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高二语文醉花阴教案设计与反
思(通用8篇)

高一教案应充分考虑学生的个性差异，促进他们全面发展。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收集的初一教案范文，希望能够对大
家的备课工作有所启发。

高二语文醉花阴教案设计与反思篇一

一、教学目标

四、教学过程

(一)导入

(三)主题探究

那么小说通过这样一个故事，要反映一个怎样的主题呢?

《炼金术士》的作者保罗q戈埃罗曾经说过“每一次寻梦都以
创始者的运气开始，又总以对征服者的考验结束。”“当你
全心全意梦想着什么的时候，整个宇宙都会协同起来，助你
实现自己的心愿。”“实现自己的天命是人们唯一的义
务。”

1、探究一：什么是“天命”?哪些力量帮圣地亚哥实现梦想?

明确：“天命”就是一个总梦想去实现的事情

明确：吉普赛老妇人要求得到圣地亚哥找到的财宝的十分之
一;

特点：陡转，出人意料。



表达效果：与中间的步步铺垫不同，小说的结尾显得出人意
料。好象《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已经历尽众多劫难取得真
经，佛祖却算得他们还欠一难，怕这经取得容易了，又将他
们降下云端，再经考验。上帝也一样没有让圣地亚哥在金字
塔下直接挖到宝藏，非但如此，圣地亚哥还被一群难民暴打
并洗劫一空，但他却从一个不肯相信自己天命的难民口中知
道了财宝的真正埋藏地。富有意味的是，原来圣地亚哥长途
跋涉、九死一生寻找的财富就在他自己的国家西班牙。但如
果他没有向着梦想出发过，他的一生就注定了只能是那个普
通的牧羊人。小说运用结局的陡转，为主题添了最后也是最
重要的一笔闪光点，让小说的这里意味更加浓厚。

4、探究四：结合文章内容，联想自己的生活实际(可结合自
身的弱点)在下面空格处填上一句话使其具有一定的哲理意味，
并陈述理由：

1、作者运用了哪些写作的.手段来形成小说的主题的?

明确：象征手法的运用--主题的寓言性

(象征――通过某一特定的具体形象间接地表现某种概念、思
想和感情。它要求象征之物和被象征之物有某种相似的特点，
能使人引起由此及彼的联想。象征往往是对比喻等多种修辞
格的综合运用，它可以贯穿全篇，也可以只用于某些章节。)

2、小说中都有哪些象征呢?

(寓言――一种文学样式，通过具体的故事来表达了抽象的哲
理，往往含有讽喻或劝诫之意。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一般具
有象征的意义，其深层含义需要读者自己思考体会。)

(五)课堂总结

这是一篇侧重通过事件来表现主题的小说。主人公牧羊少年



圣地亚哥在寻梦的过程中成长。它启示人们，梦想是一切幸
福的基础，而实现梦想的过程是一个万分艰难的过程，会经
受种种考验，需要勇气、热情、执著、智慧。

(六)哪些语言蕴含深刻哲理，你需要理解上的帮助，提出来
大家一起讨论。

语言难点示例：

(1)“如果每天都变得一模一样，那是因为人们不再能感受到
美好的东西，但只要太阳穿越天空，人们的生活中就总会出
现美好的东西。”

(2)“我们只是担心失去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无论是我们的
生命还是我们的土地。但是，当我们领悟到我们生命的进程
和世界历史的进程都是由同一只手所写时，这种担心就会消
失。”

(3)“一个人越是接近梦想，天命就越加变成他生存的理
由。”

(4)“幸福的秘密在于欣赏世界上所有的奇观异景，同时永远
不要忘记汤勺里的两滴油。”

(5)“因为地球上有一个真理，当你真心梦想着什么的时候，
你最终一定会成功。”

(6)“要注意那个让你流泪的地方，那是我的所在之处，也是
你的财宝的所在之处。”

(7)“爱将永远不会让一个人逃离自己的天命。”

(8)“任何一个人都能在自家的后院里建一座金字塔。”

(七)拓展题：



2、对于年轻人来说，未来是一个仙境。――塞拉

4、人的活动如果没有理想的鼓舞，就会变得空虚而渺
小。――车尔尼雪夫斯基

补充资料：作者简介

(1)“这是一部激发灵感的奇妙作品，令人心旷神怡。这个寓
言故事包含精神追求和人生之谜，是令人激赏的敏锐与灵魂
深层力量的美妙结合”。

(2)“这是一部最温柔最优雅的故事，是书籍中最难的的珍宝。
那些在生命的旅程中真诚地追寻自己使命的人，一定会被此
书拨动心灵深处的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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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目标：

1、反复诵读，流畅背诵，感知本词的景物描写方法。

2、了解柳永在词史上的地位。

3、掌握词的一些基本常识。

二教学重点：

1、柳永对慢词长调的开创意义。

2、本词景物描写的方法。

三教学难点：

1、数量词运用所体现的风格。



2、景物描写中白描、铺叙手法。

四教学方法：

诵读法、讨论法、点拨法

五参考书目：

1、《中国文学史》(三)，游国恩等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2、《唐宋词名篇讲演录》，王兆鹏著，广西大学出版社

