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闻官军收河南
河北教案(汇总12篇)

范本的作用在于通过对已有作品的整理和归纳，为我们提供
一种学习和提高自己写作水平的途径。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
理的一些范文的参考，希望能够对大家在写作时有所帮助。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篇一

教学目标：

1、能有感情地朗诵这两首诗，并能背诵《闻官军收河南河
北》。

2、通过理解诗句，了解内容，弄懂陆游临终前最牵挂的事和
杜甫听到胜利喜讯后那样欢快的原因，体会诗中所抒发的诗
人强烈的爱国情感。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首先请同学们读一读唐代诗人韩愈曾写过的一句诗：李杜
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出示)这句诗写了唐代两个伟大的诗
人，李是——李白，称为“诗仙”，杜是——杜甫，称
为“诗圣”。这句诗的意思是说李白、杜甫的诗篇流传于世，
放射出万丈光芒。再一起读。

2、杜甫(板书)一生写了许多的诗，流传至今的有一千多首。
他的一生苦多乐少，他的诗如一面镜子，真实地反映了唐朝
由盛转衰的社会现实生活，以深沉、愁苦为主要特色，因此，
他还被称为“苦难诗人”。今天，我们将要学习的是他生平
第一首快诗。(板书)什么是快诗，就是描写快乐心情的诗，叫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板书，生齐读)

闻：听说，官军：唐王朝的军队。收：收复，河南河北指黄
河的南面和北面。河南洛阳就是杜甫的家乡。谁来说说题目
的意思。(听说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消息)

课前，同学们已经作了预习。诗人在什么地方听到了官军收
复失地的消息?诗人怎么会在四川呢?在这背后，有一个重大
的历史事件“安史之乱”。请看大屏幕，借助一段文字作个
简单的了解。

3、八年了，诗人听说官军收复了失地，心情如何?(喜悦、激
动)让我们带着喜悦、激动的心情读。

4、诗人究竟是如何的激动呢?请同学们打开课本到16页，自
由地读一读这首诗。遇到不理解的字词，可做上记号。

二、初读诗歌

1、认读词语。

2、指名读诗?(读得正确、流利)

三、精读诗歌

1、诗人听到官军收复了河南河北时，是怎样的表现呢?我们
来读一读诗的第一句。这一句里出现了两个地名，是“剑
外”和“蓟北”，“剑外”指的是剑门关以南的地主，在现
在的四川，四川对于杜甫来说是遥远的异乡。“蓟北”是安
史叛军的老巢，收复蓟北标志着安史叛军的崩溃，破碎的山
河得到了重新统一，这对于诗人来说是天大的喜讯。

“忽”是忽然，说明消息来得很突然，意想不到，以至于诗
人初闻——涕泪满衣裳。“初闻”就是刚刚听说，“涕泪”



就是眼泪。诗人泪流满面，都沾湿了衣服。可见诗人多么激
动!谁来读读这句诗。

春望

杜甫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诗文解释】

故国沦亡，空留下山河依旧，春天来临，长安城中荒草深深。
感叹时局，看到花开也不由得流下眼泪，怨恨别离，听到鸟
鸣也禁不住难受。战火连绵，如今已是暮春三月，家书珍贵，
足抵得上万两黄金。痛苦中我的白发越搔越短，简直要插不
上头簪。

诗人的泪是怎样的泪?(国破家亡的泪;战火纷飞中流离失所的
泪;是别离的人思乡的泪;深受战乱之苦痛苦的泪，仇恨的
泪……)

生1：诗人的泪是痛苦的泪。

师：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痛苦的泪。

生2：是悲伤怨恨的泪。

师：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悲伤怨恨的泪。



生3：是思念亲人的泪。

师：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相思的泪。

生4：是怀念家乡的泪。

生5：想到国家还没有统一。

师：想到国家还没有统一，那是国破家亡的泪。

师：八年里，诗人流的泪可多了，经历的苦难可多了。那是
苦难诗的苦难经历。

八年的漂泊，两千多个日子的颠沛流离，在胜利的喜讯中成
为过去。诗人“初闻涕泪满衣裳”，此时的泪又是什么样的
泪啊?(高兴、激动)这就叫喜极而泣(板书)指名读。

评点：诗人真是万分激动。

再读：已经高兴到了极点。一齐读。

2、哭过之后，诗人回头看了看家人?谁来读读第二句。却看：
回头看。妻子指的是谁?(妻子和儿女)“愁何在”是没有了一
丝忧愁。家人的喜更增加了诗人的喜。用诗中的词就是“喜
欲狂”，用一个成语来说，就是“欣喜若狂”。(板书)

收复了蓟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破碎的山河得到了统一，意味
着老百姓们能家人团聚，不必妻离子散，诗人能不欣喜若狂
吗?一起读。

