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记承天寺夜游教案公开课(大全12
篇)

高中教案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桥梁，能够促进教学的交流和
互动。在下面的范文中，你可以找到不同学科、不同教学目
标和不同教学方法的五年级教案，以满足你的教学需求。

记承天寺夜游教案公开课篇一

1、诵读：熟读成诵，读出文章韵味。

2、积累：掌握文中重点字词句的含义。

3、感悟：感受作者的特殊心境，领悟作者的人生态度。

教学重点

诵读、积累

教学难点

感受作者的特殊心境，领悟作者的人生态度。

教学过程：

一.导语设计：

（设计意图：开头导语对苏轼的生平作简单的介绍，同时也
交代了本文的写作背景，让同学们更容易和作者的心灵碰撞。
）

二、初读课文，读准字音，读出古文味道。

1.自由读课文，学生结合课文下注释，（要求读准字音）



2.指名学生读，不正确的指出。

3.老师范读

4.学生齐读

5.托音朗读：请同学们把“念”“盖”“但”三个字在读的
时候采用托音的方法来读，读出古文的味道来。

指名学生读

（设计意图：文言文的第一步首先是读准字音，所以设计了
几种形式的朗读，以便同学们解决朗读中的问题。第二步，
采用托音读，让学生在读中品味古文的味道。）

三、再读课文，疏通文意

要求学生结合课文下注释翻译课文，不懂的可以划出来，小
组交流，小组不懂的可以放到全班提问，共同解决。

（设计意图：本环节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小组合作交
流能力，同时让同学们疏通文意，为后文理解作者的心境做
铺垫。）

四、精读课文，感受作者复杂的感情。

设计问题：

（1）“记承天寺夜游”这是文章的题目，请同学们加上人物，
事件把它说成一句完整的话。

明确：苏轼和张怀民在晚上在承天寺欣赏月景

（2）苏轼和张怀民是什么关系？



明确：朋友

（3）.朋友分一般朋友和好友及志同道合的朋友。你认为他
们属于哪一类，并从文中找出根据。

明确：志同道合的朋友，根据“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
亦未寝，”“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

（5）写作背景链接：元半二月七日，御史李定等摘出苏轼有
关于对王安石新法的诗句，说他以诗谤新法，并将他逮捕入
狱，这就是“乌台诗案”。长时间的审问、折磨，苏轼差点
丢了脑袋。后由于范镇、张方平等的营救，案件惊动两宫，
十二月苏轼获救出狱，被贬到黄州，担任团练副使，但不
得“签书公事”，也就是说做着有职无权的闲官。

明确：何夜无月，何夜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7）作者称两人为“闲人”，由此表达出作者怎样的心情？

明确：入夜及睡，闲，见月色入户便欣然起行，闲，与张怀
民步于中庭，连竹柏影都看得那么仔细，那么认真，两人都
很闲。何夜无月，何夜无竹柏，冬夜出游赏月的更是只
有“吾两人”因为别人都是忙人。结尾更是直接点出两人是
闲人。自嘲的意味。贬谪的悲凉心境。

同学们，加上叹词“唉”字在“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前面，读出诗人的悲凉心境

学生试读，齐读

（设计意图：加上叹词“唉”更让同学们在朗读中体会作者
的不得志的心情，同时激发了同学们的学习兴趣）

设置问题：联系作者和怀民的处境，我们体会到了他们贬谪



的悲凉和无奈。但是，苏轼还是一位豁达乐观之人，难道
这“闲人”二字仅仅是反映了他悲凉的心境，还有没有其他
感情。

比如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出示幻灯片）

何夜无月，何夜无竹柏，（何处没有美景），但少闲人如吾
两人者耳。

明确：闲人：闲情雅致

加上“唉”字再来读读这个句子，要求读出作者的对世人追
逐名利的蔑视和自己独有的闲情雅致。

学生试读。

老师总结：只有具有闲情雅致的人，才能欣赏出景色的美妙，
而我们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忙着追求，忙着工作，迷失在富贵
中，迷失在物欲横流中，而忽略了自己身边美丽的风景。丢
掉了那一份闲情雅致。

（设计意图：本环节通过“唉”字的不同语气的朗读，让同
学们真正体会到作者当时复杂的心境）

齐读课文，

五、精读课文，品味语言

本文是苏轼和怀民在承天寺夜晚赏月，那么，他们赏到了什
么样的美景呢？

明确：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同学们从修辞或者语气上来分析此句。



试读此句：请同学们在“盖竹柏影也。”前边加上“噢”这
个叹词，表达出一种恍然大悟的感情，试着读一下。

学生加上叹词试读，师生共读。

（设计意图：此环节同样是加上叹词的方法，让同学们在恍
然大悟中体会诗人的喜悦心情））

老师总结：（出示幻灯片）20xx年法国《世界报》这样评论苏
轼：居庙堂之高，心忧黎民，勤于政务；处江湖之远，尽职
尽责，为善一方。在朝期间，他直言进谏，不惧权贵，在贬
期间，赈贫救孤，颇多政绩，他俯仰无愧于天地，心无名利
杂念，遂有闲心领略江山风月，写下了无数传世杰作。

师生配乐共读

六、精读课文，探究文人心境。

古往今来，有这种豁达乐观心态的文人很多。（出示幻灯片）

材料1：柳宗元被贬到柳州，仍然在乎山水，题词写诗，最终
被后人称赞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材料2：欧阳修，即使被贬到滁州，但仍与百姓同乐，写
下“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名句。

