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教学
设计十分钟(通用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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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
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教学设计十分钟篇一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背诵诗歌。

2、联系内容理解诗句的意思，体会情景交融的写法。

3、通过诵读这首诗，体会诗人对朋友的同情和关切之情。

教学重难点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背诵诗歌。（重点）

2、联系内容理解诗句的意思，体会情景交融的写法。体会诗
人对朋友的同情和关切之情。

二、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同学们，在我们的文学长河
中，有一颗璀璨的星星，那就是唐诗。有成就的诗人更是数
不胜数，在盛唐诗坛上，王昌龄也是璀璨的群星之一，以写
边塞题材著称，特别擅长七绝。天宝初年，李白在长安供奉
翰林时，与他便有密切的交往。王昌龄一生遭遇坎坷，他的
性格与李白的傲岸不羁有着相似之处。王昌龄贬龙标尉的时
间不可确考，有人推测大约在天宝七八年间。李白从天宝三
年离京漫游，此时正在扬州，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便题诗



抒怀，遥寄给远方的友人。

（二）、作者介绍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代伟大的
浪漫主义诗人，在我国历史上，被称为诗仙。其诗风豪放飘
逸，想象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他善于从民
歌、神话中汲取营养素材，构成其特有的瑰丽绚烂的色彩，
是屈原以来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新高峰，与杜甫并称“李
杜”，是华夏史上最伟大的诗人。

（三）、学习诗歌

1、教师范读，领读诗歌

2、请学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朗读古诗。

3、学生自读体会。

4、交流

（1）指名读课文，要求读正确，读通顺。

（3）“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这一名句运
用了什么修辞方法？这样写有什么好处？请简要分析。

（4）从这首诗中你体会到了诗人怎样的感情？（诗人与老朋
友之间真挚的友情。）

（5）你从哪里体会到的？

（四）、诗歌赏析

1、诗中融情人景，含有飘零之感、离别之恨的句子是：杨花
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写“杨花”且“落尽”是先
点时令，这样的“暮春”在古诗中是一个花与泪同落的季候，
这就奠定了全诗伤感的基调。“杨花”漂泊无定，暗写王昌



龄被贬荒僻之地给人的飘零流落之感；“子规”即杜鹃，在
我国古典诗词中，它总悲哀凄惨地啼叫着。因此，可以说，
诗中开头一句的写景，不着悲痛之语，而悲痛之意自现。

2、这首诗很能打动人心，得益于表现手法和修辞手法的恰当
运用，选择一个角度，联系诗歌内容略作分析。运用了拟人
的表现（修辞）手法，分析：“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
夜郎西。”作者在这里把明月和轻风人格化了，把未来无知
无情的明月，变成了一个了解自己、富有同情心的知心人。
什么叫把客观事物人格化？就是把自己的情感赋予客观事物，
让它同样具有情感。通过把明月人格化，让明月成为自己的
替身，伴随着不幸的友人到偏远荒凉的所在。同时，还不仅
表现出诗人和朋友的心灵都如明月般纯洁光明，而且也富有
只要明月还在，两人的友谊就会像皓月一样长存之意。

3、“直到”的“直”表达了作者怎样的心情？参考答案：表
现了作者盼望自己的心意早日到达朋友身边的焦急的心情。
明月虽可寄托，长风虽然迅疾，但这份情意送到朋友身边毕
竟需要时间，作者希望长风一路快跑，不作片刻的停留，以
早一点把自己对友人的牵挂与安慰之情送到朋友身边。“杨
花落尽子规啼”写了哪些事物？有什么作用？含有作者怎样
的感情？作用：