3、《中国古代诗词精品赏读丛书：柳永》,赵长征编著，五
洲传播出版社

六课时安排：

两课时

七教学过程：

第一环节：口语训练

(一)导语：

晏殊是北宋前期的代表性词人，写了很多婉约曲致、歌咏升
平的词作。14岁入朝后，历任要职，官至仁宗朝的宰相，生
平喜爱文学，又喜欢荐拔人才。北宋诗人张舜民写了一本笔
记叫《画墁录》。书中的第一卷里说，柳永第一次赴汴京预
备参加科举时，流连于花街柳巷，没能考取功名，他写的
《鹤冲天》中有一句词“忍将浮名，换了浅吟低唱”得罪了
仁宗皇帝，很长时间内吏部不让他升迁。柳永就去找同是词
人的当朝宰相晏殊，希望能拉他一把。但晏殊却讽刺他
作“彩线慵拈伴伊坐”之类的情词，和当时的“深斥浮艳虚
华之文”的仁宗皇帝一样，鄙视他的俚俗浮艳的词风，自然



不肯帮他。不过这个晏殊是个非常有诚信的人，七岁能文，
被誉为神童。十四岁参加科举考试时，宋真宗召见了他，让
他和进士们一起在朝廷接受面试。晏殊在会试中看了题目后，
向皇上奏道：“臣十天前已做过这篇文章，草稿尚在，请圣
上另命一题。”皇上赞其诚实，当众赐同叔进士出身。正是
他的诚实获得了皇帝的信任，也最终帮助他官场上的升迁。
我的故事讲完了，下面把时间留给发言的同学。

(二)口语表达：

一、词的基本常识：

按字数多少可分为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90字)、长
调(91字以上)

按段的多少可分为单调、双调、三叠、四叠等(词的段落
叫“阙”或“片”)

按作家的流派风格可分为豪放派和婉约派(豪放派的主要作家
有苏轼、辛弃疾等;婉约派的主要作家有柳永、秦观、李清照、
周邦彦、姜夔等)

二、作者生平及创作：

柳永(987?—1055后)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
排行第七，人称“柳七”，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徙居崇安
(今福建)。祖父柳崇，以儒学名，父柳宜，曾仕南唐，为监
察御史，入宋后授沂州费县令，官终工部侍郎。永少时流连
于汴京，在秦楼楚馆中恣情游宴。后曾西游成都、京兆，遍
历荆湖、吴越。景佑元年(1034)登进士第，历任睦州团练推
官、馀杭令、定海晓峰盐场监官、泗州判官、太常博士，终
官屯田员外郎，世称“柳屯田”。晚年流落不偶，卒于润
州(今江苏镇江)。为人放荡不羁，终身潦倒。《宋史》无传，
事迹散见笔记、方志。善为诗文，“皆不传于世，独以乐章



脍灸人口”。作为北宋第一个专力作词的词人，他不仅开拓
了词的题材内容，而且制作了大量的慢词，发展了铺叙手法，
促进了词的通俗化、口语化，在词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柳永是宋代词坛上最为流行的词作家。当时有“凡有井水饮
出，即能歌柳词”的说法，对后世词家、金元戏曲、明清小
说都有重要影响。

柳永的词集《乐章集》流传于世，存词二百余首。这些词作
大致分为三类：

在两宋词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大凡名作，往往有本
事，本事包括创作过程的故事和传播过程的故事。宋人罗大经
《鹤林玉露》里记载，《望海潮》词传到金邦，金主完颜亮
听到之后，欣然有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头
鞭渡江之志”，激发了他要占领南宋的决心。一首词竟引发
一场战争，这种传说可能不甚可靠，但至少说明这首词的传
播之广，影响之大。

刚才说的是这首词传播中的故事，其实这首词在创作中，也
含有柳永个人的目的。这首词的创作本事是，柳永不得志，
到处飘泊流浪，寻找晋升的途径，希望有人能提拔他。柳永
到杭州后，他的老朋友孙何正在当杭州太守，但孙何的门禁
甚严，柳永是一介布衣，没办法见到孙何。柳永没有法子，
只好写了这首词，请了当地的一位著名的歌女，吩咐她说，
如果孙何在宴会上请她唱歌，她不要唱别的，就唱这首《望
海潮》。后来，这位歌女在孙何的宴会上，反复地唱着首词，
孙何就问这首词的作者，歌女说是你的老朋友柳三变写的，
那时柳永还没有改名。孙何就请柳永吃了一顿饭，把他打发
走了，后来也没有怎么提拔他。由这个故事来看，这首词是
一首干谒词，目的是请求对方为自己举荐。

四、整体感知：

(1)通过老师范读、学生齐读和自由读对本词进行整体感知。



(2)结合课文的注释和老师的讲解了解词的大意。

(3)同学讨论，老师点拨，分阙赏析：

1、师：上阙写了什么?

明确：描写杭州的自然风光和都市的繁华

明确：写杭州人民和平安静的生活景象

明确：没有，在歌咏太平盛世、湖光胜景的作品中，此词的
气格高华。

五、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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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树立尊师重教的思想，培养谦虚好学的风气。

二、掌握、积累“师”１个文言常用实词；

学习“之、其”两个文言虚词；学习、复习本文其他文言虚
实词。

三、学习名词、形容词的意动用法。

四、掌握有关“说”的文体知识。

一、本文的教学目的；

二、作者介绍、解题；

三、有关词的读音、单音词和双音词、古今异义、重点文言



虚实词的意义和用法；

四、意动用法。

一、作者简介：

韩愈（７６８一8２４）字退之，唐代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
人，著名文学家、哲学家、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因为昌黎
（现河北省昌黎县）韩氏是望族，所以后人称韩愈为韩昌黎，
后世又称他为韩文公。他幼年贫穷，刻苦自学，２５岁中进
士，２９岁以后才任宣武节度使属官，后来任国于监祭酒、
吏部侍郎等职，中间曾几度被贬。

韩愈著有《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其中有许多为人们所传
诵的优秀散文。他的散文，题材广泛，内容深刻，形式多样，
语言质朴，气势雄壮，因此后世尊他为唐宋八大家（韩愈、
柳宗元、欧阳修、苏询、苏拭、苏辙、曾巩、王安石）之首。