3、喜极而泣、欣喜若狂的杜甫，还要做些什么?谁来读第三
句。

“白日”指什么?(大白天)放歌是(放声歌唱)，纵酒是(纵情
喝酒)青春指的是(明丽的春天)。



现在的杜甫已经52岁了，白发苍苍。他在大白天里又是唱歌，
又是纵酒，是因为他听到了——剑外忽传收蓟北，是因为他
看到了——妻子愁何在，是因为他想到了——青春作伴好还
乡。此刻的他真是“喜欲狂”啊!一齐读。

在这阳春三月里，有谁将和杜甫作伴还乡呢?(美丽的春景，
用诗句来说，就是“青春作伴”、家人)

饱受战争之苦，漂泊他乡的紧紧是他们一家人吗?(还有无数
远离家乡、漂泊异乡的人们)他们都要在明媚的春光里重归故
里，让我们和他们一起放歌吧。读。

4、在歌声和美酒中，诗人的心已飞到了还乡的路上。谁来读
最后一句。

这句诗中出现了4个地名，哪4个?

杜甫的好朋友李白曾有一句诗和这句有异曲同工之妙。《早
发白帝城》后两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在漫漫旅途中，诗人把千里迢迢回乡的路想象成眨眼即到。
女生读。

诗人的心飞到了千里之外的洛阳。千山万水算什么，千里迢
迢算什么。故乡就在眼前!洛阳就在眼前。男生读。

学到这儿，你觉得杜甫是一位怎样的诗人?(爱国、忧国忧民)

所以，当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时，竟会喜极而泣、欣喜若狂、
放歌纵酒、归心似箭。(指板书)这个喜讯让诗人多年的沉郁
一扫而光，喷薄而出，写就了生平第一首快诗。让我们和欣
喜若狂的诗人一起放歌吧!读。

6、请同学们自由地背一背这首古诗。



7、杜甫回到故乡以后，是否过上了安宁幸福的生活呢?是否
过上了他日夜期盼的美好时光呢?课后，请同学们搜索杜甫的
诗读一读，好好体会，杜甫为什么被称成为苦难诗人。

板书：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喜极而泣杜甫苦难诗人

欣喜若狂快诗

放歌纵酒

归心似箭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篇二

杜甫是唐朝的爱国诗人，被人们誉为“诗圣”。想必大家都
知道一首他写的.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首诗也是他的
“生平第一快诗”，可你们知道这首诗的背景吗？下面就由
我来介绍吧。

“官军收蓟北了啊！”一大早，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便传遍
了梓州，大家欢呼雀跃，一片喜气洋洋。无处不洋溢着欢乐
的气氛，所有的人都互相庆祝、道喜，为自己的家乡终于被
收复而激动。

安史之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杜甫早就盼望能早
日平定安史之乱。这一天终于盼来之时，他竟激动的喜极而
泣。终于，杜甫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写下了这首发自
内心的呐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篇三

1、理解诗句含义，体会古今部分词义的不同。

2、在读中感悟杜甫悲喜交集的复杂心态，想象诗中生动传神
的画面，培养学生学习古诗的兴趣，提高对诗歌的审美能力。

3、有感情地朗读并能熟读成诵。

4、拓展杜甫其他有关爱国的诗，感受诗人忧国忧民的高尚品
质。

时代久远，让学生进入诗人的情感世界既是重点也是难点。

一、导入，激发情感。今天我们学习古诗,那我们就来对
诗。“洛阳亲友、、”“千磨万击还坚劲，、、、”“随风
潜入、、、”“两个黄鹂、、、”

1、今天我们再来学习一首杜甫的诗《闻官军收河南河
北》，(板书诗题)齐读诗题。(课题读得真好)你对大诗人杜
甫有多少了解?(让学生结合课前资料介绍杜甫)

2、(课件出示杜甫的图像)师：杜甫是唐朝著名的爱国诗人。
他的人格高尚，诗意精湛，被后人称为“诗圣”。杜甫生活
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年代。公元755年，安史之乱让原本繁华安
定的国家岌岌可危，也把诗人杜甫卷入了生活的最底层，开
始了他长达八年的逃难生活。在这八年里，他度日如年，思
乡难归。

3、同学们，试想一下，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杜甫和唐朝



老百姓都在渴望着什么?

4、这样渴望八年了。忽然，传来官军收河南河北的喜讯。这
一喜讯如春雷炸响，惊喜的洪流一下子冲开了诗人郁久的情
感闸门，喷薄而出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诗，读(生读题)

二、读题，解读题意

1、河南河北是什么意思(课件出示地图，让学生了解指的是
黄河两岸)谁来说说题目的意思——(诗人听到朝廷的军队收
复了黄河两岸的喜讯。)

2、让我们一起大声地把胜利的喜讯告诉前来听课的老师
吧!(齐读诗题)

三、初读，弄懂诗意。

1、过渡：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杜甫的诗中。(出示整首诗)
请同学们自由地读读古诗，要求读准字音，读出节奏。读不
明白的打上问号。

