态度形成对比。

·女主人公婚前婚后的性格形成对比。

·女主人公婚前婚后的思想感情形成对比。

（7）齐读第六章。

4、提问：从文中，我们可看出女主人公什么样的形象特点？

明确：（板书）勤劳、温柔、坚强。

明确：直接陈述。

教师补充：也就是用了“赋”的表现手法。关于“赋”的手
法的运用，我们在初中就学过。如《木兰诗》中的“东市买
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
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

6、提问：你如何看待女主人公的婚姻悲剧？你认为“氓”是
个什么样的人？



明确；女主人公的悲剧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普遍性，这是由
社会特点决定的。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在经济上，政治上都
处于附属地位，她们的生活天地都很狭小，生活的幸福与否
都维系在丈夫身上，，如果遇上一个对感情、对家庭不负责
任的丈夫，那她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

男主人公“氓”可以说是男权社会时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在求婚时，他对女主人公的感情是真挚的，但是随着时间的
流逝，女主人公容颜的渐衰，他的爱情也随风而去，全然不
念往日恩爱，无情的遗弃了妻子，是一个对家庭不负责任的、
始乱终弃的人。

六、小结：

全诗大致按事实发展的过程叙述这一悲剧的始末。第三章为
全诗的转折，诗中肯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运用比兴的艺
术手法及对比的手法，将抒情、叙事、议论熔一炉而增加了
叙事的感染力和抒情的深度。全诗韵律和谐，塑造了一个勤
劳、温柔、坚强的妇女形象。她的遭遇值得我们同情，她的
人格值得我们尊敬，而男青年的作法则应遭到我们的唾弃。

七、作业 

1、课后练习一、二。

2、背诵《无衣》《静女》。

诗经三首教案篇二

《卫风 氓》

教学目标 

1、学习《诗经》的有关常识。



2、了解《诗经》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

3、《氓》的情节和主题。 

重点难点

1、能够准确地诵读本诗，并注意诗歌的节奏和韵律。

2、通过阅读注释来自己翻译课文。

3、《氓》是一首叙事诗，理清诗歌的叙事情节是个重点。

教学过程 

一、简介《诗经》

《诗经》是我国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反映了公元前11世
纪西周初年至公元前6世纪春秋中期的500年间的古代社会生
活。原本只称《诗》，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儒家奉有“四
书”“五经”，“四书”指《大学》《中庸》《论语》《孟
子》；“五经”指《诗》《书》《礼》《易》《乐》《春
秋》）成书于公元前6世纪的春秋时期，共305篇，所以又
称“诗三百”。

《诗经》按其表现内容可分为“风”“雅”“颂”三部分。

“风”又称15国风，大都是民间的歌谣，它和屈原的《离骚》
后人经常把它们并称为“风骚”，本用来指两大文学流派，
后人多用来指文人如“迁客骚人”。但是再后来的许多文学
作品中出现的“风骚”其意却大相径庭，如“惜秦皇汉武，
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身量苗条，体格风
骚”“卖弄风骚”等。

“雅”分大雅和小雅，是宫廷乐曲歌词。它是一种正统音乐。



“颂”分周颂、鲁颂、商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

《诗经》表现手法来分可分为赋、比、兴三类。

赋，指铺陈排比，使诗歌显得整齐匀称，有气势。

比，即比喻，是《诗经》开创的修辞方法。

兴，即由此物引起他物。如《信天游》中的“羊群要有领头
的羊，共产党是我们的领路人。”兴也是《诗经》首创的修
辞形式。

二、简介《氓》

《卫风 氓》是一首叙事诗。作者顺着“恋爱—婚变—决
绝”的情节叙事，通过写女主人公被遗弃的遭遇，塑造了一
个勤劳、温柔、坚强的妇女形象，表现了古代妇女追求自由
婚姻和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

《氓》在回忆中运用了对比的手法。前后恋爱、生活的对比，
思想感情的对比，表现了女主人公的性格特点和性格变化。
比兴手法的运用，激发了读者的联想，增强了意蕴，产生了
形象鲜明、诗意盎然的艺术效果。

三、诵读诗歌，然后根据课后的注释来翻译课文。

诵读时要注意，《诗经》是典型的四言诗，它的节奏韵律非
常明显，如“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
谋”。

