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归园田居教案设计 高中语文归园
田居教案(大全6篇)

在高三教案中，教师需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学科特点，
设计相应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一些三年级教案例子，供大家参考
和借鉴。

归园田居教案设计篇一

1、【激发交流】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陶渊明的作品。请大
家谈谈对陶渊明的认识。

2、【拓展补充】提到陶渊明，我首先想到的是苏东坡。法国
《世界报》评选全球范围内的“千年英雄”，涉及政治、军
事、文化、宗教诸多领域，选出十二位，苏东坡是唯一入选
的中国人。这和陶渊明有什么关系呢?陶渊明是苏东坡最崇拜
的人。苏东坡晚年被贬海南岛，随身携带的只有陶渊明的诗
集。陶渊明的109首诗，苏东坡一一唱和并汇编成《和陶集》。
平心而论，陶渊明为我们留下的文学遗产并不多——薄薄的
一本诗集、一百多首诗和几篇散文。陶渊明是一个生前几乎
被世人遗忘的文学家，在他去世数百年之后，苏轼等人为首
发现了这座默默无声的文化高峰和它的真正价值。可以说，
中国文学史上可以没有陶渊明的作品，但不能陶渊明式的人
物，不能缺少陶渊明笔下所描绘的生活。

二、初步感知

(一)反复诵读

1、自由诵读，解决字音。

2、点名朗读，纠正字音。



3、全班齐读，读准读齐。

(二)背景介绍

我们刚才提到了苏轼，相对于苏轼而言，陶渊明的生平真是
太简单，简单得有些单调，耕田似乎是他唯一的事业。而在
这种简单中又蕴含着丰富。史书上记载，为了生计，陶渊
明“投耒去学仕”。从二十九岁到四十一岁，十三年的时间
里，他曾四次奔走“学仕”。

(1)第一次：二十九岁，“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
少日自解去”(《晋书》)。

(2)第二次：三十五六岁，做官一年多，母亲去世，归家居丧。

(3)第三次：四十岁，居丧结束，六月做官，次年三月辞职。

(4)第四次：四十一岁，因“公田之利，足以为酒”再次做官，
八十多天后不辞而别了。

【小结】人到中年，几番“学仕”失败，他才看透了。不单
看透了官场，也看透了他自己。在精神上经过一番交战之后，
他得出结论：做官的痛苦，比挨俄的痛苦还厉害。既然自己
没有力量移风易俗，起码不要同流合污。

(三)再次齐读

三、深入探究

(一)阅读注释

1、圈点勾画。

2、补充强调。



(1)尘网(补充)：尘世的罗网。

(2)三十年(强调)：有人认为当作“十三年”，因从陶渊明初
仕为江州祭酒到辞去彭泽令归田，前后恰好为十三年。

(3)守拙(补充)：安于愚拙，不学巧伪，不争名利。《老
子·十八章》“智慧出，有大伪。”(智巧出现，将有大的欺
诈)

(4)罗(补充)：排列。

(5)依依(补充)：轻柔貌。一说，隐约可辨貌。

(6)虚室(个人观点)：内心。语本《庄子·人世间》：“虚室
生白。”室，比喻心;白，指日光所照。虚室生白，形容一种
澄澈明朗的境界。

3、明确字形。

(二)品评交流

1、请你就诗的题目“归园田居”设计一个问题。

【示例】(1)从何而归?(2)为何而归?(3)归向何处?(4)归去如
何?

2、陶渊明是如何写官场的?

【明确】写官场，用的是“尘网”、“羁”、“池”、“尘
杂”、“樊笼”等否定性的词，且用“误落”、“久在”这
些厌恶性的词描写自己断断续续十三年的官场生活。

参考：对“网”这一意象的品评。诗人北岛有一首题为《生
活》的诗，通篇只有一个字：“网。”只用一个字就写出了
现实社会中人们内心无处不在的压抑、苦闷、彷徨、困惑、



苦痛、无助和挣扎以及挣扎无果后的无奈与失落。

【激疑】《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中“误落”为“误入”，
你觉得哪一个好?

参考：“误落”强调糊里糊涂地坠入其中，自己做官是出于
无奈;“误入”强调本是有所期待而为之，几经奋斗之后发现
了人生的荒谬。

3、陶渊明是如何写田园的?

【明确】写田园，用的是“旧林”、“故渊”、“自然”这
类充满怀旧依恋意味的词，更
有“爱”、“恋”、“思”、“返”这样表达强烈依恋情感
的词。

4、试题演练。

(1)苏东坡评价陶渊明的诗“质而实绮”，请结合“榆柳荫后
檐，桃李罗堂前”两句诗加以赏析。

【明确】桃红李白，榆青柳碧，不着一色彩语而满眼春色!