2、生自由读。

3、检查学生自读情况。

(1)指名朗读，学生评价。随机教学：读准生词“即”“妻
子”，了解意思;出示“卷“的两种读音及意思，选择这句诗中
“漫卷”的正确读音。

(2)再指名读，不仅要读准字音还要试着读出古诗特有的韵味
来。

(3)齐读古诗，读准字音，读出节奏。

4、生提出质疑的地方，师相机理解词义：剑外 蓟北 巴峡



巫峡 襄阳洛阳(找出这些地名,结合课前查找的资料说说它们
所处的省份。)(课件出示地理位置)

5、谁能说说这首诗的意思?(用自己的话说，不要看资料)

四、品读，感悟诗情

1、师：古诗读了几遍，你从诗中感受到诗人写这首诗时是什
么心情?诗中哪个词直接告诉了你?(板书：喜欲狂)

3、指导朗读“喜欲狂”。

4、请同学们默读古诗，找一找，诗中哪些字词令你感受到诗人
“喜欲狂”的心情。

5、汇报交流:

a.“初闻涕泪满衣裳”。

(1)这是什么样的泪?(激动、高兴)

( 2 )请你带着这种情绪读一读。

(3)让我们一起走进诗人晚年去看看。(出示课件)

(4)又是一年春回大地，鸟语花香，草木茂盛，诗人站在街头
看着曾经繁华的长安城，如今已被安史叛军焚掠一空，满目
荒凉，此时此刻，此情此景，诗人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出示
《春望》，配乐读。

(5)诗小结：本是百花盛开的季节，杜甫却对着花儿流泪，听
到鸟儿的鸣叫也感到揪心。当时，诗人流的是什么样的
泪?(伤心的泪，深受战乱之苦的痛苦的泪，别离的泪，思乡
的泪)



(6)这样痛苦，伤心了8年，终于盼来了这个喜讯，这怎能不
让人喜极而泣啊，读(生齐读这句)

b.“却看妻子愁何在”。

(1)妻子和孩子曾经有怎样的忧愁?(为衣食而愁，为居无定所
而愁，为贫困流离而愁，为生命时常受到威胁而愁)

( 2 )想象：诗人听到喜讯后会怎样告诉家人呢?

(3)过渡：听到喜讯后的家人一扫愁云，看到此情此景，诗人
又是怎样的呢?(生：“漫卷诗书喜欲狂”)

(4)一向爱书如命的他居然也随手狂乱的卷起诗书与大家共享
快乐。真是“喜欲狂”啊!齐读这两句。

c.“白日放歌须纵酒”。

(1)52岁的诗人，既不适合放歌，也不适合纵酒。这真是“喜
欲狂”了。因为诗人听到(生：“剑外忽传收蓟北”)，想象
马上就要(生：“青春作伴好还乡”)，真是“人逢喜事精神
爽，千杯万盏也不醉”。

( 2)男生们，端起酒杯与杜甫一起放声歌唱，尽情喝酒吧(男
生唱：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女生们，你们也
端起自己的酒杯，加入这支快乐的队伍吧!(唱)

d.体会最后两行诗(“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1)诗人太高兴了，高兴得刚听到这个喜讯就想好了回家的路
线。谁来说说诗人将要从哪出发，经过哪些地方，最终目的
地在哪?(借助课件了解行走路线)

( 2)地图上看起来就几个厘米，但实际上那是千里之遥啊!从



巴峡到巫峡，周围高山峻岭，路途艰难。而出巫峡到襄阳，
从襄阳到洛阳又是何等的长途跋涉，古时候没有汽车、火车，
没有飞机，同学们，猜猜这一路可能走多久?多么漫长的一条
路啊!

(3)可在这里诗人却想得如此轻松，说得这样简单，让我们感
受到诗人的(生：归心似箭)，这与李白的“千里江陵一日
还”有异曲同工之妙。

(4)谁来读读这两句。(语速要稍快)

(5)是啊，千里迢迢算什么，千山万水算什么，在诗人心里，
故乡就在眼前， 洛阳就在眼前。(生齐读)

(注：a-----d部分学生对诗句的品悟要随机教学)

五、整理，叙说故事

1.师：同学们，都说杜甫“百年歌自若，未见有知音”，我
觉得今天你们都是杜甫的知音。如果把刚才你们的理解和感
受写下来，那将是一篇叙事抒情文。可诗呢，浓缩的都是精
华，这就是诗歌的魅力。下面请你们根据刚才的理解、品悟，
再适当加些合理的想象，用第一人称，练习说说诗意，把它
叙述成一个小故事。

3、生练习后指名说说。(有时间师就总结写法)

4、师引读：于是我心里一激动，随口吟出：(出示整首诗)

六、再读，升华情感

1.诗人喜欲狂了，我们也喜欲狂了，而所有的喜悦都是因
为(生：“剑外忽传收蓟北”)，听到这个喜讯，一个年过半
百的老人为什么会如此高兴，这喜极而泣的“涕泪”中包含



了什么?(引导学生体会到杜甫为人民、为国家而高兴，体会
他的爱国之心)(板书：爱国)

2.师：诗人的这一份爱国情怀激动着我的心，我相信同样也
激动着你的心。因为他忧也为国，喜也为国啊!读(出示整首
诗配乐朗读)