二、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实际是以复古为名的文风改革运动，他和柳宗元
一起提出“文以载道”、“文道结合”的观点，主张学习先
秦、两汉“言之有物”、“言贵创新”的优秀散文，坚决摒
弃只讲形式不重内容华而不实的文风。本文第四段他赞扬李蟠
“好古文”，就是指爱好他们倡导的那种古文、韩愈用他杰
出的散文影响文坛，还热情地鼓励和指导后进写作古文。经
过他和柳宗元等人努力，终于把文体从六朝以来浮艳的的骈
文中解放出来，奠定了唐宋实用散文的基础。

三、写作背景

《师说》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是他三十五岁时在长安任国子
监博士时写的。柳宗元很推崇这篇文章，在《答韦中立论师
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



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
（端正容貌）而为师，世界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
言辞，愈以是得狂名。”由此可见，《师说》是针对时弊而
写，作者在文中阐述了老师的`作用和标准，从师学习的重要
性和从师应持的态度，提倡能者为师，不耻下问，教学相长。
这些精辟的见解突破了孔子学说的框框，具有进步意义。

四、文体

“说”是一种议论文的文体，可以先叙后议，也可夹叙夹议。
“说”比“论”随便些。

初中学过的《捕蛇者说》、《马说》等等都属“说”一类文
体。“说”，古义为陈述和解说，因而对这类文体，就可
按“解说……的道理”来理解。所以《师说》，即“说师”，
意思是解说关于“从师”的道理，刚才说过，当时社会风气
不重视从师之道，认为从师学习是可耻之事。韩愈写这篇文
章赠给他的学生李蟠，其目的就是抨击时弊，宣扬从师的道
理。

五、生字

六、古今异义字（学生发言讨论，教师然后展示课件）

七、“师”的用法（学生发言讨论，教师然后展示课件）

八、“之”的用法（学生发言讨论，教师然后展示课件）

九、“其”的用法（学生发言讨论，教师然后展示课件）

十、意动用法（学生发言讨论，教师然后展示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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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了解诗人杜甫的有关常识;

2、掌握由诗歌意象品味诗歌意境的技巧;

过程与方法：

3、掌握诗歌吟诵的基本方法，学习鉴赏诗歌的方法步骤;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4、赏析情景交融的艺术特点，感受诗人深沉的苦痛和忧思;

【教学重点】品读诗歌的语言，分析诗中的形象特征，体味
诗人的情感。

【教学难点】赏析情景交融、气象宏伟的艺术特点，感受诗
人深沉的苦痛与忧思。

【教学时数】

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激情导入：

同学们，我先给大家讲个故事，大家要认真思考，听出这个
故事渲染的是怎样一种情境，并希望大家把故事的中心用简
明、连贯的语言记录下来。



一千二百多年前的一个秋天，重阳节前后，在夔州，长江边
上，秋风凛烈地吹着，吹得万木凋零，漫山遍野是衰败、枯
黄的树叶。江水急剧地翻滚，孤鸟在空中久久地盘旋，远处
还不时传来几声猿的哀鸣。这时，有一位老人，衣衫褴褛，
蓬头垢面，步履瞒珊，跃跌撞撞地朝山上走来，他疾病缠身，
有肺病、疟疾、风痹。而且“右臂偏枯耳半聋”了。

重阳节，是登高祈求长寿的日子。可是，这位老人，一生坎
坷，穷困潦倒，似乎走到生命的晚秋。此时，国家正处在战
乱之中，他远离家乡，孤独地漂泊。面对万里江天，面对衰
败的枯树，老人百感千愁涌上心头，写下了一首“七律之
冠”：

(师深情地朗读)

风急天高猿啸哀，绪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
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
新停浊酒杯。

二、通过鉴赏对仗工整的形式美，来指导诵读、背诵。

——请同学以诗中的某一联为例，研讨对仗工整的形式美。

例句：首联不仅上下两句对，而且还有句中对，上句天对风，
高对急;下句沙对渚，白对清，对仗极其工整。

律诗，从格律上说，只要求颔联、颈联对仗。经过仔细玩味，
该诗则“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全
诗八句皆对，显出工整有致的形式美。因此，同学们在诵读
或背诵时应注意体会这一点。



高二语文醉花阴教案设计与反思篇五

教学目标：

1、基础知识目标：章法、气象、基调；

2、思想教育目标：了解李白的放达；

3、能力培养目标：结合诗歌内容进行的诵读要求。

教学重点：

散文化诗句欣赏。

教学难点：

诗歌内容的鉴赏。

教学类型：

鉴赏课。

电教或实物展示手段：推荐《全唐诗》光碟和《大唐诗录》
光碟，并请学生介绍自己有否类似电子产品。

教学过程与步骤：

学生读诗（至少3遍）

鉴赏要点

清代诗评家沈德潜曾这样评论这首诗：“笔阵纵横，如虬飞
蠖动，起雷霆于指顾之间。”（《唐诗别裁》）这段话既形
象而又概括，涵盖的内容很多，但主要是指章法灵活、气象
宏伟而言。兹分述如下：