(2)苏东坡评价陶渊明的诗“癯而实腴”，请结合“暧暧远人
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四句诗加以赏
析。

【明确】村庄、炊烟，狗吠、鸡鸣。在纯乎白描的写景中给
我们以安详宁静的感觉，他写的是景，却让我们想到生活，
悠然令人神往。有人说，诗人能从生活中发现常人在天堂里
也难以发现的美感。



归园田居教案设计篇二

1.赏析陶渊明在本诗中构建的“两个世界”，提高学生理解
诗歌的能力。

2.分析平常景物“诗意化”的鉴赏方法，提高学生鉴赏诗歌
的能力。

三、【教学时数】

1课时

四、【教学过程】

(一)第一步：导入

(二)第二步：解题

首先来看题目，题目是“归园田居”。我们都大致理解这四
个字的意思，但是都无法从语法角度进行清楚的解释。一般
的读法是“归园/田居”，似乎“归园”是一个意思，“田
居”是另一层意思。其实不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袁行霈
先生经过考证，认为：“园田居”乃渊明之一处居舍(另
有“下泽田舍”等)，其少时所居，地近南山，即庐山。他二
十五岁前后离开此处，至五十五岁方重归“园田居”，大约
三十年也。按照袁行霈教授的观点，题目正确的读法应该
是“归/园田居”，应该是一个动宾短语。文本中还有一处旁
证就是诗句“守拙归园田”，后面一句是“方宅十余亩”，
上句的“园田居”和下句的“方宅”构成了衔接。本首诗正
是围绕“归”和“园田居”展开的。

(三)第三步：理解陶渊明构建的“田园世界”

教师朗读，学生自读，最好能够熟读成诵，并且对照注释，



对诗歌进行白话还原。时间大约为5分钟。

初次把握诗歌大致内容之后，教师提出第一个问题：陶渊明
在这首诗中构建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尘俗世界”，一
个是“田园世界”，再读诗歌，填写下面的表格中空缺的部
分：

诗中与之相关的词语

特点

尘俗世界

田园世界

第一列的问题并不难，学生很快就能找到：尘网、樊笼/丘山、
旧林、故渊、自然。不过可能有的学生会忽视诗歌最后一句话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于是要引导学生对诗歌进行
整体观照，不可囿于一隅。至于第二列的问题，即两个世界
的特点分别是什么?这就要考查学生的理解与概括能力了。为
了突出“田园世界”的特点，有必要先把握“尘俗世界”的
特点。

学生答案预设一：肮脏。理由：作者说“误落尘网
中”，“尘网”中的“尘”不就是灰尘吗?灰尘当然是脏的，
这也表明作者在暗示官场的肮脏。

学生答案预设二：黑暗。理由：“尘网”其实只是比喻的说
法，并非真的有尘土，在此指代的是官场，陶渊明因为不堪



接受上司的“侮辱”，愤而辞官，这也看出官场的黑暗。

学生答案预设三：拘束。不论是“网”，还是“樊笼”，都
有约束人的自由的意思。人在官场，一切都要按照官场规则
办事，上级派邮督来督察。为人骄横的邮督一到彭泽县就差
人把陶渊明叫来见自己，而且要穿好官服，否则将影响他的
前程。这些都是身不由己的，为此，陶渊明才辞官回家。

教师点评：这位同学能够分析“网”和“樊笼”的意象，引
申出“不自由”的含义，并且能够结合陶渊明的辞官经历进
行理解，分析得很透彻。

学生答案预设四：繁忙。虽然文中没有直接点出这一点，但
是作者说“虚室有余闲”，既然在田园里有悠闲的感觉，那
么与之对应的官场肯定就是公务繁忙，作者忙于公事，得不
到片刻清闲，因此向往回归田园。

教师点评：这位同学能够从对立面的意思入手进行分析，很
机智，很准确!

在把握了“尘俗世界”的特点之后，那么“田园世界”的特
点也就“呼之欲出”了。

学生答案预设一：自由、悠闲。在官场如同“尘网”，如
同“樊笼”，没有人身自由，那么身在田园，便可享受自由
而悠闲的生活了。

教师点评：依然从对立面的意思入手进行分析，不错。

学生答案预设二：美感。“尘俗世界”充满了社

归园田居教案设计篇三

诗，以景传情，情景交融，为我们展现出一幅幅优美的画卷。



让我们随着诗人的笔触走进那色彩各异、形象鲜明的诗境中
去吧。今天我们学习《诗四首》之一，《归圆田居》。

﹙板书课题、作者﹚

﹙请学生填空，师生交流﹚

1、生师赛读。

学生代表朗读。教师朗读。学生，强调字音：晨兴、荷锄。

2、学生齐读，读准字音。

3、读出节奏。

读诗要读慢些，字句凝练，给人以思考的空间。读出节奏。

方法指导：五言诗句的节奏221或212，每拍的后一字遇平声
可适当延长，遇仄声宜作停顿，这样朗读有抑扬顿挫的声调。

划分节奏后，范读首句。﹙学生练读后，击掌齐读，读出节
奏。﹚

4、读出意境。

﹙1﹚结合注释，散读诗歌，疏通大意。

归园田居教案设计篇四

本课是学生入学后学习古代诗歌的开始，最重要的教学任务
是，要使学生养成良好的诵读诗歌的习惯。具体地说，一是
有读一首背一首的习惯;二是有一边诵读一边想象诗中所描绘
的情景的习惯。如果在今后一年乃至两年的时间里切实养成
了这样的习惯，就可以说是极大的成功——这将给以后的诗