注意一些重点字词的注音和解释。

四、情节和主题

《氓》是一首叙事诗。叙事诗有故事情节，在叙事中有抒情，



议论。作者用第一人称“我来”叙事，采用回忆追述和对比
手法，请一位同学说说故事情节。

全诗分六章，第章十句（十个分句，可分成五个复句）。

第一、二章追述恋爱生活。女主人公“送子涉淇”，又劝
氓“无怒”；“既见复关，载笑载言”，是一个热情、温柔
的姑娘。

第三五章追述婚后生活。第三章，以兴起，总述自己得出的
生活经验：“于嗟女兮，无与士耽！”第四章，以兴起，概说
“三岁食贫”，“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第六章表示“躬自悼矣”后的感受和决心：“反是不思，亦
已焉哉！”

作者顺着“恋爱—婚变—决绝”的情节线索叙事。作者通过
写女主人公被遗弃的遭遇，塑造了一个勤劳、温柔、坚强的
妇女形象，表现了古代妇女追求自主婚姻和幸福生活的强烈
愿望。下面是全诗叙事结构和感情基调：

[板书]

氓

载笑载言            士贰其行

至于暴矣

诵读全诗，要安排好抑扬顿挫的语气语调，反映情节发展的
节奏，表现女主人公感情的基调。

五、鉴赏要点

1、回忆和对比



《氓》是女主人公在回忆中叙事、抒情的。在回忆中运用对
比的手法。女主人公自身婚前婚后形成对比。婚前，“总角
之宴，言笑晏晏”，“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
笑载言”，“我”纯真、热情。婚后，“夙兴夜寐，靡有朝
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辛苦而又蒙受耻辱。更突
出的思想上起了深刻的变化：“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女
之耽兮，不可说也”。前后恋爱、生活的对比，思想感情的
对比，表现了女主人公的性格特点和性格变化。氓，婚前婚
后也形成了对比。婚前，“氓之蚩蚩”，婚后，“女也不爽，
士贰其行”，“言既遂矣，至于暴矣”，他“二三其德”，
甚至凶暴起来。在恋爱、生活的对比中，女主人公还认识到
了有恋爱婚姻生活中男女是不平等的，从痛苦的经历中等到
了教训：“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尤可说也，女之
耽兮，不可说也。”她悔恨多于哀伤，决绝而不留恋：“反
是不思，亦已焉哉！”表现出她清醒、刚烈的性格特点。

2、《诗经》开创比、兴手法

《氓》中第三四章用了兴的手法。

第三章，前四句“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
葚。”又桑叶鲜嫩，不要贪吃桑葚。这与后面六句劝说“于
嗟女兮，无与士耽”形成对照，诗意是相连的。

第四章，前四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叶由嫩绿变为枯
黄，这与士“信誓旦旦”变为“士贰其行”相对照，含有隐
喻。

第三四章起兴的诗句，用自然现象来对照女主人公恋爱生活
的变化，由起兴的诗句引出表达感情生活的诗句，激发读者
联想，增强意蕴，产生形象鲜明、诗意盎然的艺术效果。有
人认为，用桑叶嫩绿而枯黄来比喻恋爱生活由幸福而至痛苦，
这种兴兼有比的特点，更富有艺术魅力。



六、背诵本诗

七、课后思考

请把本文和读本上的两首诗作简要的比较。

《秦风·无衣》

教学目标 

这是一首秦国的军中歌谣，体会诗歌如何表现士兵的爱国精
神。

重点难点

“同袍”“同泽”“同裳”“同仇”“偕作”“偕行”的递
进层次，理解它有利于背诵。

教学过程 

一、诵读诗歌，提醒学生注意诗歌中的重复字词。

头脑里要想象着这是一首行军的战歌。

二、重点解释这些重复字词。

（字词的重复是诗经的一大特色，了解这一特色对背诵有利，
请同学尝试背诵这首诗。）

三、[诗歌鉴赏]

《无衣》是秦国人民抗击西戎入侵的军中战歌。

全诗共三章，章下章句对应；诗句大同小异，在重章复唱中
诗意递进。一边歌唱，一边行军，一往无前。



第一章，统一思想。

当时军情紧急，一时难以备全征求。“无衣”这是实写。也
可以理解为夸张的写法，为国征战，不计衣物不全的困
难，“与子同袍”，与战友共用一件战袍。“王于兴师”，
大家就急忙修理好戈矛。为什么大家能够克服困难、团结备
战呢？“与子同仇”，大家认识到，仇敌是共同的必须一起
抗击共同的敌人。

