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短歌行教学设计 短歌行教学设
计(优秀8篇)

自我介绍的内容可以包括姓名、职业、爱好、特长等方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个人简历范文，供大家参考和借鉴。

高中短歌行教学设计篇一

1.知识与技能：

（2）简单了解建安风骨和歌行体的特点，学习并把握诗歌鉴
赏中常用手法：比兴、用典等

2.过程与方法：

通过情境创设、新旧知识联想、师生共读、反复吟诵等方式
进行文本学习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教学难点：把握诗歌中的意象和使用的用典、比兴的手法

（一）导入

你了解曹操这个历史人物吗？我们在中学语文教材中学习过
曹操的哪些诗句？

《观沧海》《龟虽寿》

结合你之前的阅读经历，曹操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可
从名著、电视剧等分析）

鲁迅先生曾于1927年指出：“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



《三国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奸臣，但这不是
观察曹操的真实方法。”又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
至少是一个英雄。”由于曹操这一历史人物确实具有多重性，
要还其真实面目我们必须用辩证的方法看待问题，才能得出
实事求是的结论。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首当年曹操夜宴群雄，横槊赋诗时所吟
唱的《短歌行》，从一个侧面来了解一下这个有争议的历史
人物。

解题：1诗歌体裁：歌行体

“行”是诗歌体裁的一种，常与“歌”并称，可配乐歌唱，
汉魏以下的乐府诗常题名为“歌”或“行”。

“长歌”“短歌”都是汉乐府中的曲调名称，根据歌词音节
长短进行划分，通常长歌热烈奔放，短歌低吟短唱，所以我
们可以从音律节奏和风格来判断长短歌行。

2.建安风格：（三曹代表人物）建安时期的作品真实地反映
了现实的动乱和人民的苦难，抒发建功立业的理想和积极进
取的精神，同时也流露出人生短暂、壮志难酬的悲凉幽怨，
意境宏大，笔调朗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征，其
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文学史上称之为“建安风
骨”或“魏晋风骨”。

（二）初读，整体把握

1.全班齐读，感受诗歌节奏，纠正读音

2.在这首诗中，有一种情感反复出现，这就是本诗的诗眼，
你能找到它吗？忧

诗中哪些诗句出现了忧呢？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忧从中来，不
可断绝。

（三）再读，分层把握诗歌内容和情感

请你根据诗歌内容为诗歌划分层次，一起寻找诗人“忧”的
原因

第一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
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手法：设问（人生几何？何以解忧？自问自答）、比喻（把
人生比作朝露）、借代（杜康，本是造酒的人，现在指酒）

从中我们看出诗人为何而忧？（时光易逝，人生苦短的忧）

第二层：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
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手法：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出自《诗经·郑风·子衿》，原指姑
娘思念情人，在这里指渴望得到贤才。

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出自《诗
经·小雅·鹿鸣》表现宴会场合的盛况，这里指对招纳贤才
的热情。

你知道以上两句用了什么手法吗？（用典）

用典：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诠释"用典"，"据事以类义，援
古以证今"。引用古籍中的词句和故事就叫做用典。

请你找一找在本诗中还有哪些地方是用典？引用了什么典故？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管子）

周公吐哺（周公广纳贤才）

在第三层中出现了许多意象，请你将这些意象找出来（明月、
乌鹊）

这些意象运用了什么手法？表达了诗人什么情感？（比兴，
将明月比作贤才，将自己比作无枝可依的乌鹊，表达了对贤
才的渴求和自己惟恐贤才不至的忧愁）

通过第三层，我们可以分析出诗人在忧什么？（贤才难得）

第四层：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天下归心：天下人都归顺于我（志向）

将用典和比兴的手法结合起来，引用了周公广纳贤才的典故，
以山高海深比喻广招人才的博大胸怀并以此起兴，意在表明
诗人以开阔的胸怀接纳贤才，唯才是举，渴望天下归心的志
向。

从第四层我们能看出诗人为何而忧？（功业难成）

知人论世：介绍曹操，了解本诗创作背景，深入理解诗
人“忧”的原因。

这首诗紧紧围绕一个忧字，抒发了作者因时光易逝、功业未
就而产生的苦闷心情和招纳贤才、渴望建功立业的思想。我
们鉴赏了诗歌的思想情感和艺术手法，更深刻地理解了这首
诗。我们站在人生之路上，每个人都应该具有危机感和忧患
意识，所以作为新一代的青少年，我们更应该勉励自我，只
因为“时不我待”。