材料3：范仲淹，驰骋沙场的时候就很乐观，在变法中被贬后，
居于偏僻之地，但仍然保持着他积极的人生态度，挥笔写
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句子。

总结语：

同学们，明月不老，经典永远不朽，明月不老，精神永远年
轻，面对生活的风雨坎坷，请经常读一读苏轼，愿我们的心



灵永远澄澈明净，愿我们的人生更加豁达从容。

记承天寺夜游教案公开课篇二

《记承天寺夜游》是第三单元的一篇教读课文。这篇小品文
写于苏轼被贬黄州期间。全文仅80余字的文言文，却运用记
叙、描写、抒情等多种表达方式，创造了一个清幽宁静的艺
术世界，传达了作者复杂微妙的心境。

1、诵读：熟读成诵，欣赏文章的语言风格，读出文章的韵味。

2、积累：积累文言字词，学习写景手法。

3、感悟：探究关键字词，感受作者复杂微妙的心境，领悟作
者的人生态度。

教学重点：

1、熟读成诵，欣赏文章的语言风格，读出文章的韵味。

2、积累文言字词，学习写景手法。

教学难点：探究关键字词，感受作者复杂微妙的心境，领悟
作者的人生态度。

多媒体课件。

1课时

一、激趣导入

同学们，我们一起朗读课文，走近苏轼。

1、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
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2、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随
后被流放至湖北黄州。他的“东坡居士”号就是在黄州种田
时起的，这个地方叫东坡，现在听起来是一个雅号。这篇文
章就是写于作者贬官期间。

二、朗读课文，整体感知

（一）初读课文，读准字音，读出古韵。

1、用你自己喜欢的方式通读全文。

自学指导：结合课文下注释，读准字音，读出节奏。

2、老师范读，拖音读“念”、“盖”、“但”这三个字。

“念——无与为乐者”，有一点寂寞之感；“盖——竹柏影
也”，有一点兴奋；“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有一点
感慨之情。这三个字把它们的音节拖长一点，文言的味道就
出来了。

3、学生齐读课文，模仿老师的语音处理方式。

（二）再读课文，读出宁静的氛围

第一：语速缓一点；

第二：音调低一点。轻声地朗读，注意那三个字的拖音仍然
要保持。

三、品读课文，对话文本

1、文言积累

结合注释翻译课文，划出不懂的。同桌交流。全班提问，共
同解决。



重点词汇报积累：

户：单扇门木兰当户织。——《乐府诗集·木兰诗》

步：名词作动词散步

盖：大概是盖以诱敌——《狼》

但：只是但当涉猎————《孙权劝学》

2、品读析文

读标题，你有什么想问的吗？

通过以上的问题，需要落实：

（1）夜游的原因：月色优美

（2）和谁一起游：张怀民

补充张怀民的简介：1083年被贬黄州，初寓居承天寺。虽屈
居主簿之类小官，但心胸坦然，决不挂怀迁谪之事。公务之
余，以山水怡情悦性，处逆境而无悲戚之容，为品格清高超
逸之人。

（3）夜游时所见：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
影也。

品析景物描写的妙处。

运用了什么修辞方法？从中可看出这幅月夜图有什么特点？
（皎洁，空明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盖”的妙处。（疑惑—
恍然大悟—欣喜）

四、合作探究，分析情感



作者的思考：何夜无月，何处无松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
耳。

1、全班讨论“闲人”的韵味。

2、同学各抒己见，老师予以点拨。

闲人：勾连“闲敲棋子落灯花”“人闲桂花落”“偷得浮生
半日闲”可感受到两人夜游时的心境：空灵自在，悠游自如。

闲人：勾连两人的政治处境，作为贬谪之人，无职无权（闲
置），清闲无比（空闲），内心悲凉无可诉说。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随后
被流放至湖北黄州。苏轼所任职的黄州团练副使无职无权，
只是一个虚名。

虽是“闲人”，为何会有一个“但”字？表转折，表明两人
超拔不群，迥异流俗之意。

请在理解的基础上美读“何夜无月……”。重点“闲
人”，“但”。

五、拓展延伸，温故知新

1、想想作者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探究作者复杂的心情：赏月的欣喜，漫步的悠闲，贬谪的悲
凉，人生的感慨。

2、“昔人论诗，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
也。”———王国维《人间词话》

分享你接触的“借景抒情”“寓情于景”的诗词文章。



3、走进苏东坡，背诵全篇。

六、附板书设计

记承天寺夜游

苏轼

閒——闲

志同道合悲凉心境闲情雅致

七、教学反思得与失：

黄枝秀

记承天寺夜游教案公开课篇三

教学目标：

1、掌握常见的文言词语。

2、理解作者的特殊心情。

3、体会语言凝练含蓄，绕有余味的特点。

教学重点：

教学目标1

教学难点：

教学目标2

教学方法：



情景感染、阅读、讨论、点拨

教具准备：

多媒体 幻灯片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渲染气氛，出示一副月光如水的幻灯片。

2、导语：宋朝伟大的文学家苏轼对月光情有独钟，他常常把
月光赋予人情味，寄托自己真挚细腻的思想感情。今天，我
们要学习的《记承天寺夜游》就真实地记录了他贬谪生活的
一个片段。（出示作者和课题）