第二章，统一行动。

“与子同泽”“修我矛戟”。大家一起行动起来，“与子偕
作”，投身到征战中。

第三章，一起上战场。

“与子同偕”，激昂高歌，团结对敌，奔赴战场。

这首战歌，每章第一二句，分别与“同袍”“同泽”“同
裳”，表现战士们克服困难、团结互助的情景。每章第三四
句，写“同仇”“偕作”，表现战士们爱国的情感与大无畏
的精神。这是一首赋体诗 ，用“赋”的表现手法，在铺陈
复唱中直接表现战士们共同对敌奔赴战场的高昂情绪，一层
更进一层地提示战士们崇高的内心世界。

《无衣》表现了奴隶社会时期人民保家卫国、团结对敌、英
勇献身的思想感情，真实感人，慷慨雄壮，确是一首充满民
族精神而又富有艺术魅烽的古代军歌。

诵读这首诗，要注意全诗慷慨雄壮的基调。

四、默写本诗

《静女》



教学目标 

1、注意诗歌的写景和心理描写以及两者间的联系。

2、引导学生领悟采用第一人称“我”的抒情特点。

重点难点

诗歌细节描写的艺术效果。

教学过程 

一、解题

选自《诗经邶风》，静，文静，美丽。这是一首爱情诗，他
们约定在城楼地方幽会 ，男的等了好许，女的才来。本篇
作者或许是男的本人；或者是当时的人民大众的集体创作。

这是东周时期产生于邶地（今河南汤阴县境）的民歌。诗的
内容是写一对青年男女幽会的情景，全诗以男子的口吻写出，
生动地描绘了他约会的过程。先写男子去赴约，后写女子向
男子赠送物品来表达爱情，整篇诗充满着愉快而幽默的情趣。

首章“静女其姝，俟我地城隅”，两句是说，一位文的姑娘
多么美，相约等我城角去相会。开头用“静女其姝”写那女
子，表示了男子对女子的赞美，同时也流露了一种十分倾慕
的感情。边同下面“俟我于城隅”一句，就生动地写出了那
个男子在赴约会时的那种欢欣、愉快、幸福，迟到于不无得
意的心情。但紧接下面却突然一转，写男子依约而至，到了
会面地点，却不见那女子，“爱而不见”。这句是写那女子
见男子来了，却故意找个地方把自己隐藏起来了。原来这是
一个天真活泼的调皮的姑娘。这样一来，可真急坏了那个满
怀欣喜而兴冲冲赶来相会的小伙子  ，他想是因为遇到什
么意外的事情而不来的呢，还是阴睛不定少女心对自己变了



心而故意失约不来的呢？于是非常着急不安，禁不往“搔首
踟蹰”起来。这里是说，急得那个男子抓耳挠腮，转来转去，
不知所措。“搔首踟蹰”，可以说十分穷形尽相地写出了当
时那个男子焦灼万状的情态。同时，也借以写出了那个男子
对所爱女子的深情和迷恋的程度。

下面第二章，则开始写他们会面后的情景。“静女其娈，贻
我彤管”。“娈”美好的样子，“彤管”，红色管状的小草。
旧注，解作红色的笔，或红色管乐器。我们下文“自牧归
荑”句看，这个女子乃是普通的牧羊女，因此有人揣测，所
谓彤管，不会是笔或乐器之类，可能与“荑”一样，是种小
草之类。诗总是浓缩的，跳跃的。诗中写当那位调皮的姑娘，
看到把践约而来的所爱，急成那个样子，终于露面了，并郑
重地把一支小草作为礼物送到男子面前。“彤管有炜，说怿
女美”，这是男子接过小草后的心理活动，也是一句风趣的
答辞。“说”通“悦”。“女”通“汝”。“说泽女美”这
句话，语带双关，既指女子所赠的草，又指赠草的人。这里
写子子把一支小草作为馈赠。小草并不是什么贵重的礼物，
送草给对方这固然是了传情，而我们从这位调皮的姑娘看，
大约也正如“爱而不见”一样，有试他逗他的意思，也就是
看看会引起对方什么反应。而男子接过小草以后，就说，这
支小草光彩美丽极了，喜爱得不得了。这里写这个男子早已
摸准了姑娘的心思，通过凑趣来表示自己的深情。他表面上
在夸小草，实际在夸送他礼物的人。

接着下面第三章。“自牧归荑，洵美且异”，是说女子是把
从牧场带回来的一支荑草赠给一男子，所赠给他的这支荑草，
实在美得出奇。其夸赞的语气比“彤管有炜”更进了一
步。“匪女之所美，美人之贻”，这两句是说，并不是这支
草本身有什么美，而是因为它是美人送的，所以，也就觉得
它愈加美丽了。