先说章法。

诗人创造性地继承了古代民歌中常见的复沓形式（又称反
复），主旨句凡三见：开头、中间、结尾各出现一次。这并
非简单的重复，因为它每出现一次都给读者带来新的启示，
由此自然形成了以主旨句贯穿始终、内容层层深入的格局，
使人产生一叹之不足而至于再，再叹之不足而至于三的感受。
这样的章法可称灵活巧妙，也就是沈德潜说的“笔阵纵横，
如虬飞蠖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主旨句的每一次出现，或前或后总有一
个提示内容的“副句”伴随着它，跟回旋曲的主部之后还有
一个副部颇有几分相似。具体地说，诗的开头是副句在前，
主旨句在后。副句“噫吁嘻！危乎高哉”写诗人仰望蜀道时
发出的感叹，突出地表现了蜀道的高不可测，正是为下文写
太白鸟道、天梯石栈、高标回日、扪井历参等张本。诗的中
间则是主旨句在前，副句在后。副句“使人听此凋朱颜”颇有
“谈虎色变”之叹，意在说明蜀道是“畏途”，不可轻易前
往；此句有钩连前、后两层内容的作用，前一层说蜀道凄凉
万状，后一层说蜀道极其险恶——这些都是旅游者心理上难
以承受的。结尾也是主旨句在前，副句在后。副句“侧身西
望长咨嗟”既形象地概括了上文说的剑阁形势之险和蜀中战
祸之烈，又跟开篇“噫吁嘻！危乎高哉”一句相照应，更显
得意味深长，以此结束全诗，可以使读者兴无穷之叹，
将“蜀道之难”的全部内容概括无余。

主旨句的重复出现及其副句的变化，不仅在诗的结构上有着
重要的作用，对全诗的基调的形成影响也很大，但这一点要
放到后面去讲。

再说气象。

读这首诗，如从画廊经过一般，一幅幅动人的画面接连不断
地出现在你的眼前，它们那阔大的意境，那逼人的气势，使



你怵目惊心，叹为观止。

“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在诗人的`想象中，
他仿佛将秦蜀之间重山叠岭千里不绝的图景一望无余。如此
雄奇的地貌，真是罕有其匹啊！

“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16个字就将民
间传说中关于五丁开山的故事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出来，使我
们仿佛听到了五丁拽蛇时的大声呼喊以及随后一声使山河改
观的巨响，也仿佛看到无数勇敢的人在高山上开辟道路、架
设栈道的情形，不禁要赞叹神力和人工的伟大！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这是诗人
想象自己在蜀道中的所见：当仰望眼前的最高峰时，他看见
六条龙拉着的太阳车被挡住，不得不绕道而行；再俯视下面，
只见波涛汹涌的急流为大山所阻而激起无数的漩涡——这幅
画又是多么神奇而美妙！

“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这是诗人设想自己沿着
盘山道攀登青泥岭的情形。

“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这是写登上顶峰以
后的情形。——这很像一组摇镜头，而有趣的是后一幅：诗
人从星星中间穿过，有时还好奇地触摸它们，看看是个什么
样子。这是何等奇特的想象！

“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
空山。”这是诗人设想游者在途中所见到的景物。画面是凄
清的：鸟鸣，使山林显得更加幽静，像原始森林一样荒寂无
人。跟此前的画面相比，色调是变了，也表现了蜀道景物的
多样，但气氛是逼人的，使人感到孤寂得可怕。

“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虺，砍
崖转石万壑雷。”这是一幅极其惊险的画面，与上文着重写



蜀道之高不同。连峰绝壁，砍崖转石，都会危及游人的生命，
使人望而生畏，闻而心惊，故下文云“其险也如此”。

如此多的画面此隐彼现，其境界之阔大，自不待言；且无论
写山之高，水之急，河山之改观，林木之荒寂，连峰绝壁之
险，皆有逼人之势，其气象之宏伟，确非他人之可及。再从
总体来看，其变化之速，愈变愈奇，又往往出人意料，使人
目不暇接，故沈德潜云“起雷霆于指顾之间”，岂虚语哉！

最后说说这首诗的基调。

这首诗以主旨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贯穿始终，已经
显示了它的咏叹基调。统观全诗，诗人之叹有三：一叹蜀道
之高，二叹蜀道之险，三叹蜀中战祸之烈。这三叹其实也蕴
含在诗人的具体描写和抒情直白中。例如“黄鹤之飞尚不得
过，猿猱欲度愁攀援”，这是叹蜀道之高，因为黄鹤之飞至
高，猿猱动作最灵，二者皆不得过，人又何能翻越？再
如“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这是叹蜀道
之险，用劝游者的口吻写出，意味尤为深长。又如“朝避猛
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这是叹蜀中战祸之
烈，诗人用具体描写方式，再现了“争地以战，杀人盈野；
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的图景，有不
忍目睹之意。

一鉴于这首诗较长，且内容有一定难度，在教学之始不宜要
求学生背诵，所以先设计此题，而将背诵练习置于最后，体
例与本单元其余话课异。目的是使学生初步适应这首诗节奏
的变化，读出一点韵味来，不要把某些句子读成散文，这对
领会诗人炽烈奔放的感情和飘逸的风格极为必要。

这是一首杂言体诗，但跟其他诗人的这类体裁作品和李白的
另一些这类体裁作品（如《将进酒》《梁甫吟》《庐山摇寄
卢待御虚舟》等）相比，都有显著的不同。这不同就在于；
其中的某些句子（如练习中所列举的）如果孤立地看，确属



散文句。但我们不这样称它们，因为它们毕竟是诗的整体中
的一部分，只能说它们是散文化的诗句，或句法与散文近似。
这当然不能随意而为，没有李白那样的气概，那样的英才，
是驾驭不了的。

高二语文醉花阴教案设计与反思篇六

1、学习、欣赏作者以语言文字不珍现音乐形象的艺术手法。

2、体会作者对琵琶女身世的无限同情和共鸣。

教学重点

学习用文字表现音乐的艺术手法。

教学难点

感受“声中之情”。

教学步骤

一、导入听“曲”(播放音乐)

听一段琶琶曲《十面埋伏》对琶琶声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二、赏“声”