二、整体感知

1、介绍写作背景

出示幻灯片介绍写作背景

2、学生齐声朗读课文

3、介绍承天寺

出示有关承天寺的图片资料

4、疏通文意

a、补充注释：出示幻灯片（给加点字注音）

b、小组合作结合课文注释试译课文



c、教师巡回适时点拨。

5、检查试译结果

a、出示幻灯片。（解释加点字意）

b、翻译指定语句。

三、探究课文

走进苏轼的内心世界，与苏轼谈心：

1、作者为什么会想到夜里去庙里游玩？

学生讨论，教师点拨

明确：因为月色很美，“月色入户”、“欣然起行”。

2、作者是怎样描写月色的.？有何特点？有何感受？

学生讨论，教师点拨

明确：运用奇特的想象，新奇的比喻。

月夜图：月光如水、皎洁、空灵。

3、哪些句子表达了作者的情感？

学生在书上找，然后与同桌交流。

举例：“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寂寥苦楚见月排遣。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那些陷入宦海热衷于争夺功名利禄的人，何暇领略这清虚



冷月的仙境？更表达了作者安闲自适的心境，当然其中也透
出自己不能为朝廷尽忠的抱怨。

四、总结课文

1、总结语

作者以诗一样的笔触描绘了月色之美，创造了一个清冷、皎
洁的意境，同时也流露出遭贬生涯中自我排遣的特殊心情。

2、回顾课文，完成板书：

绘景：月色--积水空明

空灵 皎洁

竹柏--藻荇交横

抒情：赏月的欣喜

贬谪的落寞 潇洒 旷达

自我排遣的乐观

五、拓展迁移

作业：

以散文化的形式，或新诗分列句式，将课文内容改写。（可
出示以课文内容改写成的一首新诗）

记承天寺夜游教案公开课篇四

1、诵读课文，积累一些文言词汇和写景语句。



2、品味作者蕴含在文字中的丰富情感，感悟作者的人格魅力。

品味作者蕴含在文字中的“乐”，获得阅读的快乐。

“闲人”句中蕴含的丰富意蕴。

诵读法、比较法

1课时

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林语堂先生说“他
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
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一个
月夜的漫步者，一个诗人，一个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猜一猜他是谁？

对，他就是多才多艺的苏轼、苏东坡。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篇他在黄州写的`一篇游记小品文《记承
天寺夜游》。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题目中提到的“承天寺”。

1、解题——承天寺。

位于今湖北省黄冈市南，南唐初年建寺，初名“南禅寺”。
北宋景德四年（1007年)赐名承天寺，其规模仅次于开元寺因
寺宇第一山门横匾上有金光闪烁的“月台”两字，故又名月
台寺。

2、作者简介。

下面我们共同来回顾苏轼的



记承天寺夜游教案公开课篇五

1、诵读：熟读成诵，读出文章韵味。

2、积累：掌握文中重点字词句的含义。

3、感悟：感受作者的特殊心境，领悟作者的人生态度。

诵读、积累

感受作者的特殊心境，领悟作者的人生态度。

(设计意图：开头导语对苏轼的生平作简单的介绍，同时也交
代了本文的写作背景，让同学们更容易和作者的心灵碰撞。)

1.自由读课文，学生结合课文下注释，(要求读准字音)

2.指名学生读，不正确的指出。

3.老师范读

4.学生齐读

5.托音朗读：请同学们把“念”“盖”“但”三个字在读的
时候采用托音的方法来读，读出古文的味道来。

指名学生读

(设计意图：文言文的第一步首先是读准字音，所以设计了几
种形式的朗读，以便同学们解决朗读中的问题。第二步，采
用托音读，让学生在读中品味古文的味道。)

要求学生结合课文下注释翻译课文，不懂的可以划出来，小
组交流，小组不懂的可以放到全班提问，共同解决。



(设计意图：本环节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小组合作交流
能力，同时让同学们疏通文意，为后文理解作者的心境做铺
垫。)

设计问题：

(1)“记承天寺夜游”这是文章的题目，请同学们加上人物，
事件把它说成一句完整的话。

明确：苏轼和张怀民在晚上在承天寺欣赏月景

(2)苏轼和张怀民是什么关系?

明确：朋友

(3).朋友分一般朋友和好友及志同道合的朋友。你认为他们
属于哪一类，并从文中找出根据。

明确：志同道合的朋友，根据“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
亦未寝，”“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

(5)写作背景链接： 元半二月七日，御史李定等摘出苏轼有
关于对王安石新法的诗句，说他以诗谤新法，并将他逮捕入
狱，这就是“乌台诗案”。长时间的审问、折磨，苏轼差点
丢了脑袋。后由于范镇、张方平等的营救，案件惊动两宫，
十二月苏轼获救出狱，被贬到黄州，担任团练副使，但不
得“签书公事”，也就是说做着有职无权的闲官。

明确：何夜无月，何夜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7)作者称两人为“闲人”，由此表达出作者怎样的心情?