（1）点明时令：点明时令，暮春时节。

（2）渲染气氛：黯淡，凄楚的气氛。杨花：漂泊不定，如友
人的身世。子规啼鸣：离愁别恨，与友人分离的痛苦。

（3）烘托心情：痛苦，痛惜，悲痛。这句话中，含有对友人
遭遇的同情，对友人离别的痛苦——景中含情，融情入景。

三、尝试背诵。

四、相同题材诗歌交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别董



大》等。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教学设计十分钟篇二

1、教会学生诵读，让学生在吟咏之中加深理解，熟读成诵。

2、引导学生从形象入手，体会诗的意境，领会诗所表达的深
刻的思想感情。

3、帮助学生了解有关诗歌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作者的生平、
思想。

重点：熟读、背诵

难点：理解诗句蕴含的情理

（一）标题解说

你从此诗的标题中知道了哪些信息？

龙标：今湖南黔阳，唐时甚僻。诗中指王昌龄，古人常用官
职或任官之地的州县名来称呼一个人。

左迁：古尊右卑左，即贬官。

这首诗是作者为好友王昌龄贬官而作的抒发感愤、寄以慰藉
的好诗。

（二）资料助读

1、作者简介：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代著名诗人。青年时曾漫游
全国各地，后应诏入京，三年后离开，长期游历，安史之乱
时，因参加王璘幕府，被流放夜郎，中途遇赦，晚年漂泊。



李白思想教复杂，总有报国之志，但一生遭遇坎坷曲折。他
是继屈原之后的最伟大浪漫主义诗人。本诗是李白听到王昌
龄遭贬远调时写给他的，表达了对他的同情。

2、写作背景：

王昌龄是盛唐诗坛上一位以写边塞题材为主的著名诗人。他
特别擅长写七绝。天宝初年，李白在长安供奉翰林时，与他
便有密切的交往。王昌龄一生遭遇坎坷，他的性格与李白的
傲岸不羁有着相似之处。据说李白从天宝三年离京漫游，到
扬州时，听到王昌龄被贬龙标尉这个不幸的消息，便题诗抒
怀，遥寄给远方友人。

（三）整体感知

1、听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并用“/”划分诗句的节奏。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唐]李白

杨花/落尽/子规/啼，

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

随君/直到/夜郎/西！

2、学生齐读，体会文中蕴含的作者感情。

（四）合作学习：

1、你从哪些诗句可看出龙标这被贬之地极偏远？



2、诗中哪一个字真实集中体现了作者的感情？

3、诗人为什么要将愁心寄与明月呢？

4、本诗借月抒发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感情？

教师根据学生的交流发言再简单讲解诗意。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首句写景兼点时令：
景物描写独取漂泊不定的杨花，泣血悲啼之鸟子规，渲染一
种哀愁气氛，融情于景，既有漂泊之感，又有离别之
恨。“杨花落尽”正是春天季节，诗人没有选取明媚春光，
而是用杨花描写此时景物，可见独具匠心。“过五溪”可见
迁谪之荒凉，道路之遥远、艰难，诗人虽无悲痛之语，悲痛
之意自见。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此句为抒情：抒发了
对好友的不幸遭遇担心与关怀之情。人隔两地，难以相从，
而月照中天，千里可共，所以要将自己的愁心寄予明月，随
好友到龙标。诗人驰骋丰富的想象，用本来无知无情的明月
作信史，代转自己的一片情意。如此寄愁心与明月常相随，
不仅表现牵挂友人命运之心无时不在，而且有此情此心明月
可以做证的意味，感情真挚，脍炙人口。

（五）名句欣赏：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这一句运用了什么
修辞手法？这样写有什么好处？简要赏析。

拟人，明月有了人性，能将“愁心”带给远方的朋友，诗句
生动形象的表达了诗人的忧愁和无奈，以及对友人的同情和
关切之情。

（六）作业布置：



背诵默写本诗，并搜集整理与月有关的诗句。

（七）板书设计：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李白——唐代诗人

我————月————君

（寄）（随）

愁心相伴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教学设计十分钟篇三

1．了解古代诗歌体裁的有关知识。

2．诗歌四首表达的思想感情。

3．准确朗读并默写。

4．品味语言，体味诗词意境。培养赏读诗歌的能力，增强古
诗文修养。

5．了解诗歌情景交融的特点，培养学生朗读古代诗歌的节奏
感。

朗读法，自主、合作、探究。

反复朗读中启发阅读兴趣，领会诗歌的意境美、语言美，受
到美的熏陶和感染。

诵读；引导学生领会诗歌的意境美，感受诗歌的语言美。



引导学生进入诗歌意境，运用再造想像感悟诗歌内容。

4课时

学生有一定数量的诗词积累，理解诗意比较容易。

朗读法、联想想象法、讨论点拨法

一、文学常识

古体诗和近体诗在唐代，人们把较少格律限制的诗叫古体诗
（格律：诗、词等关于字数、句数、对偶、平仄、押韵等方
面的格式和规则）；把唐朝时出现的讲究格律的诗称为近体诗
（古体诗和近体诗最初都是唐朝人的说法，古体诗因产生年
代早，相对于唐朝人已经是古代的诗体了；格律诗在唐朝时
是刚刚成熟的，相对于唐朝人来说是“新近”产生的，所以
唐朝人称它为“近体诗”。我们现代人不过是沿用了唐朝人
的说法，实际上“近体诗”离我们不但不近，反而已相当久
远了。）近体诗又分为两类：律诗和绝句。