歌鉴赏训练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但要做到这一点也并非易事，学生在当前的年龄段上记忆力
强，又习惯于快读，读上四五遍即可成诵;一旦成诵，诵读的
兴趣往往消退，对诗中某些词语的意思乃至全诗的内容大意
也欠缺认真的思索，这就不利于上述习惯的养成。教师应针
对这种状况采用灵活的教法，耐心加以引导。

教初一学生学古诗，居第一位的是诵读，但讲解也不可废，
主要是讲词义和诗句大意，内容稍深一点的也要讲讲背景，
但所有这些只宜点到为止，切忌展开。学诗，重在体会诗人
的思想感情，学生能大致说出一点即可，用不着去归纳什
么“中心意思”;诗的内容可以多解，因此不必强求“统一”。

要重视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可以挑选某些诗句让学生作具体
描述，可以用散文改写诗(全诗或局部)，也可以运用启发提
问。

教学内容和步骤

[说明]以下内容是按水平较高的教学班的要求写的，水平一
般的教学班可据此作适当的调整，少提问，多诵读，用读读
讲讲的方式进行教学，或增加默写练习。

归园田居(其三)

陶渊明

一、导入。

陶渊明可算是我国诗歌史上第一位田园诗人，因为他写出了
大量歌颂田园风光和农村生活的诗篇。他做过几任小官，41
岁那年辞官而归，从此住在农村，亲自参加田间劳动，直
至63岁去世。这首涛是他辞官的第二年写的，诗题的意思是



回到园田居住。附带说一下，在封建时代，皇帝及大臣死后
朝廷都要根据他们的行事给一个谥号;陶渊明不是大臣，“靖
节”这个谥号是他死后朋友和门人私下给的，为的是表彰他
高尚的节操，可以叫“私谥”。

二、读读讲讲问问。

问：这首诗记的是哪个季节的劳动生活情形?(从“种
豆”“草盛”“夕露”可以判定，时间当是农历三四月间即
春末夏初。)

问：诗人到田间去干什么?(锄草)锄了多长时间?(从“晨兴”到
“带月荷锄归”，可以看出他干了一整天。)

讲：诗的前四句只记给豆田锄草一事。第一句交代种豆的地
点，“南山”当指庐山，诗人家在柴桑，在庐山之北，故以
庐山为“南山”。第二句说锄草的原因i草长得茂盛，把地里
的营养都吸收了去，豆苗长不起来，自然非锄不可。第三句
说一大早就去锄草：“兴”，原来的意思就是“起”，“晨
兴”即今语“早早地起身”;“理”，清理，这里可引申为清
除;“荒”，杂草;“秽(穢)”，本作 ，是草字头，也指田中
杂草(“秽”的这个意义现已消失，只作污秽解)。第四句说
归家已是月儿初升之时。“荷”，担、扛(按：“荷”
是“何”的俗字，“何”的古义有二：担;谁。不用讲给学生
听)。

小结：前四句为第一层，写劳动情形。

问：第五句中“道”是指什么说的?(诗人的归途，紧承上句
中的“归”字。)即是归途，大概也就是来时的路，为什么开
头不提，到这里才说它狭而多草木?(为了引出夕露沾衣一句，
表明诗人在草木中穿行，致使衣为夕露所湿。)问：为什么要
着意写夕露沾衣?(借夕露沾衣作烘托，抒写诗人归田的愿望。
)



讲：诗人写劳动生活，也是为了表明他终生归隐的意愿，尽
管劳动了一整天，却不以此为苦;及至在归途中夕露沾衣，就
巧妙地利用这个细节表述了他的意愿。这生动地表现了诗人
自然朴实的风格。

小结：后四句为第二层，以抒情为主。

三、总结。(含背诵检查、默写)

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共五首，有写农村生活风貌的，有写
诗人跟乡邻们交往的，有写诗人出游的，这一首专写诗人的
劳动，这些诗都以抒情为主，表现了诗人对田园生活的热爱
和终生隐居的意愿，用语自然朴实，很值得品味。下面我们
从这组诗中另择几个“镜头”供大家欣赏：

“暧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
颠。”(其一)

“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
长。”(其二)

“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邻居)。”(其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