拓展：



不能，本诗中诗人表达贤才难得的心情看似重复，其实也存
在内在的逻辑性。他用一咏三叹的方式来表达他对人才渴望
的迫切心情。他用“以情感之，以礼遇之，以志勉之”的方
式来吸引人才。

曹操都意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那么现在你作为领导，你需
要什么样的人才呢？

你们想成为这样的人才吗？如何成为这样的人才呢？

高中短歌行教学设计篇二

(1)能用普通话流畅地诵读诗歌;

(2)理解曹操“忧”的内涵，感受诗歌的情感变化;

2.过程与方法：通过情境创设，反复诵读、质疑讨论等方式
引导学生自主探究，感受文本，培养学生自主合作、方法归
纳等学习能力。

3.情感与态度：体会并学习曹操为实现人生价值而积极进取
的精神风貌。

体会诗人曲折表达自己渴望招纳贤才以建功立业的心情。

：通过诗歌的语言把握诗歌的意境(内容)

1.读法：反复诵读，教师指导，使学生逐步加深对诗意的理
解。

2.提问讨论：师生互动，解决反馈问题。

3.点拨法：以点带面，抓住关键诗句进行点拨。



1课时

一 导入

二 读

1 品读诗歌，先从朗诵开始。四言诗节奏：二二节拍，诗歌
诵读，要注意语速、语调，要有抑扬顿挫之美感。学生自由
读，请一名试诵读，评。

2 注意个别句子的处理：一般感叹句、陈述句读降调，问句
读升调，老师范读。请学生找出诗文中的问句，加以诵读体
会。

3 再请学生读，点评。

三 分析

1同学们再集体诵读一遍，在读的时候思考一个问题：这首诗
给你传递出一种怎样的感情？（苦闷，忧愁）

从哪里看出来？

生1：标题

生2：意象词“酒”，还有诗中的“忧”字

生3：“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写实，结合背景分析

明确诗眼“忧”，找一找。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2诗人在“忧”什么呢？同学们讨论两分钟，有了结果后展示
你的理解。

生1：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忧人
生短暂

生2：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明明如月，
何时可掇？——忧功业未成

生3：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忧功业未成

小结：诗人心中有忧，何以解忧呢？杜康能解吗？要解忧，
必须求得贤才。同学们找找表明曹操对待人才态度的诗句，
体会一下，曹操是怎样留人的。讨论两分钟。

生1：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以待
遇留人

生2：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以情
感留人

生3：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以事
业留人

四 小结及课堂作业

忧人生短暂、人才难得、功业未成，所以此诗读来深沉悲凉。
古人说“诗言志”，曹操在本诗中所言之志就是想求得贤才
来一统天下，解百姓战乱流离之苦。有一股英雄之气驰骋期
间，所以读来慷慨激昂。下来，就请同学试带着这份激昂的
感情再一次诵读全诗，熟读成诵。

板书设计

《短歌行》



曹操

本节课作为微型课来设计，我只选了两个方面作为教学目标，
即能用普通话流畅地诵读诗歌; 理解曹操“忧”的内涵，感
受诗歌的情感变化。 主要安排以不同的诵读贯穿始终：学生
自由诵读、学生代表读、教师指导诵读、学生集体读等等。
以读代讲，让学生在反复的诵读中逐渐悟出全诗的核心主旨。

引导学生读的过程基本顺利，但在问题的过渡上有些地方还
是显得生涩，比如在安排学生几轮诵读之后我抛出问题：这
首诗给你传递出一种怎样的感情？（苦闷，忧愁）从哪里看
出来？得出诗眼“忧”字之后，我说了一段过渡语，给人一
种跳出诗境之感。在李社教和王卫涛两位老师的指导下，我
明白了20分钟的微型课，快速切入主要环节是关键。比如在
学生找出“忧”字之后，就应马上抛出“诗人忧什么？”的
问题，得出结论后再问“解忧靠什么？”明确是“人才”

后马上再问“如何求取人才？”这样安排环环相扣，讲起来
顺了许多。

另外，我之前的板书设计过于简单，主要是三个关键
词“忧”“求贤”“一统天下”用两条横线贯穿起来，事后，
李老师帮我重新设计了板书，让我明白了微型课板书并不是
越简单越好，课堂上讲到的重点词还是得取舍有度地呈现在
板书中，这样，整节课的重点内容看起来才能一目了然。