二、读：语速，语调，节奏

三、文学常识：李白，字太白，自号清莲居士，唐代伟大的
浪漫主义诗人，世称“诗仙”。

四、释题，背景

2.背景：诗人王昌龄于天宝8年被贬偏远之地，当时李白正在
扬州，听说此事，便写下此诗，寄托对朋友的牵挂。

教学过程四、赏析：

1.为什么要把“愁心”寄与明月？

（1）明月是圆的，让人想起“团圆”这个概念，如果月圆人



不圆（全），就会引起望月人的情思。

（3）明月升起，远隔两地的亲友都能同时看到它，千里可共，
因而人们望月时容易想起远方的亲朋和故乡。

（4）明月给人的感受如冰似玉，晶莹润泽，它象征了亲情友
情的纯洁。其他任何事物都不同时具备以上特点，所以，再
也没有什么比一轮明月更能让人产生思乡，怀旧，念远之情。

3.李白是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你能从诗中哪个具体的
语句体现出这种浪漫的情怀？——后两句。诗人与友人虽然
远隔万里，山高水长，但却能借明月长风传达对友人的情意，
突破了现实时空的阻隔，具有浪漫主义的情怀。

4.主题：诗人通过对暮春时节特定景物的描写，表达了对友
人的深切同情和关切的思想感情。

5.写作特色：

（1）融情入景，景中见情，情景交融；

（2）客观事物人格化，抒情更强烈，更深沉。

5.诗人的形象：每一首诗中必定会有的那个人，就是诗人自
己。从这首诗中，你能看到一个怎样的李白？请展开合理的
想象和联想，模仿下面画句子再写一个句子。

读完这首诗，我仿佛看到，李白正独自站在窗前，抬头仰望
着遥远天边那一轮明月，他的心中牵挂着远方的友人，这个
月明之夜啊，他又将彻夜难眠。

板书设计写景叙事——抒情（关切、思念、安慰）

略。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教学设计十分钟篇四

又是一个漫漫长夜，却被那左迁的消息无情地击碎。李白，
你的心痛，我明白。落尽的杨花，啼叫的子规，倾诉着你对
王昌龄深深的同情之心与关切之意。飘零之感，离别之意，
在你的心中回荡。明月，在空中照着你，也照着他；你向着
他，也向着明月，诉说着你的愁心和思念。

月明几净，明月的倾听，回荡着凄凉，沉浸着忧伤。你的悲
痛，无人能解，只有明月明白。然而，诗仙终究是那个豪迈
的诗仙，尽管人隔两地，难以相随，而月照中天，千里可共，
诗仙的愁思，就寄予了明月，让它随风而去，月照五溪，一
路相随。你只是对他说了一句：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的心，月懂，所以月是你的知音；而你，终究是要回归本
我，成为那率性而为的诗仙。不是吗？“天生我材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才是原来的你，本真的你！这才是狂
傲的你，放荡不羁的你！

而你对好友王昌龄的情义，一如明月，洁净凄婉——让我们
看到了一个既有铁骨，亦有柔情的男子汉。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教学设计十分钟篇五

1.有节奏地朗读诗歌

2.通过自己的合理想像体会诗歌的深邃意境。

3.用口头语言描绘想像的画面，营造意境。

一课时

《迢迢牵牛星》



一.导入

二．文学常识介绍

1.古体诗，不受严格的格律限制

2.内容大多写士子失意彷徨的苦闷，夫妻间的'离愁别绪。

三.整体感知

1.初读课文

要求：读准字音，把握节奏

2.二读课文

要求：勾勒画面，复述情节

3.情节描述

要求：抓住人物、环境、事件、事件发生的原因

四.赏析诗歌

1.牛郎织女两个人物，主要写织女。

2.织女的活动（织而无丝）

3.为何无丝，又为何织？(思念亲人；排解内心苦闷)