1、学生谈听后之感

2、白居易在听到一曲琵琶后是如何写下他的感受的?(直接进
入第二段的琵琶声部分)

3、诗人是如何用文字来描述音乐形象的?(师生同分析)

三、品“情”



提问设计：音乐是主人公内心情感的流露，那我们一起去体
会琵琶女的琵琶声中的“情”。

1、勾划出文中能体现“声中之情”的诗句。

明确：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
说尽主中无限事;别有幽愁暗恨生。

2、如何理解“无限事”、“平生不得志”、“幽愁恨
生”?(过渡到琵琶女的身世)

3、根据课文，学生先朗读，后讨论，理解“声中之情”。

明确：琵琶女是一卖艺之女，年轻时因美貌和超群的音乐才
华受众人瞩目。然年长色衰，才华无人赏识，下嫁商妇，独
守空船，故“平生不得志”、“恨生”是一种“怀才不遇”的
“惆怅”，“幽愁”是一种落漠和孤独。

四、识“知音”

设计提问：我们通过了解琵琶女的身世，才听出了她的曲中
之情，可是诗人却在知她遭遇之前就已听出了她的曲中之情，
为什么?(过渡到诗人的处境)

1、学生讨论。

2、明确：白居易是贬官，政治抱负不得施展，与琵琶女有相
同的“不得志”。

贬谪将辞行“醉不成欢惨将别”心情与琵琶女一样“幽愁”。

总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高二语文醉花阴教案设计与反思篇七

一教学目标：

1、反复诵读，流畅背诵，感知本词的景物描写方法。

2、了解柳永在词史上的地位。

3、掌握词的一些基本常识。

二教学重点：

1、柳永对慢词长调的开创意义。

2、本词景物描写的方法。

三教学难点：

1、数量词运用所体现的风格。

2、景物描写中白描、铺叙手法。

四教学方法：

诵读法、讨论法、点拨法

五参考书目：

1、《中国文学史》(三)，游国恩等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2、《唐宋词名篇讲演录》，王兆鹏著，广西大学出版社

3、《中国古代诗词精品赏读丛书：柳永》,赵长征编著，五
洲传播出版社



六课时安排：

两课时

七教学过程：

第一环节：口语训练

(一)导语：

晏殊是北宋前期的代表性词人，写了很多婉约曲致、歌咏升
平的词作。14岁入朝后，历任要职，官至仁宗朝的宰相，生
平喜爱文学，又喜欢荐拔人才。北宋诗人张舜民写了一本笔
记叫《画墁录》。书中的第一卷里说，柳永第一次赴汴京预
备参加科举时，流连于花街柳巷，没能考取功名，他写的
《鹤冲天》中有一句词“忍将浮名，换了浅吟低唱”得罪了
仁宗皇帝，很长时间内吏部不让他升迁。柳永就去找同是词
人的当朝宰相晏殊，希望能拉他一把。但晏殊却讽刺他
作“彩线慵拈伴伊坐”之类的情词，和当时的“深斥浮艳虚
华之文”的仁宗皇帝一样，鄙视他的俚俗浮艳的词风，自然
不肯帮他。不过这个晏殊是个非常有诚信的人，七岁能文，
被誉为神童。十四岁参加科举考试时，宋真宗召见了他，让
他和进士们一起在朝廷接受面试。晏殊在会试中看了题目后，
向皇上奏道：“臣十天前已做过这篇文章，草稿尚在，请圣
上另命一题。”皇上赞其诚实，当众赐同叔进士出身。正是
他的诚实获得了皇帝的信任，也最终帮助他官场上的升迁。
我的故事讲完了，下面把时间留给发言的同学。

(二)口语表达：

话题：同学们可就毅力这个话题，结合自己看过的某本书，
某个名人的名言、某个影视中的人物事迹，发生在同学中的
某个人或事作主题发言。



训练：请五六名同学上讲台，每个人作五分钟的主题发言。

点评：根据同学发言的情况，针对主题是否鲜明、语言是否
流畅，讲话是否有感染力，讲话的姿态等和同学们一起做个
点评。并现场打分，作为一项平时成绩。

第二环节：课文教学

一、词的基本常识：

(1)词的起源：词产生于唐，盛行于宋，在唐代广为流传，最
初是宋代的“流行歌曲“。词即歌词，指可以和乐歌唱的诗
体，即词是诗的一种。

词有很多别称，如“长短句”“诗余”“曲子词”“曲
词”“歌词”等。

(2)关于词牌和标题：词的标题是词内容的集中体现，它概括
词的主要内容;词牌是一首词词调的名称。

(3)词的分类

按字数多少可分为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90字)、长
调(91字以上)

按段的多少可分为单调、双调、三叠、四叠等(词的段落
叫“阙”或“片”)

按作家的流派风格可分为豪放派和婉约派(豪放派的主要作家
有苏轼、辛弃疾等;婉约派的主要作家有柳永、秦观、李清照、
周邦彦、姜夔等)

二、作者生平及创作：

柳永(987?—1055后)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



排行第七，人称“柳七”，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徙居崇安
(今福建)。祖父柳崇，以儒学名，父柳宜，曾仕南唐，为监
察御史，入宋后授沂州费县令，官终工部侍郎。永少时流连
于汴京，在秦楼楚馆中恣情游宴。后曾西游成都、京兆，遍
历荆湖、吴越。景佑元年(1034)登进士第，历任睦州团练推
官、馀杭令、定海晓峰盐场监官、泗州判官、太常博士，终
官屯田员外郎，世称“柳屯田”。晚年流落不偶，卒于润
州(今江苏镇江)。为人放荡不羁，终身潦倒。《宋史》无传，
事迹散见笔记、方志。善为诗文，“皆不传于世，独以乐章
脍灸人口”。作为北宋第一个专力作词的词人，他不仅开拓
了词的题材内容，而且制作了大量的慢词，发展了铺叙手法，
促进了词的通俗化、口语化，在词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柳永是宋代词坛上最为流行的词作家。当时有“凡有井水饮
出，即能歌柳词”的说法，对后世词家、金元戏曲、明清小
说都有重要影响。