3.练习背诵。

七、积累，拓展延伸

1.出示课件，师总结：杜甫一生写了1400多首诗，流传下来
的也很多。这些诗内容丰富，但又明白如话，而且还洋溢着
诗人爱祖国、爱人民的崇高精神，可以说是动地歌吟，感动
千古。《丽人行》：描述的是杨贵妃姐妹骄奢淫逸的生活，
反映了君王的昏庸，朝廷的腐败;《兵车行》是杜甫名篇，为
历代推崇。它揭露了唐玄宗长期以来的穷兵黩武，连年征战，
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三吏”“三别”：均是描述安史
之乱时期朝廷征召军士，百姓骨肉分离的悲惨场面;《茅屋为
秋风所破歌》：杜甫得到亲友的资助，在成都西郊外盖起了
一草堂，后为秋风所破。许多孩子扯下茅草，耻笑杜甫。杜
甫百感交集，写下这首诗。在诗中，诗人描写了本身的痛苦，
通过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来表现“天下寒士”的痛苦，来表现
社会的苦难，时代的苦难。杜甫这种炽热地忧国忧民的情感，
千百年来一直激动着读者的心灵。课后同学们可以去收集相
关的诗文读一读，以后开展一次“杜甫诗文交流会”，你一
定会有更多的理解和收获。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篇四

杜甫是唐代伟大的诗人，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篇。他的诗
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些重大事件，被称为诗史，他也被称作
侍圣。这首诗写的是公元763年，安史之乱的叛军头目史朝义
兵败自杀，河南河北相继收复，诗人听到这广消息后写了这



首诗。

（板书课题：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首诗是杜甫生平第一快
诗。诗歌讲了哪些内容，表达了作者怎样的心情，这是我们
要学习了解的。

1、指名读课文。（学生互相纠正字音，教师重点强调以下字
音：涕：读t，不读d，还：读hun，不读hi。）

2、提出读不懂的语句。

1．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剑外，剑门关以外，指
四川。蓟北，河北北部，安、史叛军的巢穴。初闻，刚刚听
到。涕泪，指因特别高兴而流泪。这句诗讲了什么？（收复
蓟北的消息，忽然从剑外传来，刚刚听到这个消息，涕泪就
流满了衣裳。）

2、却看妻子愁何在，慢卷诗书喜欲狂。却看，再看。漫卷，
胡乱卷起。唐代一般没有装订成册的书籍文字大都写在纸卷
上，所以收拾书籍，就要卷起。这句诗是什么意思？（再看
看妻子和孩子，哪还有一丝的忧伤？胡乱地粑诗书一卷，高
兴得简直要发狂。）

3、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放歌，放声歌唱；纵
酒纵情饮酒；青春，指春光，春天的景物。这句话讲了什么？
（白天放声歌唱，畅饮美酒。趁着这春光的陪伴，我正好回
到我的家乡。）

4．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即，就。这句诗讲了
什么？（放舟从巴峡东下，穿越那巫峡的叠峰。顺流而下把
襄阳一过；便一直奔向了洛阳。）

1．这首诗写了什么内容？（学生讨论后教师总结）



（主要写作者听到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消息后，十分喜悦，
收拾行装立即还乡。）

2、这首诗表达了作者怎样的心情？（多年战乱，祖国重归统
一的欢快心情）作者的这种心情是通过哪些词句表达出来的？
（忽传初闻却看漫卷，，表达了作者听到胜利喜讯后的感情
的变化，从乐极流泪到欢快欲狂。这些都是出自作者深深的
爱国之情，出自对人民生活的关心和同情。从中表达了作者
博大的胸怀和高尚的精神境界。）。