4.对比《天上的街市》中天河“浅浅”“不甚宽广”，本
文“清”“浅”却“相去复几许”。

《天上的街市》解放牛郎织女为写对光明、自由、幸福的追
求与憧憬；



《迢迢牵牛星》写夫妻间的离恨与相思。

5.三读课文，对比《天上的街市》《迢迢牵牛星》的情感

6.课文如何更好体会情感（叠字，并标出）

7.重读叠字，四读课文。

五、拓展延伸

本文以织女为中心展开想像，请据此想像牛郎怎样思念妻子。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教学设计十分钟篇六

唐·李白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李白（701—762年），生日701年2月8日，汉族，字太白，号
青莲居士，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在我国历史上，被称
为诗仙。其诗风豪放飘逸，想象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音律
和谐多变。他善于从民歌、神话中汲取营养素材，构成其特
有的瑰丽绚烂的色彩，是屈原以来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新高
峰，与杜甫并称“李杜”，是华夏史上最伟大的诗人。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是为好友王昌龄贬官而作的
抒发感愤、寄以慰藉的好诗。在盛唐诗坛上，王昌龄也是璀
璨的群星之一，以写边塞题材著称，特别擅长七绝。天宝初
年，李白在长安供奉翰林时，与他便有密切的交往。王昌龄
一生遭遇坎坷，他的性格与李白的傲岸不羁有着相似之处。
王昌龄贬龙标尉的时间不可确考，有人推测大约在天宝七八
年间。李白从天宝三年离京漫游，此时正在扬州，听到这个



不幸的消息，便题诗抒怀，遥寄给远方的友人。

1、王昌龄：唐代诗人，天宝年间被贬为龙标县尉。左迁：贬
谪，降职。龙标：唐代县名，在今湖南黔阳县，唐时这里还
是非常荒远的地方。

2、左迁：古尊右卑左，左迁即贬官。

3、杨花：柳絮。子规：即杜鹃鸟，啼声哀婉凄切。

4、子规：即杜鹃鸟。

5、龙标：今湖南黔阳，唐时甚僻。诗中指王昌龄，古人常用
官职或任官之地的州县名来称呼一个人。

6、五溪：指沅溪、武溪、西溪、巫溪、辰溪五条溪水，在今
湖南西部和贵州东部。

参考答案：据上句中，“五溪”在今湖南省西部，可知，这里
“夜郎”即指湖南省沅陵的夜郎县。

4诗中没有单纯的写景，总是“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联系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的写作背景思考一下，李白
在诗的开头写景为什么选取“杨花”“子规”来写？参考答
案：写“杨花”且“落尽”是先点时令，这样的“暮春”在
古诗中是一个花与泪同落的季候，这就奠定了全诗伤感的基
调。“杨花”漂泊无定，暗写王昌龄被贬荒僻之地给人的飘
零流落之感；“子规”即杜鹃，在我国古典诗词中，它总悲
哀凄惨地啼叫着。因此，可以说，诗中开头一句的写景，不
着悲痛之语，而悲痛之意自现。

5．本诗的.作者是朝的大诗人。

参考答案：唐李白



6．“杨花”和“子规”历来被诗人借用寄托之感、之
意。“过五溪”点出了。

参考答案：漂泊离愁漂泊过的地点

7．这首诗中蕴含了作者情感。

参考答案：对暮春时节特定景物的描写，表达了对友人的深
切同情和关切的思想感情。

8．这首诗很能打动人心，得益于表现手法和修辞手法的恰当
运用，选择一个角度，联系诗歌内容略作分析。

就是把自己的情感赋予客观事物，让它同样具有情感。

通过把明月人格化，让明月成为自己的替身，伴随着不幸的
友人到偏远荒凉的所在。同时，还不仅表现出诗人和朋友的
心灵都如明月般纯洁光明，而且也富有只要明月还在，两人
的友谊就会像皓月一样长存之意。