当然，除了两位指导老师的悉心指导，还有各位同行老师为
我提出的宝贵建议，让我在这次微型课试讲中获益良多，受
益匪浅，谢谢大家！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我一定会以这节
课作为范例，在一堂课的结构安排上，在重难点的取舍与把
握上，在师生互动的处理上多下功夫研磨，争取在有限的教
学时间里上出更优质的课！



高中短歌行教学设计篇三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惟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阔谈讌，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高中短歌行教学设计篇四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学设
计，编写教学设计有利于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
那么问题来了，教学设计应该怎么写？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
的曹操《短歌行》教学设计，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1、有感情地朗读诗歌并背诵全文。

2、感受诗人“忧”的情感基调和理解为何而“忧”。

1、背诵全诗。

2、理解分析诗人的情感态度。

1、诗中引用典故和引用《诗经》句子的艺术手法。

提出问题让学生思考自行说出自己最喜欢三国中的哪个人物，
并简单说说自己喜欢的原因。从而引出对《短歌行》作者曹
操的介绍。

曹操，字孟德，东汉末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
在文学上有重要的成就，他能文善武，文章风格清峻，简约
严明。他的诗歌现存二十多首，大都采用乐府旧题，明显地
表现出对汉代乐府的继承。著有《曹操集》。(ppt展示)

在此也让学生谈一谈自己原本印象中对于曹操的看法。

首先简单地介绍一下三国中著名的战役赤壁之战，进而引出
曹操当时写作这首《短歌行》时候的相关历史背景：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曹操率大军南下，列阵长江，欲一举
荡平孙权势力。这年冬天十一月十五日夜。皎月当空，江面
风平浪静。曹操乘船查看水寨，后置酒宴请诸将。酒至兴处，
忽闻鸦声望南飞鸣而去。曹操感此景而横槊赋诗，吟唱了这
首千古名作——《短歌行》。(ppt展示)



1、先播放课文录音，并提出问题：“这首诗的诗眼是什
么?”

明确：诗歌的诗眼是“忧”，诗人的情感焦点是“忧”。(ppt
展示)

2、请学生回答诗中哪些句子含有“忧”字?

明确：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ppt展示)

3、进一步提出问题，既然诗人的情感焦点是“忧”，那诗
人“忧”的究竟是什么呢?

1、让学生带着问题齐读诗歌，然后对学生读错的字词进行纠
正，借此也对文中的重点字词的`读音进行讲解。

2、分部分对诗歌进行讲解：

(1)“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
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对重点字词进行讲解，帮
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诗歌。从而提出问题，从这部分中可以看
到诗人“忧”的原因是什么?请学生进行回答，然后教师进行
引导补充。

明确：借酒抒情，以悲凉的情调感叹时光易逝，人生短
暂。(ppt展示)

(2)“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
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部分引用《诗经》中
句子是难点，要对学生进行引导和介绍，使学生能够有明确



的理解，知道曹操引用这些诗句是为了表达自己对于贤才的
渴望。

明确：抒发对贤才的渴望，表明自己对嘉宾的礼遇。(ppt展
示)

明确：继续写思念贤才的渴望，写“忧思”的原因。(ppt展
示)

(4)“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
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该部分讲解曹操引
用“周公吐哺”的典故，引导学生得出诗人在这一部分
用“乌鹊南飞”同样是用来比喻贤才。

明确：表明诗人虚心纳士，竭尽诚心，不遗余力的态度。(ppt
展示)

结合诗歌的写作背景以及曹操这时候的年龄，让学生明确曹
操最后“忧”的是天下尚未一统。

3、诗人“忧”的原因有：

一、人生苦短：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二、求贤不得：亲亲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三、功业未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ppt展示)

4、艺术手法：再前面对诗歌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简单的总
结

一、引用《诗经》成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呦呦
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二、比喻：明月比喻人才;乌鹊南飞的形象比喻当时贤士四处
奔走

三、引用典故：周公吐哺，天下归心。(ppt展示)