3、这首诗同《示儿》一诗表达的思想感情相同吗？（都表达
了深厚的爱国之情。）

洛，是左右结构的字，注意左边是三点水旁。

预习基础训练1。

涕泪满衣裳

漫卷喜欲狂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放歌须纵酒

极度的喜悦心情

即从

便下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篇五

教学目标：



1、理解古诗内容，体会诗人的情感，感悟意境。

2、诵读古诗，在品词析句中感受古诗词的艺术魅力，提高欣
赏水平。

教学重点：理解诗意，体会诗情

教学难点：品词析句，提高对古诗的欣赏水平

教学方法：以读促悟，悟中品读

教学准备：搜集相关的背景资料

教学过程：

一、延伸导入

二、初读古诗，了解背景

1、请同学们看书或看大屏幕自己出声读一读这首诗。

2、交流初读后的感受，提出疑问。

3、结合题目了解背景。

（诗题写到了当时的一个历史事件，关于这一事件的时代背
景以及诗人所处的境地，大家有必要了解一下。课前谁搜集
资料有所了解，请给大家讲一讲。）

三、自由读诗，引发思考

1、学生自由读诗，读通读顺，试着读出诗人高兴、喜悦的心
情来。

2、指名朗读，评价促思。



（听了刚才同学的朗读，大家都感到这首诗的内涵没有读出
来，有什么好办法把这首诗读好呢？）

3、学生交流独特的学习方法，教师加以肯定和点拨。

四、研读古诗，品评赏析

1、请同学们深入诗歌中细细读一读，品一品，对哪一两句感
兴趣，就重点研读一下这两句。

2、自由研读，汇报交流。

（引导学生在读中悟，悟中读，读后评，评促悟的学习过程
中，加深对诗文的感悟和体验。鼓励学生读出自己的个性，
读出自己的理解，不断提高古诗的欣赏水平。）

五、课外研读，提高积累

同学们学诗的兴致这样高，老师为大家再推荐杜甫写的另外
一首诗歌《春望》，希望同学们运用刚才的学诗方法，好好
研读一下，作为课外积累。

六、板书设计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杜甫

喜极而泣

欣喜若狂

忘乎所以

归心似箭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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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篇六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译文】

在剑南忽然传说，收复蓟北的消息，

初听到悲喜交集，涕泪沾满了衣裳。

回头看看妻子儿女，忧愁不知去向?



胡乱收卷诗书，我高光得快要发狂!

白天我要开怀痛饮，放声纵情歌唱;

明媚春光和我作伴，我好启程还乡。

仿佛觉得，我已从巴峡穿过了巫峡;

很快便到了襄阳，旋即又奔向洛阳。

【注释】

1、却看：回看。

2、愁何在：不再愁。

3、漫卷：随手卷起。古代诗文皆写在卷子上。

4、青春句：意谓春光明媚，鸟语花香，还乡时并不寂寞。

5、即从两句：想像中还乡路线，即出峡东下，由水路抵襄阳，
然后由陆路向洛阳。此诗句末有自注云：“余有田园在东京。
”(指洛阳)。巴峡：四川东北部巴江中之峡。巫峡：在今四
川巫山县东，长江三峡之一。襄阳：今属湖北。

【赏析】

这是一首叙事抒情诗，代宗广德元年(763)春作于梓州。延续
七年多的安史之乱，终于结束了。作者喜闻蓟北光复，想到
可以挈眷还乡，喜极而涕，这种激情是人所共有的.。全诗毫
无半点饰，情真意切。读了这首诗，我们可以想象作者当时
对着妻儿侃侃讲述捷报，手舞足蹈，惊喜欲狂的神态。因此，
历代诗论家都极为推崇这首诗。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称
赞它是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诗。”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篇七

1、体会诗中表达的思想感情，陶治爱美情趣，受到爱国主义
精神影响。

2、理解诗句意思，了解古诗叙述的内容，受到传统文化的艺
术熏陶。并学习分析鉴赏古诗。

3、结合学诗，培养学生的自学、想象、表达、创新能力。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并默写课文。

体会诗中表达的思想感情，陶治爱美情趣，受到爱国主义精
神影响。

理解诗句意思，了解古诗叙述的内容，受到传统文化的艺术
熏陶。并学习分析鉴赏古诗。

课件、相关资料。

1、同学们，在我国诗坛上有一位诗人与李白齐名，被尊
为“诗圣”，他的诗被人们称为“诗史”，他是谁?你对杜甫
了解多少?(交流杜甫的资料)

能背一首他的诗吗?(交流杜甫的古诗)

2、今天我们也来学习一首被称为杜甫“生平第一快诗”的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齐读课题)

3、释题：谁来说说题目的意思?“闻”“听说”，不同于现
在的“用鼻子嗅”，这是古今词义上的变化，这种类型题目
中还有。哪一个呢?(河南河北)那“河南河北”指的是哪里?
是河南省与河北省吗?(指的是黄河的南北两岸，那里是安史
叛军的根据地。)谁能连起来把课题的意思说一遍。



1、学古诗，首先要读准字音。谁能提示大家诗中那些字的音
容易读错?(涕、子、裳、卷)指名读。生评。齐读，要求读准
字音。

2、学习一首古诗光会朗读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正确理
解诗句意思。下面请同学们在小组内自主学习！出示自学要
求：同学们可以借助工具书由词到句理解诗意。交流自己对
诗句的理解，遇到不懂的地方，可以讨论解决。不能解决的
问题，请做上记号。

3、质疑问难。说说古诗中还有哪些不理解的字词。师生协同
解决。(妻子、青春、白天、漫卷)

4、用自己的话，简要说说这首古诗的意思。生评。

5、把对这首诗的理解融入到你的朗读中去！(指名读、齐读)

(交流“安史之乱”这一历史事件)

过渡：“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在战争中，
人民群众特别是黄河中下游人民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出现了
千里萧条，人烟断绝的惨景。

出示：在《中华上下五千年》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述“安
史叛年十年残暴，每到一处就抢掠民财，烧毁房屋，甚至把
杀人当作儿戏，叛军进入长安后，大抢3天，长安成了一片火
海。在安禄山军队的暴行下，黄河中下游的许多城镇村庄变
成了一片瓦砾废墟。

诗人杜甫为了躲避战乱，才流离失所，贫困潦倒，而且一家
人的生命时常受到威胁。八年之后，诗人在四川剑外听到了
官军收复失地的胜利喜讯，诗人所心情如何?(喜悦，激动)诗
中哪个字最能体现诗人当时的心情呢?(喜)



2、你从哪些诗句或者词语中体会到诗人无比喜悦的心情呢?
把你的理解写在这句诗的旁边。

预设：

(1)初闻涕泪满衣裳。

(板书：喜极而泣)

(2)却看妻子愁何在。

抓住“愁何在”：曾经妻子和孩子他们愁的是什么呢?