9．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c）

a．王昌龄是盛唐著名边塞诗人，后人誉为“七绝圣
手”。“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即出自他手。

b．李白在听到王昌龄被贬官的不幸遭遇后，写诗从远道寄给
他，传递同情和关切之情。

c．本诗前两句着力写景，后两句侧重抒情，情景交融是本诗
的一大特色。

d．诗人通过丰富的想象，寄对朋友的怀念和同情于无知无情
的明月，予抽象的“愁心”以物的属性，使月人格化。



10、“直到”的“直”表达了作者怎样的心情？

参考答案：表现了作者盼望自己的心意早日到达朋友身边的
焦急的心情。明月虽可寄托，长风虽然迅疾，但这份情意送
到朋友身边毕竟需要时间，作者希望长风一路快跑，不作片
刻的停留，以早一点把自己对友人的牵挂与安慰之情送到朋
友身边。

参考答案：寄：寄托，托付。与：给。

——“愁心”即对朋友远行偏远蛮荒之地的牵挂之心；是对
朋友自身遭遇的同情之心。作者因友人无端被贬而愁，为友
人的前途命运而愁。

——（1）明月是圆的，让人想起“团圆”这个概念，如果月
圆人不圆，就会引起望月人的情思。

（2）明月升起时，天地之间是宁静的，明月的光辉是柔和的，
人们在夜的宁静中沐浴柔和的月光，容易引起无限的遐思。

（3）明月升起，远隔两地的亲友都能同时看到它，千里可共，
因而人们望月时容易想起远方的亲朋和故乡。

（4）明月给人的感受如冰似玉、晶莹润泽，它象征了亲情友
情的纯洁。

其他任何事物都不具有以上特点，所以，再也没有什么比一
轮明月更能让人产生思乡，怀旧，念远之情。

12、“杨花落尽子规啼”写了哪些事物？有什么作用？含有
作者怎样的感情？

参考答案：杨花和子规的啼鸣

作用：（1）点明时令：点明时令，暮春时节。



（2）渲染气氛：黯淡，凄楚的气氛。

杨花：漂泊不定，如友人的身世。

子规啼鸣：离愁别恨，与友人分离的痛苦。

（3）烘托心情：痛苦，痛惜，悲痛

这句话中，含有对友人遭遇的同情，对友人离别的痛苦——
景中含情，融情入景。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教学设计十分钟篇七

李白（字、号、年代、小李杜）

李白及其他作家的送别作品

体裁：七跃送别诗

人物、事件、距离

1.初读课文（自读、齐读）

要求：读准字音，把握节奏，找出压韵的'字

2.再读课文，找出文中写到的景色（杨花、子规）

3.景物的特点

杨花：百花凋零的暮春景象之一

子规：啼叫声哀鸣（不如归去）

4.眼见飘坠的柳絮，耳闻子规哀鸣，本已撩人愁思，却又传
来好友被贬的消息。（事件）



5小结：此景暗含了友人漂泊远方的羁旅之苦。

6.友人远去，诗人的情感何以寄托？（我寄愁心与明月）

7.再读课文，表现对友人的思念与同情。

如：明月却多情，随人处处行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假设你是月亮，到了龙标。你将会对月亮说些什么。

收集相关名句，进一步体会思想感情。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教学设计十分钟篇八

又是一个漫漫长夜，却被那左迁的消息无情地击碎。李白，
你的心痛，我明白。落尽的杨花，啼叫的子规，倾诉着你对
王昌龄深深的同情之心与关切之意。飘零之感，离别之意，
在你的心中回荡。明月，在空中照着你，也照着他；你向着
他，也向着明月，诉说着你的愁心和思念。

月明几净，明月的.倾听，回荡着凄凉，沉浸着忧伤。你的悲
痛，无人能解，只有明月明白。然而，诗仙终究是那个豪迈
的诗仙，尽管人隔两地，难以相随，而月照中天，千里可共，
诗仙的愁思，就寄予了明月，让它随风而去，月照五溪，一
路相随。你只是对他说了一句：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的心，月懂，所以月是你的知音；而你，终究是要回归本
我，成为那率性而为的诗仙。不是吗？“天生我材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才是原来的你，本真的你！这才是狂
傲的你，放荡不羁的你！

而你对好友王昌龄的情义，一如明月，洁净凄婉――让我们



看到了一个既有铁骨，亦有柔情的男子汉。

盛夕武老师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