这部分是学生比较难理解的部分，根据课堂学生的理解情况
进行适当调整。

最后让学生齐读课文，对课堂进行小结。

高中短歌行教学设计篇五

1、有感情地朗读诗歌并背诵全文。

2、感受诗人“忧”的情感基调和理解为何而“忧”。

1、背诵全诗。

2、理解分析诗人的情感态度。

1、诗中引用典故和引用《诗经》句子的艺术手法。

提出问题让学生思考自行说出自己最喜欢三国中的哪个人物，
并简单说说自己喜欢的原因。从而引出对《短歌行》作者曹
操的介绍。

曹操，字孟德，东汉末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
在文学上有重要的成就，他能文善武，文章风格清峻，简约
严明。他的诗歌现存二十多首，大都采用乐府旧题，明显地
表现出对汉代乐府的继承。著有《曹操集》。(ppt展示)

在此也让学生谈一谈自己原本印象中对于曹操的看法。

首先简单地介绍一下三国中著名的战役赤壁之战，进而引出



曹操当时写作这首《短歌行》时候的相关历史背景：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曹操率大军南下，列阵长江，欲一举
荡平孙权势力。这年冬天十一月十五日夜。皎月当空，江面
风平浪静。曹操乘船查看水寨，后置酒宴请诸将。酒至兴处，
忽闻鸦声望南飞鸣而去。曹操感此景而横槊赋诗，吟唱了这
首千古名作——《短歌行》。(ppt展示)

1、先播放课文录音，并提出问题：“这首诗的诗眼是什
么?”

明确：诗歌的诗眼是“忧”，诗人的情感焦点是“忧”。(ppt
展示)

2、请学生回答诗中哪些句子含有“忧”字?

明确：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ppt展示)

3、进一步提出问题，既然诗人的情感焦点是“忧”，那诗
人“忧”的究竟是什么呢?

(1)“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
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对重点字词进行讲解，帮
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诗歌。从而提出问题，从这部分中可以看
到诗人“忧”的原因是什么?请学生进行回答，然后教师进行
引导补充。

明确：借酒抒情，以悲凉的情调感叹时光易逝，人生短
暂。(ppt展示)



(2)“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
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部分引用《诗经》中
句子是难点，要对学生进行引导和介绍，使学生能够有明确
的理解，知道曹操引用这些诗句是为了表达自己对于贤才的
渴望。

明确：抒发对贤才的渴望，表明自己对嘉宾的礼遇。(ppt展
示)

明确：继续写思念贤才的渴望，写“忧思”的原因。(ppt展
示)

(4)“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
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该部分讲解曹操引
用“周公吐哺”的典故，引导学生得出诗人在这一部分
用“乌鹊南飞”同样是用来比喻贤才。

明确：表明诗人虚心纳士，竭尽诚心，不遗余力的态度。(ppt
展示)

结合诗歌的写作背景以及曹操这时候的年龄，让学生明确曹
操最后“忧”的是天下尚未一统。

一、人生苦短：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二、求贤不得：亲亲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三、功业未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ppt展示)

一、引用《诗经》成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呦呦
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二、比喻：明月比喻人才;乌鹊南飞的形象比喻当时贤士四处
奔走



三、引用典故：周公吐哺，天下归心。(ppt展示)

这部分是学生比较难理解的部分，根据课堂学生的理解情况
进行适当调整。

最后让学生齐读课文，对课堂进行小结。

文档为doc格式

高中短歌行教学设计篇六

1、有感情地朗读诗歌并背诵全文。

2、感受诗人“忧”的情感基调和理解为何而“忧”。

1、背诵全诗。

2、理解分析诗人的情感态度。

1、诗中引用典故和引用《诗经》句子的艺术手法。

提出问题让学生思考自行说出自己最喜欢三国中的哪个人物，
并简单说说自己喜欢的原因。从而引出对《短歌行》作者曹
操的介绍。

曹操，字孟德，东汉末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
在文学上有重要的成就，他能文善武，文章风格清峻，简约
严明。他的诗歌现存二十多首，大都采用乐府旧题，明显地
表现出对汉代乐府的继承。著有《曹操集》。(ppt展示)

在此也让学生谈一谈自己原本印象中对于曹操的看法。

首先简单地介绍一下三国中著名的战役赤壁之战，进而引出
曹操当时写作这首《短歌行》时候的相关历史背景：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曹操率大军南下，列阵长江，欲一举
荡平孙权势力。这年冬天十一月十五日夜。皎月当空，江面
风平浪静。曹操乘船查看水寨，后置酒宴请诸将。酒至兴处，
忽闻鸦声望南飞鸣而去。曹操感此景而横槊赋诗，吟唱了这
首千古名作——《短歌行》。(ppt展示)

1、先播放课文录音，并提出问题：“这首诗的诗眼是什
么?”