二、鉴赏要点：



这首小诗，把民间男女相约的那种天真、活泼、互相逗趣的
一番情景，描摹得如此逼真和生动。诗中写一对恋人相会，
先是这位调皮的姑娘故意逗他，躲起来不露面，害得小伙子
心急如焚，抓耳挠腮；再又郑重地赠给对方小草，试控其对
自己的情意。而这小伙子也知趣、凑趣，说是“彤管有炜，
说怿女美”，“洵美且异。……美人之贻”，用双关的话语，
来表达自己的深情，显示了自己的一片爱人及物的诚挚、痴
迷之心。诗很短，仅有三章十二句，但它却生动地写出了一
对情人幽会时的有趣场面，写出了人物的心理和感情，在一
定程度上还刻画出人物性格，即生动地表现了一个天真活泼
聪明慧美的少女和一个憨厚痴情的男子的形象。总之，这首
恋歌，不仅思想内容是健康的，艺术上也是成功的，其语言
的简炼、构思的灵巧，人物心理和形象刻画的生动，心脏生
活气息的浓烈，都不能不使我们两千年以后的读者感到惊异。

三、背诵和默写《静女》

诗经三首教案篇三

教学设想

经过近三年的学习，学生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欣赏古代诗歌的
初步能力，也养成了学习古代诗歌的一些习惯。这三首诗歌
内容不同，风格相近，难度都不太大，学生基本能够读懂，
只是每首诗歌都有一些值得品味鉴赏的地方。在教学时，可
以引导学生反复朗读这三首诗歌，感知诗歌大意，然后采用
提问、质疑、共同讨论等方法，分析关键语句，理解诗歌意
境，进而把握全诗的主旨。注意朗读背诵，积累其中的名言
警句。

课时安排

2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和步骤

一、创设情境，导入  新课

二、整体阅读，初步感知诗歌内容

1.教师范读后，正音。

要求注意以下字词的读音：雎 鸠 窈窕 参差 伊人 鸡栖于桀

2.学生结合注释疏通诗歌的基本意思。

注意，诗歌重在体会，对于字词意义不必落实到每一个字词
上，可以通其大意而不求甚解。但重点字词、关键字词要落
实好。

三、探究理解

1.学生自由朗读这三首诗，然后说说：这三首诗所要表达的
主题是什么?

2.思考讨论以下问题：

3.学生自由朗读这三首诗，进一步体会诗歌的内容和感情。

三、布置作业 

第二课时

教学内容和步骤

一、             选取后两首诗歌中的任意
一首，仿照课后练习三的形式，将它改写为现代诗歌，或者



一个散文片段，意境要优美，描写要生动，字数不限。注意
肯定学生作品中的优点，指出其中不足，引导学生进一步体
会诗歌内容。

二、指导学生朗读并背诵这三首诗

1.指导学生朗读这三首诗。

(1)《关雎》朗读指导：

首章是全诗的序，为下文描写君子追求淑女作铺垫，朗读时
相对平静；第二章写出君子时刻都在思念姑娘，因此语句中
流露出一种向往的味道；而第三章写了君子的相思之苦，要
读出男子痛苦相思的情状；第四章和第五章意思相近，都是
运用了反复的手法，刻画出君子得到淑女的快乐与幸福之情，
其中有一种兴奋和轻快的语调。

(2)《蒹葭》朗读指导：

就整首诗而言，几个章节结构相同，只是其中换了几个词语
而已，增强了诗歌的韵味。就每章而言，前四句都是描写了
一种凄清而苍凉的景色，这种景色衬托出人物心中的空虚。
惆怅之情；而后四句写出诗人对“伊人”的上下寻求，却又
寻而不见，这当中既有诗人的怅惘之情，又有诗人对伊人的
深切思念。在朗读时要注意其中的感情变化，读出其中之味。
(3)《君子于役》朗读指导：

这首诗较为简单，共两章，用的是直接陈述的写法，因此在
朗读上，起伏也不是太大。只是要注意，第一章主要表现妇
人对丈夫的思念盼望之情，第二章表现妇人对丈夫的关心之
情，同时，贯穿其中的是一种妇人的淡淡的怨情。