现在好了，官军收复失地，他们不再为这些而犯愁了！齐读！

(3)漫卷诗书喜欲狂

对于一个酷爱读书的人来说对书定会异常珍爱，可是杜甫却是
“漫卷诗书”，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展开想象的翅膀，想像
一下诗人及家人欣喜若狂的样子。

从此以后，不必妻离子散，天各一方，不用颠沛流离，远走
他乡，可以家人团聚，尽享安详的生活，怎不让诗人欣喜若
狂。

(板书：欣喜若狂)指名读3、4句，生评，齐读。

(4)白日放歌须纵酒

泪满衣襟，欣喜若狂，不足以表达诗人心中的喜悦，他还要
做什么?

(板书：放歌纵酒)

52岁的诗人既不适合放歌，也不适合纵酒，这真是喜到极致，



忘乎所以了。请你带上这样的无以名状的快乐情感与诗人一
同放歌纵酒，一同颠狂。指名读5、6句，练读，全班读。

2、听到胜利喜讯，诗人想到了什么?从那些词句看出来的?让
我们看看从剑外到洛阳是怎样的千里迢迢? (课件)说说诗人
回乡的路是一条怎样的路。从四川剑外到故乡洛阳。跨越了
四川、湖北、河南三个省份，在作者看来却如此轻松，为什
么?诗人思绪飞扬，他的心早已飞到千里之外的洛阳。(板书：
归心似箭)

在归心似箭的杜甫看来，千里迢迢算什么，千山万水算什么?
在诗人的眼里，故乡就在眼前——(教师引读7、8句)，美景
就在眼前——，洛阳就在眼前——。女生齐读7、8句(到巫峡
了)，男生齐读(到襄阳了)，全班齐读(洛阳到了)。

3、升华情感。现在杜甫看到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平息了，他
终于可以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了，能不欣喜若狂吗?那么诗人
只是为能重返故里而欣喜若狂吗?(板书：爱国)所以大家都称
他为爱国诗人。

让我们与欣喜若狂的诗人一同放歌吧！(配乐齐读)

让我们与千千万万欣喜若狂的人民一起放歌吧！(配乐齐读)

让我们带着对这位爱国忧民的诗人的无比崇敬再来读诗！(配
乐齐读)

1、背诵这首诗。小结学法！

2、回乡后的杜甫是否过上了幸福安宁的生活呢?找几首安史
之乱以后杜甫的诗读一读，体会诗人后半生的生活和情感，
想想杜甫为什么被称为苦难诗人、人民诗人。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篇八

作者：杜甫

剑外忽传收蓟北，

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

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

便下襄阳向洛阳。

注释：

1、却看：回看。

2、愁何在：不再愁。

3、漫卷：随手卷起。古代诗文皆写在卷子上。

4、青春句：意谓春光明媚，鸟语花香，还乡时并不寂寞。

5、巴峡：四川东北部巴江中之峡。

6、巫峡：在今四川巫山县东，长江三峡之一。襄阳：今属湖
北。



译文：

在剑南忽然传说，收复蓟北的消息，

初听到悲喜交集，涕泪沾满了衣裳。

回头看看妻子儿女，忧愁不知去向？

胡乱收卷诗书，我高兴得快要发狂！

白天我要开怀痛饮，放声纵情歌唱；

明媚春光和我作伴，我好启程还乡。

仿佛觉得，我已从巴峡穿过了巫峡；

很快便到了襄阳，旋即又奔向洛阳。

赏析：

这是一首叙事抒情诗，代宗广德元年（763）春作于梓州。延
续七年多的安史之乱，终于结束了。作者喜闻蓟北光复，想
到可以挈眷还乡，喜极而涕，这种激情是人所共有的。全诗
毫无半点饰，情真意切。读了这首诗，我们可以想象作者当
时对着妻儿侃侃讲述捷报，手舞足蹈，惊喜欲狂的神态。因
此，历代诗论家都极为推崇这首诗。浦起龙在《读杜心解》
中称赞它是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诗。”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篇九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作于公元763年（广德元年）春天，那
时杜甫52岁。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冬季，唐军在洛阳附近
的衡水打了一个大胜仗，叛军头领薛嵩、张忠志等纷纷投降。
作者听到这个消息后欣喜若狂，写下此诗。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篇十

杜甫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1．河南河北：唐代安史之乱时，叛军的根据地。公元763年
被官军收复。