明确：诗歌的诗眼是“忧”，诗人的情感焦点是“忧”。(ppt
展示)

2、请学生回答诗中哪些句子含有“忧”字?

明确：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ppt展示)

3、进一步提出问题，既然诗人的情感焦点是“忧”，那诗
人“忧”的究竟是什么呢?

1、让学生带着问题齐读诗歌，然后对学生读错的字词进行纠
正，借此也对文中的重点字词的读音进行讲解。

2、分部分对诗歌进行讲解：

(1)“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
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对重点字词进行讲解，帮
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诗歌。从而提出问题，从这部分中可以看
到诗人“忧”的原因是什么?请学生进行回答，然后教师进行
引导补充。



明确：借酒抒情，以悲凉的情调感叹时光易逝，人生短
暂。(ppt展示)

(2)“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
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部分引用《诗经》中
句子是难点，要对学生进行引导和介绍，使学生能够有明确
的理解，知道曹操引用这些诗句是为了表达自己对于贤才的
渴望。

明确：抒发对贤才的渴望，表明自己对嘉宾的礼遇。(ppt展
示)

明确：继续写思念贤才的渴望，写“忧思”的原因。(ppt展
示)

(4)“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
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该部分讲解曹操引
用“周公吐哺”的典故，引导学生得出诗人在这一部分
用“乌鹊南飞”同样是用来比喻贤才。

明确：表明诗人虚心纳士，竭尽诚心，不遗余力的态度。(ppt
展示)

结合诗歌的写作背景以及曹操这时候的年龄，让学生明确曹
操最后“忧”的是天下尚未一统。

3、诗人“忧”的原因有：

一、人生苦短：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二、求贤不得：亲亲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三、功业未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ppt展示)



4、艺术手法：再前面对诗歌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简单的总
结

一、引用《诗经》成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呦呦
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二、比喻：明月比喻人才;乌鹊南飞的形象比喻当时贤士四处
奔走

三、引用典故：周公吐哺，天下归心。(ppt展示)

这部分是学生比较难理解的部分，根据课堂学生的理解情况
进行适当调整。

最后让学生齐读课文，对课堂进行小结。

高中短歌行教学设计篇七

作家介绍：曹操，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州)
人，东汉末年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罗贯中《三国
演义》将其刻画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京剧脸谱
也将曹操勾成白脸，这与历史的真实面目颇有出入。实际上，
曹操雄才大略，“外定武功，内兴文学”，对历史的发展有
不可泯灭的功勋。

作为政治家：曹操初举孝廉，任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后
在镇压黄巾起义和讨伐董卓的战争中，逐步扩充军事力量。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为衮州牧，分化、诱降青州黄巾军的
一部分，编为"青州兵"。建安元年(196年)，迎献帝都许(今
河南许昌)。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先后削平吕布等割据
势力。官渡之战大破河北割据势力袁绍后，成为北方势力最
强的军阀，并逐渐统一了中国北部。建安十三年，进位为丞
相，率军南下，被孙权和刘备的联军击败于赤壁。封魏王。
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太祖武帝。他在北方大力屯田，兴修



水利，解决了军粮缺乏的问题，对农业生产的恢复有一定作
用;几次下《求贤令》，打破当时以德行和家世为用人标准的
惯例，任人唯贤，罗致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当时四方知名
的文士几乎网罗无遗，而具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更是济济
一堂。

作为军事家：实践方面，指挥了官渡之战，是中国历史上著
名的以弱胜强的战例。理论上，著有《孙子略解》、《兵书
接要》等书。

作为文学家：曹操精音律，善诗歌，即使在鞍马劳顿中，也
常常横槊赋诗，随章命题。他的诗歌内容其诗内容较为丰富，
风格苍劲悲凉。有反映战乱和民生疾苦的《蒿里行》等;有反
映个人政治抱负的《短歌行》;有写景的《观沧海》和抒情的
《龟虽寿》等。

他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招集当时的许多著名文人，集中在邺
下，公讌倡和，形成一个文学集团。曹操自己的文学路线和
写作态度对于其他作家起着更具体的领导和倡导作用，促进
了建安文学的繁荣。

学习新课。

1、朗诵课文。

2、整体感知：全诗反复出现一个“忧”字，诗人“忧”什
么?