明确：入夜及睡，闲，见月色入户便欣然起行，闲，与张怀
民步于中庭，连竹柏影都看得那么仔细，那么认真，两人都
很闲。何夜无月，何夜无竹柏，冬夜出游赏月的更是只



有“吾两人”因为别人都是忙人。结尾更是直接点出两人是
闲人。自嘲的意味。贬谪的悲凉心境。

学生试读，齐读

(设计意图：加上叹词“唉”更让同学们在朗读中体会作者的
不得志的心情，同时激发了同学们的学习兴趣)

设置问题：联系作者和怀民的处境，我们体会到了他们贬谪
的悲凉和无奈。但是，苏轼还是一位豁达乐观之人，难道
这“闲人”二字仅仅是反映了他悲凉的心境，还有没有其他
感情。

比如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出示幻灯片)

何夜无月，何夜无竹柏，(何处没有美景)，但少闲人如吾两
人者耳。

明确：闲人：闲情雅致

加上“唉”字再来读读这个句子，要求读出作者的对世人追
逐名利的蔑视和自己独有的闲情雅致。

学生试读。

老师总结：只有具有闲情雅致的人，才能欣赏出景色的美妙，
而我们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忙着追求，忙着工作，迷失在富贵
中，迷失在物欲横流中，而忽略了自己身边美丽的风景。丢
掉了那一份闲情雅致。

记承天寺夜游教案公开课篇六

教学目标：



1、读通文意。

2、领悟心境。

3、赏析美景。

教学重难点：

1、赏析月景的特点及写法。

2、领悟作者复杂的心境。

教学方法：

诵读法、竞比法、质疑法、讨论法。

媒体设计：

计算机课件

教学步骤：

一、设置情景导入课文。播放一组月色图让大家欣赏。

二、简介作者。

请学生交流收集的有关作者的信息，用多媒体展示苏轼的生
平，让学生摘要做笔记。

三、读熟课文。

自读课文，就难读的词或句子进行圈点，小组讨论解决，如
仍有疑问则向老师提出，多媒体展示重点词句，让学生当堂
巩固。然后熟读课文(可按下列步骤进行：个别朗读——学生
评说——再听范读——一起朗读)



四、读懂课文。

1、请学生结合注释和已学过的知识，或查阅工具书自渎理解，
有疑问可同桌交流，也可提出大家一起讨论解决。

2、请一个同学用现代语言表述文章大意。

五、读课文，欣赏月景。

1、这篇散文写了一件什么事情，一句话概括。

2、作者看到了些什么，划出文中写景的句子。(多媒体展
示“赏月图”)

3、这一句主要写了哪些景物?

4、这些景物都是客观实景吗，体会“藻荇交横”的妙处。

6、学生用诗意化的语言描述这幅月色图。

7、有感情的朗读此句，当堂背诵。

六、感悟作者复杂的心境。

1、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苏轼与张怀民漫步在这
冰清玉洁、宁静淡雅、如诗如画的月色之下，其心境如何呢?
快速浏览全文，找出文章中能表达他此时心境的一个字。并
结合文章中的词句加以品析。

2、作者为什么会如此清闲、悠闲呢?我们来看作者是在何时
何地写的这篇散文?(多媒体出示文章的写作背景)

4、但他却表现得那样的洒脱、安闲，可见其是一个怎样的
人?



5、作为一代大文豪、一个大政治家，他想不想做一个闲人
呢?

6、朗读最后一句话，读出感慨万千的语气，体会作者复杂的
情感。

7、一边欣赏优美的月色图，一边配乐有感情朗读全文。

8、开展背诵竞赛。

《记承天寺夜游》助读资料

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随后被流放至湖
北黄州。这是苏轼生命里程中非常巨大转折。他由朝廷的一
个官员被判刑，流放，他是一个犯官，有名无实。什么叫乌
台诗案呢?就是因为审判或者说苏轼写诗这个案件有关联的地
方叫乌台，苏轼在诗文中表露了对新政(王安石变法)的不满，
所以被抓进乌台。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惯例，所以被贬为黄
州团练副使。

在黄州他给天下写出了四篇他笔下最精的作品。一首词、
《赤壁怀古》，两篇月夜泛舟的前、后《赤壁赋》，一篇
《记承天寺夜游》单以能写出这些绝世妙文，仇家因羡生妒，
把他关入监狱也不无道理。(林语堂《苏东坡传》第16章)

阅读训练活动

自读自讲

朗读体味

读背积累

选点品析



阅读训练活动

学习任务——自读自讲

解：脱下，解开。

户：门，这里指门窗、居室。

遂：于是，就。

盖：句首语气词，可译为“原来是”。

但：只，只是。

交横：横斜交错。

相与步于中庭：一同漫步于庭院中。

让学生结合课下注释自译课文。

讲一些翻译技巧

学习任务二——朗读体味

1、读出一点文言的味道

念、盖、但声音拖长。念表示想呀，盖表示赞叹，原来是呀，
但字表明有点遗憾。

2、读出一点夜游的兴致

欣然读的高兴点，还有一个字“亦”

把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学习成果放在一起读。



《记承天寺夜游》教后反思

从教学设计上反思:

我把教学重点落在朗读上：整体感知时，我设计了自由放声
朗读、听读，有感情朗读、译读、师生朗读比赛;在精读课文
时，我设计了默读、重点句品读和声情并茂朗读;最后以学生
背诵归结。整节课以读贯穿课堂，在读中感知，在读中读懂
读透文本。最后走出文本与作者对话，不仅读懂作者，而且
走进作者的心灵深处。我觉得本节课的朗读教学是成功的，
因为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朗读，营造了一个“书声课堂”，
学生不但在朗读中快乐地走进了文本，而且很有深度地理解
作品的思想内涵.