柳永的词集《乐章集》流传于世，存词二百余首。这些词作
大致分为三类：

一类写羁旅行役内容的词。在柳永之前，并不是没有写羁旅
行役内容的词，但柳永是第一个大量创作羁旅行役的词作家。
他入仕之前，曾长期漫游;为官之后，又到过很多地方。根据
地方志和他的词作，他到过的地方有，汴京，杭州、洛阳、
长安……他的词常借用登临水的所见所闻，淋漓尽致地表现
一个落魄、不得志的文人的悲哀和感叹。如《八声甘州》相
对于五代多写闺阁闺风的词风，这种表达怀才不遇，失意痛
苦的作品可谓境界大开，将传统诗歌言志、缘情的功能移植
到了词的领域，这种词作也蕴含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打破
了五代词狭小的表现空间。

一类写城市的繁荣景象和市民的生活风尚。宋仁宗统治时期，
号称太平盛世，城市经济更是空前繁荣，汴京、杭州、苏州
等都是很繁荣的大都市。柳永是个颇具“市民意识”的作家，
他热爱这繁华富庶的都市生活，《乐章集》中有不少描写都



市繁华的词。《望海潮》(东南形胜)写杭州。这是一首最早
出现的，由文人创作的长调慢词，它形象地描绘出钱塘江的
秀美景色和繁华富庶。

一类描写男女情爱。柳永写了不少反映秦楼楚馆生活和男女
之情的'词作。其中有放纵的欢娱、俗艳的调笑，也有离别的
惆怅、真切的思念。这类作品鱼龙混杂，给他的声誉带来很
大的负面影响。尽管柳永的这类词作多为文坛上流所不齿，
但其中的佳作如《凤栖梧》(伫倚高楼风细细)、《雨霖
铃》(寒蝉凄切)得到他们的高度评价。

柳永一生都在烟花柳巷里亲热唱和，大部分的词诞生在笙歌
艳舞、锦榻绣被之中，当时歌妓们的心声是：“不愿君王召，
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
七面。”柳永晚年穷愁潦倒，死时一贫如洗，是他的歌妓姐
妹们集资营葬。死后亦无亲族祭奠，每年清明节，歌妓都相
约赴其坟地祭扫，并相沿成习，称之“吊柳七”或“吊柳
会”。

三、背景介绍

在两宋词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大凡名作，往往有本
事，本事包括创作过程的故事和传播过程的故事。宋人罗大经
《鹤林玉露》里记载，《望海潮》词传到金邦，金主完颜亮
听到之后，欣然有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头
鞭渡江之志”，激发了他要占领南宋的决心。一首词竟引发
一场战争，这种传说可能不甚可靠，但至少说明这首词的传
播之广，影响之大。

刚才说的是这首词传播中的故事，其实这首词在创作中，也
含有柳永个人的目的。这首词的创作本事是，柳永不得志，
到处飘泊流浪，寻找晋升的途径，希望有人能提拔他。柳永
到杭州后，他的老朋友孙何正在当杭州太守，但孙何的门禁
甚严，柳永是一介布衣，没办法见到孙何。柳永没有法子，



只好写了这首词，请了当地的一位著名的歌女，吩咐她说，
如果孙何在宴会上请她唱歌，她不要唱别的，就唱这首《望
海潮》。后来，这位歌女在孙何的宴会上，反复地唱着首词，
孙何就问这首词的作者，歌女说是你的老朋友柳三变写的，
那时柳永还没有改名。孙何就请柳永吃了一顿饭，把他打发
走了，后来也没有怎么提拔他。由这个故事来看，这首词是
一首干谒词，目的是请求对方为自己举荐。

四、整体感知：

(1)通过老师范读、学生齐读和自由读对本词进行整体感知。

(2)结合课文的注释和老师的讲解了解词的大意。

(3)同学讨论，老师点拨，分阙赏析：

1、师：上阙写了什么?

明确：描写杭州的自然风光和都市的繁华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东南形胜”，
是从地理条件、自然条件着笔写的。杭州地处东南，地理位
置很重要，风景很优美，故曰：“形胜”。“三吴都会”，
是从社会条件着笔写的。它是三吴地区的重要都市，那里人
众荟萃，财货聚集，故曰：“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这一句是对前两句的总结，因为杭州具有这些特殊条件，所以
“自古繁华”。下面就对“形胜”、“都会”和“自古繁
华”进行铺叙。

“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是对“三吴都会”
的展开描写。“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是
对“东南形胜”的展开描写。这里选择了钱塘江岸和江潮两
种景物来写。“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是对“钱塘
自古繁华”的展开描写。描写了两个方面：一是商业贸易情



况——“市列珠玑”，市场里摆满了珠宝等珍贵商品，用市
场上的珍宝，代表了商业的丰富、商业的繁荣;二是衣着情
况——“户盈罗绮”,家家户户都满是绫罗绸缎。“竞豪奢”，
又总括杭州的种种繁华景象。杭州的富庶当然不只这两个方
面，但这两者都是妇女常用的装饰用品，暗示城市的声色之
盛。

2、师：下阙些什么?