明确：人生短暂、人才难求。

3、具体分析诗歌。

第一节：作者把人生短暂以“朝露”来比，“朝露”这个意
象，在古诗文中有特定的含义，即：生命短促易逝，如“人



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曹植《赠白马王彪》)“浩浩阴
阳移，年命如朝露。”(《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

讨论：忧人生短暂，因而作者借酒浇愁。这样一来，全诗的
基调是不是消极的、低沉的?

明确：不然。作者的这种忧思，源于内心的焦急。正因人生
短暂，才更渴望招纳贤才、为已所用，建功立业。

第二节：这一节八句中只有两句是作者自己写的。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这一句出自《诗经?郑风?子衿》，
原是一首女子思念男子的情诗，曹操将之嫁接到这里，浑然
天成、天衣无缝地表达了对贤才的渴求。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四句选自
《诗经?小雅?鹿鸣》。“雅”是宫廷乐曲歌辞，《小雅?鹿鸣》
诗表现的是天子宴请群臣的盛况和宾主之间融洽的温情。选
句意为“野鹿呦呦不停叫，在那野外食青苹。我有高贵佳宾
客，吹笙鼓瑟悦宾朋。”这四句诗信手拈来，却与全诗融为
一体，说明贤才若来投奔于已，必将极尽礼节招待他。

第三节：-“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字面意为“天上那明亮
皎洁的月亮，什么时候才可以摘取呢?”这里运用了比喻的手
法，将贤才哈为明月，恰如其分地表达渴望贤才来归的心意。
而在这还没有实现的情况下，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这四句诗仍是写“忧”，从情感上照应第一节。

“越陌度阡”四句句意呼应第二节，仍是想象贤才归已时的
欢快场面。

第四节：“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四
句是自然环境描写。相传这首诗写于曹操与孙权对战前夕，
曹操在长江边宴请诸将，其实月近中天，使诗人豪兴大发。



同时这也是社会环境描写。可理解为连年战乱，百姓流离失
所;也可理解为在三国鼎立的局面下，有些人才犹豫不决，彷
徨不知何去何从。似乎后者更贴切一些，因为诗歌最后四句
又一次吐露诗人的心志：“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
天下归心。”“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化用《管子?形解》的
话，用比喻手法说明自己渴望多纳贤才。“周公吐哺”是出自
《史记?鲁周公世家》的一个典故。周公是周文王之子，武王
之弟，在历史上素有礼贤下士之令名，曾“一沐三握发，一
饭三吐哺”，曹操在这里以周公自比，是说自己也有周公那
样的胸襟，一定会热切殷勤地接待贤才，使天下的人才都心
悦诚服地归顺。

总结：此诗气格高远，感情丰富，是诗人内心世界的真实写
照。诗中，诗人以感人的真诚和慷慨悲凉的情感咏叹了生命
的忧患、生命的悲剧。以貌似颓放的意态来表达及时进取的
精神，以放纵歌酒的行为来表现对人生哲理的严肃思考，以
觥筹交错之景来抒发心忧天下和渴慕人才之情。全诗以感慨
开始，继之以慷慨、沉吟，再继之以忧愁、开朗。一忧一喜，
忽徐忽急，以如歌的行板倾诉了作者慷慨激昂的情怀。

高中短歌行教学设计篇八

曹操，字孟德，三国时期政治家、军事家、诗人。他“御军
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
赋”。他以具有个性特色的古直悲凉的诗句，抒发他政治家、
军事家的抱负和胸襟，慷慨悲歌，雄伟壮阔，形成了自己独
特的诗歌风格，正如前人所说“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
《短歌行》正是这种风格的代表作品之一。曹操《短歌行》
有二首，这是第一首。

二、解题

在汉末动荡丧乱、分裂割据的社会里，曹操以统一天下为己
任，因而渴望贤才，“唯才是举”，以成就其大业。他曾多



次下令求贤，这首《短歌行》其一也可以视为形象的求贤令。
其诗通过宴会的歌唱生动地直抒“忧思难忘”的胸臆，显现
出他为实现“天下归心”的政治抱负而产生的求贤若渴的心
情。