2.指导学生背诵这三首诗。



三、迁移

请阅读下面这首诗，并完成文后的题目：

采薇

四、课文学习小结

五、布置作业 

附：关于《蒹葭》和《君子于役》的翻译。

蒹葭

河边芦苇青苍苍，白露已经结成霜，心中怀念这个人，就在
河岸那一方。逆着流水去找她，道路险阻又太长。顺着流水
去找她，仿佛在那水中央。

河边芦苇密又繁，清晨露水未曾干，心中怀念这个人，就在
河岸那一边。逆着流水去找她，道路险阻攀登难。顺着流水
去找她，仿佛在那水中滩。

河边芦苇密稠稠，早晨露水未全收，心中怀念这个人，就在
河岸那一头。逆着流水去找她，道路险阻曲难求。顺着流水
去找她，仿佛在那水中洲。

君子于役

丈夫服役在远方，不知哪天役满期。不知何时回家乡?鸡儿纷
纷回窝来，西天暮霭遮夕阳，牛羊下坡进栏忙。丈夫服役在
远方，叫我怎不把他想!

丈夫服役在远方，没日没月别离长。几时团圆聚一堂?鸡儿纷
纷上木桩，西天暮霭遮夕阳，牛羊纷纷下山冈。丈夫服役在
远方，曾否忍饥饿肚肠!



(《初中语文第六册教案》人教社 延边教育出版社)

诗经三首教案篇四

游人：孤影作舟伴游人，涟漪舟下泛碧波。碧水似玉仿明镜，
岸春柳绿梦相思。

秋知：瑟瑟秋意泛影黄，岸江昔昔映谁心。遥遥千里会意境，
谁知明月懂我心。

残夏：残阳西夏映溪桥，潺潺溪水相相连。潇潇笛声遥千里，
花断人心君已醉。

福和中学初二：塔蒂拉斐迩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诗经三首教案篇五

教学目的：

1.朗读背诵古诗。



2.理解古诗的内容和写作特点。

3.体会古诗的意境。

重点难点

1.重点：（1）朗读背诵 古诗。（2）理解古诗的内容和写
作特点。

2.难点：体会古诗的意境。

教学时数：1课时

教学过程 ：

一、预习

1、查字典，读准下面加点的读音。

雄鸠（ju1 jiu1）窈窕（yao3 tiao2）好逑（hao4 qiu2）荇（xing4）
寤寐（wu4 mei4））芼（mao4）蒹葭（jian1 jia1）溯洄
（su4 hui2）晞(xi1) 湄（mei2）跌叩）抵（chi）滨（st）址（zht）

埘（shi2）佸（huo2）桀（jie2）

2.查字典，对照课文注释翻译这三首诗。

二、导入  

1.《诗经》简介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本来只称《诗》后来
儒家奉为经典，改称《诗经》。收录了自西周初年到春秋中
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305首，包括风、雅、颂三部分。“风”，



大部分是民间歌谣，小部分是贵族作品；“雅”，大都是贵
族作品，只有小部分是民间歌谣；“颂”，都是贵族作品。
《诗经》的精华是民歌部分，它鲜明地表现人民的爱憎及他
们的反抗斗争，真实反映当时社会的面貌，为我国古典诗歌
奠定了现实主义基础。

2.关于三篇作品解题

《关雎》描写男恋女之情。大意是：河边一个采荇菜的姑娘
引起一个男子的思慕。那“左右采之”的窈窕形象使他寤寐
不忘，而“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便成为他寤寐求其实现
的愿望。〈蒹葭〉也是一首情诗。诗中所写的是：一个秋天
的早晨，芦苇上露水还不曾于，诗人来寻所谓“伊人”。伊
人所在的地方有流水环绕，好像藏身洲岛之上，可望而不可
即。（君子于役）写丈夫久役，妻在家怀念之情。每当家禽
和牛羊归来的黄昏时候便是她想念最切的时候。