2．剑外：剑门关以外，这里指四川。当时杜甫流落在四川。
蓟北：今河北北部一带，是叛军的老巢。

3．却看：回过头来看。妻子：妻子孩子。

4．漫卷：随便卷起。

5．白日：白天。纵酒：纵情喝酒。

6．青春：绿色的春天。作伴：指春天可以陪伴我。

7．巴峡：当在嘉陵江上游。巫峡：长江三峡之一，在今四川
湖北交界处。

8．襄阳：今属湖北。洛阳：今属河南。

这首诗，作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春天，作者五十二岁。
宝应元年（762）冬季，唐军在洛阳附近的横水打了一个大胜
仗，收复了洛阳和郑（今河南郑州）、汴（今河南开封）等
州，叛军头领薛嵩、张忠志等纷纷投降。第二年，即广德元



年正月，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兵败自缢，其部将田承嗣、李
怀仙等相继投降。正流寓梓州（治所在今四川三台），过着
飘泊生活的杜甫听到这个消息，以饱含激情的笔墨，写下了
这篇脍炙人口的名作。

杜甫于此诗下自注：“余田园在东京”，诗的主题是抒写忽
闻叛乱已平的捷报，急于奔回老家的喜悦。“剑外忽传收蓟
北”，起势迅猛，恰切地表现了捷报的突然。“剑外”乃诗
人所在之地，“蓟北”乃安史叛军的老巢，在今河北东北部
一带。诗人多年飘泊“剑外”，艰苦备尝，想回故乡而不可
能，就由于“蓟北”未收，安史之乱未平。如今“忽传收蓟
北”，真如春雷乍响，山洪突发，惊喜的洪流，一下子冲开
了郁积已久的情感闸门，喷薄而出，涛翻浪涌。“初闻涕泪
满衣裳”，就是这惊喜的情感洪流涌起的第一个浪头。

“初闻”紧承“忽传”。“忽传”表现捷报来得太突
然，“涕泪满衣裳”则以形传神，表现突然传来的捷报
在“初闻”的一刹那所激发的感情波涛，这是喜极而悲、悲
喜交集的逼真表现。“蓟北”已收，战乱将息，乾坤疮痍、
黎元疾苦，都将得到疗救，个人颠沛流离、感时恨别的苦日
子，总算熬过来了，怎能不喜！然而痛定思痛，回想八年来
的重重苦难是怎样熬过来的，又不禁悲从中来，无法压抑。
可是，这一场浩劫，终于象恶梦一般过去了，自己可以返回
故乡了，人们将开始新的生活了，于是又转悲为喜，喜不自
胜。这“初闻”捷报之时的心理变化、复杂感情，如果用散
文的写法，必需很多笔墨，而诗人只用“涕泪满衣裳”五个
字作形象的描绘，就足以概括这一切。

第二联以转作承，落脚于“喜欲狂”，这是惊喜的情感洪流
涌起的更高洪峰。“却看妻子”、“漫卷诗书”，这是两个
连续性的动作，带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当自己悲喜交
集，“涕泪满衣裳”之时，自然想到多年来同受苦难的妻子
儿女。“却看”就是“回头看”。“回头看”这个动作极富
意蕴，诗人似乎想向家人说些什么，但又不知从何说起。其



实，无需说什么了，多年笼罩全家的愁云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亲人们都不再是愁眉苦脸，而是笑逐颜开，喜气洋洋。亲人
的喜反转来增加了自己的喜，再也无心伏案了，随手卷起诗
书，大家同享胜利的欢乐。

“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一联，就“喜欲狂”
作进一步抒写。“白首”，点出人已到了老年。老年人难
得“放歌”，也不宜“纵酒”；如今既要“放歌”，还
须“纵酒”，正是“喜欲狂”的具体表现。这句写“狂”态，
下句则写“狂”想。“青春”指春季，春天已经来临，在鸟
语花香中与妻子儿女们“作伴”，正好“还乡”。想到这里，
又怎能不“喜欲狂”！

尾联写“青春作伴好还乡”的狂想鼓翼而飞，身在梓州，而
弹指之间，心已回到故乡。惊喜的感情洪流于洪峰迭起之后
卷起连天高潮，全诗也至此结束。这一联，包涵四个地
名。“巴峡”与“巫峡”，“襄阳”与“洛阳”，既各自对偶
（句内对），又前后对偶，形成工整的地名对；而用“即
从”、“便下”绾合，两句紧连，一气贯注，又是活泼流走
的流水对。再加上“穿”、“向”的动态与两“峡”
两“阳”的重复，文势、音调，迅急有如闪电，准确地表现
了想象的飞驰。试想，“巴峡”、“巫峡”、“襄
阳”、“洛阳”，这四个地方之间都有多么漫长的距离，而
一用“即从”、“穿”、“便下”、“向”贯串起来，就出
现了“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疾速飞驰的画面，
一个接一个地从眼前一闪而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诗人既
展示想象，又描绘实境。从“巴峡”到“巫峡”，峡险而窄，
舟行如梭，所以用“穿”；出“巫峡”到“襄阳”，顺流急
驶，所以用“下”；从“襄阳”到“洛阳”，已换陆路，所
以用“向”，用字高度准确。