明确：写杭州人民和平安静的生活景象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写杭州西湖的湖
山之美。这既是进一步描写“东南形胜”，同时又是杭州人
游乐的背景。“重湖”，写湖本身，西湖有里湖和外湖;“叠
巘”，写湖岸，山峰重叠。西湖水碧山青，秀美异常，所以说
“清嘉”。“三秋桂子”照应“叠巘”二字，写山中桂
花。“十里荷花”照应“重湖”写水里荷花。红花绿叶，莲
子清香，也是很能体现西湖特点的景物。南宋杨万里
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三秋”，从
时间着眼;“十里”，从空间着眼。桂在秋季开花，莲在夏季
开花，写出了西湖不同季节的美景。

西湖不论任何季节、任何时间都是美的，所以就有游人去游
玩。接下来就写到“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
“羌管弄晴”写的是白天人们悠扬的笛声，“菱歌泛夜”写
的是人们晚上快乐欢快的歌声，“嬉嬉钓叟莲娃”是对前面
两句的总括，所以这一句写的是杭州人民的游乐。“千骑拥
高牙。乘醉听萧鼓，吟赏烟霞”写的是杭州官员的游乐，分
两方面写的，一是“乘醉听萧鼓”宴酣之乐，二是“吟赏
烟”山水之乐。是对地方官员的赞美，暗示这些官员与民同
乐。“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是对孙何的直接赞美，
也在本词的结句说明投献的用意。



3、本词的是怎样铺叙和赞美杭州的富庶、魅力?

明确：从词的构思上看，“形胜”和“繁华”是词眼。“形
胜”是自然环境的美;“繁华”是经济的繁荣发达。“烟柳画
桥，风帘翠幕。”“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
涯。”表现的都是杭州优美的自然景观。“市列珠玑，户盈
罗绮，竞豪奢。”“参差十万人家”表现的是杭州经济的繁
荣。

4、本词中的数量词的运用有什么特色?

明确：词中数量词的使用尤见匠心，“三吴都会”、“十万
人家”、“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前骑拥高牙”等，
或实写，或虚写，或夸张，营造出高迈豪放的气势，整首词
所表现出来的博大豪迈的格调，已接近于苏轼所开创的豪放
词风。

5、作为一首投献之作，这首词是否表现出低三下四的奴颜婢
膝?

明确：没有，在歌咏太平盛世、湖光胜景的作品中，此词的
气格高华。

五、作业

1、仿本词写一首胜地胜景的词。

2、背诵《望海潮》(东南形胜)。

第三环节：

高二语文醉花阴教案设计与反思篇八

教学目的：



1、学习本文“破”“立”结合、正反对比的写法。

2、理解本文的中心论点，并用自己的话加以表述。

3、了解课文尊师重道的深刻内涵，感悟作者抨击时弊、坚持
真理的精神。

教学重点：

“破”“立”结合、正反对比的写法。

理解本文的中心论点及论证过程。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二、作者简介。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祖籍河
北昌黎县，所以后人称他为“韩昌黎”。他二十五岁中进士，
二十九岁以后才登上仕途，累官至吏部侍郎。他先后做过四
门博士、国子博士、国子祭酒，直接从事教育和教学工作。
凡经他教授、指点过的学生，皆自称韩门弟子，足见韩愈是
唐代一位很有影响的教育家。他还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
他反对魏晋六朝以来浮华艳丽的文风，竭力主张“文以载
道”，提出了“惟陈言之务去”、“辞必己出”的口号，对
当时和后世的影响极其深远。韩愈不仅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
袖，而且也是杰出的散文作家。著有《昌黎先生文集》四十
卷，其中有许多为人们所传诵的优秀散文。他的散文，题材
广泛，内容深刻，形式多样，语言质朴，风格刚健，气势雄
壮，后世尊他为“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



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之首”。

三、解题。

《师说》是韩愈的代表作之一，是他三十五岁时在长安任国
子博士时写的。“说”是古代的一种文体，属议论文范围，
一般陈述自己对某种事物的见解。像《捕蛇者说》、《马说》
都属这类文体。“说”，古义为陈述和解说，因而对这类文
体，都可按“解说……的道理”来理解。“师说”意思是解
说关于“从师”的道理。

四、教师范读课文。

五、学生初读课文：

1、初步了解各段基本内容;

2、划出文中能表明中心论点的句子。

六、学生读出文中能表明中心论点的句子，试用自己的话概
括中心论点。

1、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靠他来传授道理、讲授学
业、解答疑难问题的。

这两句是论述教师的作用，说明从师学习的必要，这是构成
中心论点的一项重要内容。

2、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无论地位高低，无论年纪大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
存在的地方。



这一句论述了择师的态度与标准，意思是说，从师是为了学
道，应不论其地位高低和年纪大小。这是构成中心论点的另
一项重要内容。

本文的中心论点是：人应该从师学习，从师是为了学道，应
不论其地位高低和年纪大小。

七、找出与课文中心论点有密切关系的句子，并解释说明。

1、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

从师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想要人们没有疑难，也难啊!