三、反复诵读，总体把握

1、指导朗读

2、思考：全诗可分为几层？概括每一层的内容。

全诗分为四节，首八句为第一节，写人生有限，诗人苦于得
不到众多贤才来同他合作，一道抓紧时间建立功业。

次八句为第二节，诗人两次引用《诗经》成句来表现求贤思
想：一则求之不得而沉吟忧思，再则求之既得而以笙瑟酒宴
加以款待。

再次八句为第三节，前四句写愁苦，后四句设想贤才到来，
分别照应前两节。

最后八句为第四节，先以情景启发贤才，要他们择善而栖；
后则披肝沥胆，表白自己能容纳贤才，使天下归心统一。

四、研读

（1）“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
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欢宴之际，感到年华易逝，慨叹人生短暂如朝露易干。这是
表现及时行乐的思想吗？

不是，这与诗人求贤未得、功业未就有密切关系。建安时期
的作家，常常感到人生短暂，不能及时建功立业，曹操如此，
他的儿子曹植也如此，曹植《求自试表》云：“常恐先朝露，



填沟壑，坟土未干，而身名并灭。”又是一例。此诗三次写
到忧，曹操《秋胡行》云：“不戚年往，世忧不治。”年岁
的流逝本不足过于伤心，令人担忧的海内未定、功业未成，
而盛年消逝，情不自禁地发出感慨，发出深藏于内的“忧思
难忘”的心声。所以，此诗的情调苍茫悲凉，但诗人的情绪
并不低弱，表现的仍然是奋发进取的精神。

（2）“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
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不累赘。相反却简约而贴切地表现了他复杂的思想感情，在
语言风格方面也显得古朴、苍劲而自然。引用《子衿》说自
己求才不得而沉吟忧思；引《鹿鸣》说自己求才已得而笙簧
酒醴。特别是引用《鹿鸣》四句，对表现他的胸襟抱负尤为
恰当。原诗中以鹿食苹草并呼朋引伴共食，来兴周王有酒食
与臣共享，而臣子莫不皆来，且以琴瑟乐之，故嘉宾皆因我
敬宾如是而爱好我，这就是先王的至美之道。引此诗表现曹
操以恳笃诚实之心，渴求贤才，既得贤才，必待之以礼，予
以重任，而贤士必定竭力辅佐以成大业。这样的引用来表现
他迫切而复杂的心境和愿望，完全切合他的身份、志向和处
境。

（3）“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
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引用后进一步反复抒发思慕贤才之情。“明明如月，何时可
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承接《子衿》，以明月不可掇
为比兴，从人才难得，进而抒发内心求贤不得的无穷忧
虑；“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承接
《鹿鸣》，率直表述对已来的贤才，必当推心置腹，欢宴款
待的深情厚谊。这样的匠心独运，运用自如地把《诗经》诗
句融合于自己的简朴苍劲而自然的诗句中，浑然一体，不着
痕迹，不仅倾诉思慕之情，情真意切，更显得其胸襟的壮阔
和气魄的宏伟。



（4）“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
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这两章分别从贤士择主和明主求贤的角度，把全诗推入更高
境界。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以乌鹊比
喻贤士，意谓他们都在寻找依托，但哪里才是他们的依托之
所呢？就当时的社会情况而言，“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
天下三分，士不北走，则南驰耳。分奔蜀、吴，栖皇未定”。
这四句以生动的乌鹊南飞的形象比喻当时贤者四处奔走，流
露出诗人惟恐贤才不来归附的深深忧虑。

从明主求贤来说，怎样才能广招天下之士呢？“海不辞水，
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
成其众。”曹操先化用管仲语意，表明王者不却众庶，方能
成其大业；然后以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
天下之士”的典故，表明要像周公那样诚挚虚心地对待贤士，
从而得到天下人的衷心拥护。

四句分用两典的作用？

贴切自然地表现了为达到“天下归心”的雄伟目标而渴求贤
才的深厚沉郁的心情，从而突出全诗的中心。这样结尾，更
振起全篇，把上文所写的“人生几何”的感叹、“慨当以
慷”的情绪、“忧思难忘”的心境以及反复倾诉的思慕贤才
的诚恳之情，通贯起来，谱成为千古传诵的慷慨悲凉的浩歌。

五、布置作业：

课后练习二背诵《短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