从理论上反思;

我比较欣赏朱永新市长在新教育实验中提出:营造书香校园.
虽然我不能营造书香校园,但我想我可以营造一个书声朗朗的
课堂.我国古语云:读书百遍，其义自现.可见读在语文教学中
的重要地位,而面对这些我们祖先留给我们富有内涵的文化精
品,更值得我们去读去品味,正如《语文课程标准》所描述：

“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
的阅读实践。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
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
启迪，享受审美乐趣。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
”

所以从理论上思考,我觉得对于文言文教学,我应将朗朗书声
洋溢课堂。

从个人教学角度反思:

我觉得整个教学设计很满意，因为它体现了我文言文教学的



总思路，它体现了新课程的教学理念、方法，更因为它是一
个充满竞争和乐趣的课堂，是一个享受性的课堂。唯一遗憾
的是;自己准备的不充分，因为时间太仓促,仅在一个晚上内
完成,于是给课堂造成不该有的失误，主要表现在：

教学过程中在各部分衔接中不够流畅，课堂语言不够优精美;
当堂激励和随机深入引导不能达到水到渠成,一气呵成，而且
在自己诵读时，竟然瞬间短路，虽无伤大雅，但本节课留下
瑕疵。

记承天寺夜游教案公开课篇七

《记承天寺夜游》的作者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朝代）文学家。

1、念无与为乐者2、相与步于中庭5、庭下如积水空明

3、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4、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1、念无与为乐者。

2、相与步于中庭。

3、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4、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1、贯穿全文的线索是什么？

2、描写月夜庭中景色的句子是哪一句？

3、全文分几层，请用“/”划分，并写出层意全文分三层：

4、全文表达了作者怎样的心境？



5、中心思想是什么？

7、作者称自己是“闲人”，有什么深意？你能体会到作者怎
样的思想感情？

8、“何夜无月？何处无松柏？”一句表达作者怎样的胸怀？

9、文章结尾句流露出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10、古人爱把竹柏比作君子，比作好友，作者写竹柏的用意
是什么？

11、此文为作者遭贬之后所作，作者此时心情应抑郁才对，
可作者却“欣然起行”，不但措绘了月景，还自诩“闲人”。
对于作者这种做法，你怎样看待？结合实际谈谈。

12、在我国文学史上，有很多诗人对月有独特的感受，借月
抒发自己的感情，请举出两个这样的例子，注明出处和作者。

四、古诗鉴赏

（一）《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1、体现诗人怎样的思想感情？

2、赏析“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
安如山。”

3、对这首诗的有关语句的表达方式判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a、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议论）

b、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
（叙事）



c、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写景）

d、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抒情）

4、杜甫一向关心人民疾苦他的诗素有“诗史”之称，但为什
么他却反常态只写了自己的个人遭遇？请谈谈你的理解。

答案：

《记承天寺夜游》的作者是苏轼，北宋朝文学家(称谓)。

1、念：考虑、想到。 2、相与：共同，一起3、但：只是闲
人：清闲的人

1、念无与为乐者。译文：想到没有可以交谈取乐的人。2、
相与步于中庭。译文：一起在院里散步。

3、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译文：只是缺少像我们两个这样
清闲的人。4、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
也。

1、贯穿全文的线索是什么？答：月光（月色）

2、描写月夜庭中景色的句子是哪一句？答：“庭下如积水空
明……影也”

3、全文分几层，请用“/”划分，并写出层意全文分三层：

答：第一层记事，交代了赏月散步的时间，原因。第二层写
景，写了月下庭中景物。第三层抒情，抒发了对月光，竹柏
蔬影的感触。

4、全文表达了作者怎样的心境？答：表达了作者旷达的心境。



5、中心思想是什么？答：本文表现了作者旷达的胸襟和积极
乐观的情怀。

7、作者称自己是“闲人”，有什么深意？

答：“闲人”可指闲来无事可做的人，依此解可看出苏轼被
贬后失意落寞之情；“闲人”又可指有闲情逸致的人，自此
我们又可看出苏轼不以被贬为意，仍旧有积极乐观旷达的人
生情怀。

8、“何夜无月？何处无松柏？”一句表达作者怎样的胸怀？

答：体现了苏轼乐观旷达的阔大胸襟。

9、文章结尾句流露出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答：被贬的悲凉，人生的感慨，赏月的欣喜，漫步的悠
闲——种种微妙复杂的感情尽在其中。

10、古人爱把竹柏比作君子，比作好友，作者写竹柏的用意
是什么？

答：借景抒情，表达和张怀民的深厚友情。

11、此文为作者遭贬之后所作，作者此时心情应抑郁才对，
可作者却“欣然起行”，不但措绘了月景，还自诩“闲人”。
对于作者这种做法，你怎样看待？结合实际谈谈。

答：作者此时心情虽抑郁，但作者的“欣然起行”“赏月”
和自诩闲人，都是苦中作乐，用娱情于景来排遣抑郁。这种
做法是值得称赞的，因为人不论遇到什么困难，多么抑郁，
都应学会苦中作乐，找到生活的希望和乐趣，尽可能给自己
一个快乐的心情。因为即使痛苦也是于事无补的。

12、在我国文学史上，有很多诗人对月有独特的感受，借月



抒发自己的感情，请举出两个这样的例子，注明出处和作者。

答：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山居秋瞑》）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李白《静夜思》）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辛弃疾《西江月》）

（一）《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1、体现诗人怎样的思想感情？心怀天下，推已及人，忧国忧
民

2、赏析“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
安如山。”