三、正课 

1.朗读〈关雎〉注意正音。

2.赏析

雎鸠关关相对唱，双栖河里小岛上。

纯洁美丽好姑娘，真是我的好对象。

长长短短鲜荇菜，左手右手顺手采。

纯洁美丽好姑娘，醒着相思梦里爱。

追求姑娘难实现，醒来梦里意常牵。

一片深情悠悠长，翻来覆去难成眠。



长长短短荇菜鲜，左手采来右手拣。

纯洁美丽好姑娘，弹琴奏瑟表爱怜。

长长短短鲜荇菜，左手右手拣拣开。

纯洁美丽好姑娘，敲钟打鼓娶过来。

这是〈诗经〉的第一篇，居“三百篇”之首，因此向来倍受
重视。这是一首贵族青年的恋歌。所谓“君子”是对当时贵
族男子的称呼。这位君子爱上了一位采荇菜的女子，却
又“求之不得”，只能将恋爱与结婚的愿望寄托在想象中。
（诗经）最重要的艺术手法是赋/、兴。所谓“赋”，是铺陈
其事；所谓“比”，是譬喻和比拟；所谓“兴”，是“先言
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朱熹（诗集传）），它是一首诗
或一章诗的发端。如本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它原是
诗人借眼前景物发端的话，但水鸟和鸣，也可以喻男女求偶，
和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意义上发生关联。但兴有时
与下文意义上无关，有时有情调上的联系，有时只是从韵脚
上引出下文。本文的起兴之妙正在于诗人情趣与自然景物浑
然一体的契合，也即一直为人们所乐道的情景交融的艺术境
界。

3.朗读〈蒹葭〉注意正音。

4.赏析

河边芦荻青苍苍，秋深白露凝成霜。

意中人几何处寻，就在河水那一旁。

迎着流水去找她，道路坎坷险又长。

顺着流水去找她，仿佛人在水中央。



河边芦荻湿漫漫，白露滴滴叶未干。 

意中人儿何处寻，就在河岸那一端。

逆着流水去找她，道路险阻攀登难。

顺着流水去找她，仿佛人在水中滩。

河边芦获密稠稠，清晨露水未全收。

意中人儿何处寻，就在河岸那一头。

逆着流水去找她，道路弯弯险难求。

顺着流水去找她，仿佛在人水中洲。

这是一首抒写思慕、追求意中人而不得的诗。一个深秋的早
晨，河边芦苇上的露水还没有干。诗人在这时候、这地方寻
找那心中难向人说的“伊人”。伊水仿佛在流水环绕的洲岛
上，他上下左右求索，终于是可望而不可得。细玩诗味，好
像是情诗，而意境飘逸，神韵悠长。全诗不着一个思字、愁
字，读者却可以体会到诗人那种深深的企慕和求而不得的惆
怅。

5.朗读（君子于役＊注意正音。

6.赏析

夫君服役去远方，没年没月。c忧伤。不知何时回家乡？鸡儿
纷纷奔回窝，西天暮霭遮夕阳，牛羊下坡进栏忙。夫君服役
去远方，叫我怎能不苦想。夫君服役去远方，没日没月别离
长。何日团圆聚一堂？鸡儿纷纷上木桩。西天暮霭遮夕阳，
牛羊下坡聚拢忙。夫君服役去远方，也许不至饿肚肠。这是
一位妇女思念她久役于外的丈夫的诗。落日衔山，暮色苍茫，



鸡栖敛翼，牛羊归舍。面对此时此景，久别夫君的闺中少妇，
心头涌起一阵阵难以抑制的。调怅。她想念丈夫，该不会受
饥挨饿吧？暮色越来越浓，思绪越来越长。每天这一段黄昏
时光，她感到实在太难挨了。清人评论这首诗说：“写乡村
晚景，睹物怀人如画。”睹物是写景，怀人是写情，此时达
到了情景交融的凄凉境界，能使人感到“如画”。

四、小结

《诗经》从各个方面表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对周人的建国
经过，周初的经济制度和生产情况，某些重大的政治历史事
件，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反映，对于人民所遭受的痛苦、西周
后期以迄春秋的政治混乱局面。统治者的残暴和丑恶行为，
尤有深刻的揭露。句式以四言为主。根据不同内容的需要，
分别采用赋广、兴的艺术手法。语言朴素优美，句式回环往
复，韵律和谐。写景抒情都富于艺术感染力，对后代文学有
很深远的影响。

五、作业 

1.完成课后练习一、二、三题。

2.选用课时作业 优化设计。

课时作业 优化设计 

一、填空题。

1.（诗经）是我国古代一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有__    
篇，包括__、__、__三部分。

2.（诗经）的句式以一言为主。根据不同内容的需要，分别
采用    、    、的艺术手法。



3.（君子于役）中对繁重劳役表示怨恨的句子
是_             _     __；触发思夫
之情的景象
是_                       _；
对丈夫祝愿的话语
是_                   _。

二、断句。

1.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采用的是“兴”的手法。
（   ）

2.《蒹葭》“所谓”伊人，指 的是“君子。（   ）

3.《蒹葭》全诗不着一个思字、愁字，读者却可以体会到诗
人那种深深的企慕和求而不得的惆怅。（     ）4.
（关限是（诗经）的第一抬，居“三百篇”之首。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