这一句是从反面证明中心论点：人应该从师学习。

2、圣人无常师。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

这一句包含着广泛学习的意思。世上学问门类众多，人总是
各有长短，要想得到广泛的知识，就要向许多内行的人学习，
体现了以有道者为师的观点，从正面证明中心论点。

3、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
专攻，如是而已。

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也不一定比学生贤能，懂得的道
理有先有后，学问和技艺各有专门研究，如此罢了。

这一句是进一步澄清从师学习的目的，阐明了一种新型的师
生关系，扫除了从师学习的思想障碍。这是对中心论点的深
入阐述。

八、研读第1段。



1、学生诵读，之后点评。

这一段作者运用排比句和反问句，并且一口气连用了八
个“吾”字，语势流畅，跌宕有力。朗读时力求把文章的语
势读出来。

2、引导学生疏通文句。

重点理解：

(1)本段中的古今异义词语：

古：求学的人

学者

今：在学术上有一定造诣的人

古：用来……的凭借

所以

今：因果关系连词

古：跟从……并且

从而

今：连词，表示结果或目的。即因此、就

(2)本段中的词语活用现象：

吾师道也师，名词用作动词即“学习”

吾从而师者师，名词用作意动词即“以……为师”



3、引导学生分析层意：

教师的作用和任务——传道、受业、解惑(前两句)

从师学习的必要性——解惑、师道(中间三句)

择师的标准——“道”在即师在(最后一句)。

这一段从正面阐明从师之道，统领全文。(句中的“道”，包含
“仁”、“义”等具体内容的儒家之道，即儒家的政治、哲
学、伦理、文化、教育等思想观点;“业”就是儒家的经典著
作，即下文所说的“六艺经传”;“惑”就是上述“道”
和“业”中的疑难问题。)

在韩愈看来，教师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传道”，他“收召后
学”，“抗颜而为师”，主要目的就是要“传道”，恢复儒
家的“道统”，因而提出“师道”的口号。这个意图是贯穿
全文的。“受业”是教师的起码工作，即下文说的“授之书
而习其句读”，人尽皆知。开头全面概括教师的任务时不可
不说，但不是论述的对象。

第二课时

一、学生诵读第2段，并思考下列问题：

1、本段的中心句是什么?

2、本段主要是从哪一角度来进行论述?运用了什么论证方法?

二、研读第2段。

1、本段的中心句是什么?说说这一段与第一段是怎样联系的?

中心句：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分论点)



这段以第一段为立论根据，批判当时土大夫耻于从师的不良
风气;通过针砭时弊，从反面论证第一段所提出的观点，说明
从师的必要。

2、这段文字运用了怎样的论证方法?又是怎样展开论证的?

这段文字通过正反对比，论证了从师学习的重要性。

今之众人古之圣人圣益圣，愚益愚疑问语气

为子择师自身耻师小学而大遗肯定语气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士大夫今其智乃反不能及讽刺语气

3、韩愈批评“耻学于师”的风气，涉及的面似乎很广——开
头是“今之众人”，接着是做父亲的人，最后又是“士大夫
之族”，他的主要批评对象究意是谁?请说明理由。

主要的批判对象是士大夫之族。理由有二：第一，从行文的
语气看，本段结尾对士大夫之族不仅表露了作者的不满情绪，
而且显示出一种鄙夷和蔑视的态度。说他们瞧不起劳动群众，
却不如劳动群众聪明，不懂得从师的道理。第二，“位卑则
足羞，官盛则近谀”正是这类人的特殊心态，也是门第观念
很深的反映，而门第观念跟以“道”为师的正确主张恰恰是
格格不入的。

4、词句辨析。

师道者不传也久矣(风尚)

吾师道也(道理)

师道之不复(风尚)

惑而不从师(老师)



吾师道也(学习)

师道之不复(从师)

不耻相师(学习)

5、古今异义词辨析。

古：一般的人

众人

今：许多人

古：小的方面要学习

小学

今：初等教育的学校

6、重点句子解释。

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
未见其明也(宾语前置句，之，提宾的标志)

三、学生诵读本段，要注意读出几种不同的语气。

第三课时

二、研读第3段。

1、提示如下：

中心句：圣人无常师。(分论点)



这一段是正面论证，作者举出孔子询官于郯子，访乐于苌弘，
学琴于师襄，问礼于老聃的事例，并引用孔子的名言，进而
推断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
术业有专攻”的结论。这个结论，是对第一段提出的“道之
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的深化，也是对士大夫之族耻学于
师的进一步批判。

2、讨论：有人说，这一段的结论阐明了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
你对此是怎样认识的?

这一段以孔子从师的言行，推论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
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崭新观点，用相
对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师生关系，说明师生关系不是一成不
变的，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教与学是可以相长的。这就将老
师和学生之间那条人为的固定界限取消了，对自古以来“师
道尊严”的传统提出了挑战，闪耀着朴素的辩证唯物论的思
想光辉。这种闪光的思想，被后世许多教育家引申发挥，对
教育理论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三、研读第4段：

1、作者为什么称赞李蟠?

作者赞扬李蟠，既是对他不从流俗的肯定，也是对士大夫
们“不从师”的有力批判;既针砭时弊，又进一步倡导了从师
学习的态度。

2、这一段与前面两段有什么关系?

这段点明作者作《师说》的缘由，总结全文。这段话中“不
拘于时”和“能行古道”二语是点睛之笔，表示作者反
对“耻学于师”的坏风尚，赞成以道为师的好风尚，分别照
应了前文的第二、三段。



(“古文”指先秦散文。“不拘于时”的“于”相当于“被”。
“作《师说》以贻之”，句中“贻”现在称为“赠
送”，“以”在两个动词之间，作连词，相当于“来”。)

四、学生诵读第3、4段。

六朝以来，文坛上盛行骈文(以四字、六字为句，上下句相对，
又叫“骈四俪六”)，这种文体不重思想内容，讲求对偶声韵
和词句华丽，导致文学创作中艳丽浮靡之风的泛滥。这种风
气，直到中唐仍流行不衰。为此，韩愈提倡恢复古文的传统，
并身体力行，培养了大批有志于古文创作的年轻人，逐渐形
成了风气。所以后来就有了“古文运动”这个名称。

文中赞颂李蟠“好古文”就是明确表示对古文的推崇，说明
韩愈“抗颜而为师”，是以恢复古文的优良传统自居的，通
过培养“后学”，扩大古文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