三句直抒胸臆，表现诗人关心民生疾苦，同情劳动人民，即
使身处逆境仍乐观向上，表达了作者美好的愿望和高尚的情
操。

3、对这首诗的有关语句的表达方式判断不正确的一项是（a）

a、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议论）

b、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
（叙事）

c、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写景）

d、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抒情）

4、杜甫一向关心人民疾苦他的诗素有“诗史”之称，但为什
么他却反常态只写了自己的个人遭遇？请谈谈你的理解。



答：以小见大，推己及人，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济世情怀。

记承天寺夜游教案公开课篇八

学习目标：

1、借助工具书读懂课文，掌握一些实词的意思，并背诵课文，
十七记承天寺夜游教案(苏教版八年级上)。

2、体会作者特殊的心境。

教学设想：

（1）预习要求：1、自读课文，看注释，查工具书，正音正
字，顺畅诵读。

2、查阅有关资料，了解作者写作次文时的处境。

（2）教法学法：1、注重诵读教学。使学生在反复诵读中逐
渐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体会作者在文中表达的思想感情。

2、采用启发式，讨论式教学。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让学生自己疏通文意，同学间展开讨论、解释疑难，教师作
必要的点拨和适当的讲解，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独立解决
问题的能力。

（3）课时安排：一课时

（4）准备教具：录音机、投影仪

教学流程：

一、导语设计，走近苏轼。

宋代有个大诗人叫苏轼，你们可曾读过他的诗文？我们在七



年级上学期曾学过他的一首词，叫《浣溪沙》。哪位同学还
能背诵？（指名背诵这首词）这位大文豪才华横溢，但他的
命运却不太好。他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其心情可想
而知。但他善于自我解脱，与友人张怀民一起夜游承天寺。
承天寺的月色在他的笔下，显得澄澈透明，如诗如画。现在
让我们与这位大诗人共同夜游承天寺吧！（板书课题作者）

二、展示学习目标（投影）

三、整体感知课文，疏通文章内容

（一）朗读课文，读准字音。

1、学生自读课文，看注释，查工具书，互相解决疑难。

2、听录音：听清生字读音及难读句的节奏，标注在书上。

3、自由朗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读顺文章。

4、组织学生朗读：指名读、分组读、集体读。

（二）掌握重点实词的意义，读懂课文。

1、学生再读课文，借助工具书，结合注释，理解并口头翻译
课文。

2、划出疑难字词，准备交流。

3、组织交流：先小组交流，共同讨论，后全班交流解疑。

4、学生当堂笔译。

四、走进苏轼的内心世界，体会作者特殊的心境。

出示投影：



1、文章最后一句说：“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你认为这
句话写出

了作者怎样的心境？

2、作者在文章中抒发了怎样的情感？哪些词语可以表现出来？

a.学生思考、讨论，解决疑难。(学生言之成理即可)

b.教师结合进行板书。

c.小结这节课，我们学习了苏轼的散文。这篇短文不足百字，
却脍炙人口，堪称古代小品文中的杰作。文章通过记事、写
景、抒情，以极精练的语言，创造出一种诗一样的艺术境界，
表现出作者旷达的人生态度，给人以美感和熏陶。请同学们
课下反复诵读，深入领会本文语言运用的妙处及作者所表达
的思想感情。

五、布置作业：

1．背诵课文，并理解作者心境的？

2．月光，曾激发过无数诗人的才情，留下许多杰出的诗篇。
收集一些描写月亮或月色的诗句。

记承天寺夜游教案公开课篇九

1、积累文言词汇;了解作者及写作背景;背诵并默写课文。

2、通过品读课文，理解作者复杂微妙的感情;学习古人借景
抒情的方法。

3、感受作者追求美好事物的情怀，学习他面对逆境中的达观
处世的心态。



1、体会作者思想感情

2、学习古人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的创作方法

1、理解“闲人”的含义。

用研读法精讲课文，讲一个课时。

初读课文，扫清文字障碍。搜集作者及写作背景资料。

(一)导入

同学们有和好朋友一起看日出的经历吗?(生答)那又有和好朋
友夜深人静时分一起出游的经历吗?有没有哪个同学愿意跟大
家一起分享那时的快乐?(生回忆)今天，不管是有过这种快乐
回忆的同学，还是没有的，我们一起在学习苏轼的《记承天
寺夜游》，一起走进苏轼那时夜游的时候，一起分享他笔下
的美好景物，一起感受他那时不一样的心情。

(转写板书：课题作者)

(二)解题

“记”即游记。“承天寺”在今湖北黄冈南，点明地
点。“夜”，点明时间。苏轼在夜晚小游承天寺，用诗一样
的笔触创造了一个冷清皎洁的意境，表达了自己复杂微妙的
心情。

(三)作者生平及创作背景

学生根据查阅到的资料简述、交流苏轼的生平及创作背景。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宋代眉山(今四
川眉山县人)。与父苏洵、弟苏辙，号称“三苏”。20岁举进
士，多次被朝廷命官，又因新旧两党斗争，御使李定等人摘



出苏轼有关新法的诗句，说他反对王安石创行的新法，横
加“讪谤朝政”的罪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
案”(乌台是御史府的别称)。出狱后，他被贬为黄州团练副
史。元祐中，旧派执政，苏轼被召回京城作翰林学士、礼部
贡举等官，不久因与旧派政见有分歧，再次外调杭州。经圣
元年(1094)，新派再起，苏轼又一再被贬，最后贬为琼州(今
海南省天涯海角)别驾。苏轼人生多遭贬谪，一生坎坷。1101，
遇赦北归，七月卒于常州，谥“文忠”。他擅长诗词，散文，
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东坡全
集》传世。