这首诗，除第一句叙事点题外，其余各句，都是抒发忽闻胜
利消息之后的惊喜之情。万斛泉源，出自胸臆，奔涌直泻。
仇兆鳌在《杜少陵集详注》中引王嗣奭的话说：“此诗句句



有喜跃意，一气流注，而曲折尽情，绝无妆点，愈朴愈真，
他人决不能道。”后代诗论家都极为推崇此诗，赞其为老
杜“生平第一首快诗也”（浦起龙《读杜心解》）。

本文中基本包含了考试中考察古诗的大体内容，在准备考试
时，可以做复习材料看看，有助于语文考试诗词类题。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篇十一

教学目标：

1、学会三个生字，能正确读写下列词语：涕泪、巫峡、襄阳。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体会诗中表达的强烈的爱国情感。

教材重难点：

体会诗中表达的强烈爱国情感。

教学过程：

一、导入

上课前，老师先让同学们猜个谜语：历史上有这样一位诗人，
大家称他为诗圣，一生写了许多诗，流传至今有一千五百余
首。他的诗宛如一面镜子，真实的反映了唐朝由盛转衰的社
会现实生活，不但内容丰富，而且洋溢着爱国、爱人民的崇
高精神，也被推崇为“诗史“。猜出来他是谁了吧？有关杜
甫，谁对他还有进一步的了解？今天这节课我们再来学习他
的另一首诗，板书课题。

二、新授。



1、回忆学诗的方法。

上一节课我们学习了古诗《示儿》，大家想想，我们是怎样
一步一步来学的？这首诗我们也按这样的步骤先读再结合注
释来解释再来有感情的读感悟作者的感情。

2、读诗。

a、请同学们放开声音读这首诗，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b、抽读，注意停顿。

c、再读。

3、理解诗意。

读书的最高境界就是读懂作者的感情，读到作者的心中去，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交流解释的方法。就按照同学交流的
方法来理解诗的意思。

a、流诗意。

聪明的孩子谁来展示你们的才华，读懂那句就说那句。

b、生说诗意，随机指导单个字的意思：妻子、涕泪、喜欲狂、
青春、漫卷。

c、说整首诗的意思。

d、同桌两个人对着说说诗意。

4、感悟作者的感情。

b、学生交流。



c、大家知道为什么杜甫这么高兴吗？

d、师出示收集的有关安史之乱的资料，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
及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灾难。

e、出示杜甫回乡的线路图，了解杜甫的家乡住址及流落他乡
的住址。

g、进一步加上动作有感情的朗读这首诗。

5、两诗比较进一步感悟感情。

同学们回想一下《示儿》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两首诗
有什么共同点？为什么？对，这两首诗无论是喜还是悲，都
洋溢着诗人的爱国情感。陆游临终叮嘱儿子把“北定中
原“的喜讯告诉他，是爱国之情，而杜甫听到官军收复河南
河北，之所以那样的激动和欣喜，不仅仅是自己可以结束流
离的生活，更主要的是因为从此祖国可以重归统一，人民可
以面受战乱之苦。

三、拓展。

推荐杜甫的《归雁》和《月夜》让学生读，进一步感悟杜甫
的爱国感情。

四、板书：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收蓟北——喜欲狂

涕泪、漫卷诗书……爱国之情。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篇十二

今天，我正在书房里叹气：“唉，整整七年了，我何时才能
回到故乡啊。”我托着下巴在沉思，我决定去街上解闷。刚
来街上不一会儿，就听一个小贩手里拿着一张纸说：“唐王
朝的军队收复蓟北了，哈哈……”我半信半疑，便上去询问。
只见上面写了收复蓟北的消息，我高兴的手舞足蹈，便直奔
回到家中。

我快速地回到家中，对正在烧饭的妻子说：“蓟北被收复了，
我们可以回乡了！”她一听便像一个小孩子似的拉着我的手：
“真的？我没有听错吧？我好高兴啊！”“真的。”接着，
儿女们也赶来了，我们一家人拉着手跳起舞来。我想：既然
蓟北收复了，我们现在为何还不回到自己的故乡呢。我马上
行动，我走向书房，随意的整理好了诗书，便对妻子说
道：“我们回乡吧。”过来几个时辰，来到了船边。妻子儿
女先上了船，我回首望了望：“再见了！”我随后也跟上前
去，船儿随风飘去。

一路上的风景如画中一般，河水清澈见底，鱼儿在水中自由
自在。河边桃树，梨树都开出了花儿。柳树也在忙活，女孩
们在对着河里梳洗头发，男孩们则在一旁聊天，真是热闹！
看，那几棵大树正在跳舞呢！它们摆动着自己的手臂，欢快
的又唱又跳的，听，它们正随着春风“沙，沙……”的唱着
歌呢。而我在船上放声高唱，一会儿和妻子一起畅饮美酒，
然后聊聊天，那是多么快乐。我们急忙从巴峡穿到巫峡的叠
嶂，一路顺流而下，便往襄阳，一直奔往洛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