记承天寺夜游教案公开课篇十

1、诵读课文，积累一些文言词汇和写景语句。

2、品味作者蕴含在文字中的丰富情感，感悟作者的人格魅力。

品味作者蕴含在文字中的“乐”，获得阅读的快乐。

闲人”句中蕴含的丰富意蕴。

诵读法、比较法

1课时

一、导入，激发阅读兴趣。

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林语堂先生说“他
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
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一个
月夜的漫步者，一个诗人，一个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猜一猜他是谁？



对，他就是多才多艺的苏轼、苏东坡。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篇他在黄州写的一篇游记小品文《记承
天寺夜游》。

二、识其人。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题目中提到的“承天寺”。

1、解题——承天寺。

位于今湖北省黄冈市南，南唐初年建寺,初名“南禅寺”。北
宋景德四年（1007年)赐名承天寺,其规模仅次于开元寺因寺
宇第一山门横匾上有金光闪烁的“月台”两字,故又名月台寺。

2、作者简介。

下面我们共同来回顾苏轼的相关资料。比比看谁掌握的好。
同学们回答的非常好。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这样来评价：“一门三父子，都
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

法国《世界报》这样评价他，“居庙堂之高，心忧黎民，勤
于政务；处江湖之远，尽职尽责，为善一方。在朝期间，他
直言敢谏，不惧权贵；在贬期间，他抗洪灭蝗，赈贫救孤。
他俯仰无愧于天地，心无名利杂念，遂有闲心领略江山风月，
写下无数传世杰作。”

这样一位俯仰无愧于天地，领略无限江山风月的风流人物是
在怎样的境遇下写下这篇文章的？让我们了解一下本文背景。

三、品苏轼小品。

1、背景介绍。



本文写于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当时，作者被贬谪到
黄州已经有四年了。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为被人指出
用诗歌来诽谤新法，其政敌以“讪谤朝政”的罪名把苏轼投
进监狱，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审讯历时五个
月，在多方营救下，加之神宗皇帝怜惜其才，苏轼幸而死里
逃生，被贬往黄州，充黄州团练副使（宋代闲散不管事的官
职），但不准擅离该地，并无权签署公文，没有薪俸。他租
数十亩荒地经营，筑水坝，建鱼池，移树苗，种植稻麦和蔬
菜，并在坡边自筑茅屋，号“东坡居士”。在这种情况下，
作者写了这篇短文，对月夜的景色作了美妙的描绘，真实的
记录了他当时生活的一个片段。也体现了二人即他和张怀民
的深厚友谊和无限感慨。

2、诵读课文，整体感知。

（1）找生字、读准音

（2）看断句、品节奏播放《高山流水》，品味古典意境。

3.看注释、通文意

4.测一测，你记住了吗？

5.试一试，你能行。翻译下列句子：

6.全文译文：

四、与苏轼对话。

1、第一段阅读过程中你读出了哪些信息？产生了哪些困惑？

资料链接一：写作背景

元丰二年，苏轼由于和当时主张变法的王安石政见不同，作
诗讽刺新法，被捕下狱。出狱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



是一个有职无权的闲差，于是他在郡城旧营地的东面开荒种
地，有时游乐于山水间，咏唱江山，感怀英雄，抒发郁闷心
情。

资料链接二：政治上失意的苏轼

苏轼政治上既反对王安石比较急进的改革措施，也不同意司
马光尽废新法，因而在新旧两党间均受排斥，仕途生涯十分
坎坷。苏轼累官至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因讥讽朝政
被贬任杭州通判；历徙湖州、黄州、常州。哲宗嗣位，召至
京师，任中枢舍人、礼部尚书。后又与司马光面争新法“不
可尽改”而出知杭州。后又因哲宗亲政启用新党，他又被一
贬再贬，直至贬到海南，宋徽宗登基大赦天下，他北返时在
常州逝世。

资料链接三：

张怀民：名梦得，清河人，他于元丰六年贬谪到黄州，初到
时寓居在承天寺。曾筑亭于住院所之旁，在那里可以纵览江
山的胜概，苏轼名之为“快哉亭”，并写了一首《水调歌头》
词赠他，词中有“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名句。苏轼
之弟苏辙也为他写了一篇《黄州快哉亭记》，文章中说张怀
民虽然屈居主簿之类的小官，但他心地坦然，不把迁谪放在
心上，公务之暇，以山水怡情悦性，处逆境而无悲戚之容，
是一位有过人的自制力和性格倔强的人。

共同赏月的人应当是志同道合之人，有着高雅志趣，浩然正
气，心胸坦荡的人。世上那些庸俗势利之徒，是不配来与自
己共同赏月的。作者只寻张怀民，一方面表明他志趣高雅，
而世上庸俗之人太多，少有志同道合者；另一方面也暗示其
处境，无人敢与之交往。

五、与苏轼共赏月色



作者是如何描写月色的？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全班齐背诵
读。

将月色比作积水，将竹柏比作藻荇，突出怎样的特点？空明
交横

空明澄澈疏影摇曳似真似幻

苏轼《水调歌头》中也曾有非常经典的描写月光的句子，你
还记得吗？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小结：《水调歌头》句，用拟人的手法把月光拟人化，使其
有了人的性情，真切感人；善解人意，辗转陪伴无眠之人。

本文写月而不见月，以“积水”“月色”，用水的“空明”
展现月的“皎洁”“空明”；仅此还不够，又以“藻荇”衬
托水的真切，烘托月光。动静结合，如此层层设喻，别出心
裁，将这清美的月光写到了极致。

难道承天寺的院子里只有竹子柏树，就没有其他植物吗？

苏轼《于潜僧绿筠轩》中有这样的句子：宁可食无肉，不可
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
医。

苏轼很喜欢竹子，宁肯不吃肉也要有竹子作伴。对居住环境
都有相当高雅的品味，这是对竹的高度评价，自古就有梅，
竹，菊，兰岁寒四友。把这些植物人性化了，而竹是代表着
超凡脱俗，清新高雅。居住的地方必须有竹子生长，哪怕那
里离闹市太远而没有肉吃；没肉吃充其量叫人缺少点力气，



而没有竹子的居所就会令人落入俗人之列。由此细节也可见
作者的人生的追求。

六、觅苏轼知音。

过渡：人生难得一知己，千古知音最难觅。在夜游期间作者
的心情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夜游期间，作者的心情发生了怎
样的变化？结合参考语句分析。

小组讨论。

你认为“闲人”是指什么样的人？“闲人”指谁？为何自
称“闲人”？

“闲人”二字表现了苏轼怎样的复杂情感？

明确：

2、赏月的欣喜：天下不乏良辰美景，闲适自得得以赏此美景；

3、人生的感慨：作者对世人忙碌于名利而辜负了美景的慨叹，

4、漫步的悠闲：自己安闲自适，能够安然赏此美景；

作者品过人生百味，抒发无尽的人生慨叹，最终淡然处之。

正是这种难言的孤独，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
无言的山水，……他渐渐习惯于淡泊和静定。艰苦的物质生
活，又使他不得不亲自垦荒种地，体味着自然和生命的原始
意味。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
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
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
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
他身边的时刻。



——余秋雨《苏东坡突围》

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

——苏轼《临皋闲题》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
芳草。

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
春晓。

——苏轼《西江月》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已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
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苏轼《临江仙》

这就是苏轼苏东坡：

他率性自然，敢于袒露真性情；他诗意面对逆境、智慧面对
得失；他超然于世俗名利、拥有空明自的心灵；他始终热爱
自然、热爱生活，身在俗世却能发现别人即便在天堂也无法
感到的美……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的一生！

让我们背熟全文，用一生去慢慢体会他那如汩汩清泉流泻而
出的美妙情感，那如空明月色倾泻而下的快乐！

请用现代汉语描绘此句所呈现出的画面，以此指导学生如何
使描写形象生动。写法要点：

1、恰当的修饰语；2、准确的修辞手法；3、适时的联想与想
像；4、作者的主观感受等。



参考示例：

记承天寺夜游教案公开课篇十一

一、了解课文大意

二、整体感知作品内容

三、体会作者特殊的心境

四、体会凝练含蓄、饶有余味的语言。

整体感知作品内容，体会作者特殊的心境。

体会作者特殊的心境，体会凝练含蓄、饶有余味的语言。

两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一、了解课文大意

二、整体感知作品内容

三、背诵此文

一、导入新课，介绍作者。

宋代有个大诗人叫苏轼，你们可曾读过他的诗文?我们在七年
级上学期曾诵读过他的'一首词，叫《浣溪沙》。哪位同学还
能背诵?(指名背诵这首词)这位大文豪才华横溢，但他的命运
却不太好。他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其心情可想而知。
但他善于自我解脱，与友人张怀民一起夜游承天寺。承天寺



的月色在他的笔下，显得澄澈透明，如诗如画。诗人陶醉于
迷人的月色中，随缘自适，自我排遣，自豪地说：“何夜无
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现在让我们与这
位大诗人共同夜游承天寺吧!(出示课题)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在诗词、
散文方面都有杰出成就，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合
称“三苏”，均在“唐宋八大家”之列。苏轼有不少随笔式
的散文，大都取材于日常生活的片段，或渲染出一种情调，
或表现一片心境。

三、朗读课文，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大声朗读课文，借助页下
注释，读准字音。

四、疏通文句。

(一)、教师提示一些重要词语，帮助学生理解文句。

1.注音

解()遂()寝()荇()柏()

2.解释

欣然：愉快地，高兴地念：想，思考无与乐者：没有可以共
同游乐的人

遂：于是，就寝：卧，睡。相与：共同，一起。步：徒步徐
行，散步。

庭：庭院空明：清澈透明。交横：交叉错杂。

盖：连词，承接上文，解释原因，相当于“原来是”。

但：连词，只是，不过耳：相当于“而已”“罢了”。



3.翻译

(1)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

译:

(2)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译:

(3)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记承天寺夜游教案公开课篇十二

【教材分析与处理】

根据《初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能借助工具书阅读浅
易文言文”，“具有独立阅读的能力……形成良好的语感。
学会运用多种阅读方法。能初步理解、鉴赏文学作品，受到
高尚情操与趣味的熏陶”。课文的篇幅短小，语句读起来琅
琅上口，一方面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一方面又可达到在多
次诵读之后能基本了解课文大意，因而我将课堂最大化的交
给学生，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并独立解决问题，掌握文言
词汇，朗读背诵全文，体会本文语言特点，此为教学重点;扣
住文眼“闲”字做文章，创设富有活力的开放型课堂。体悟
文人积极达观的处世态度，树立积极的人生观，达成浅文深
教的效果。这对正在形成自己正确的人生观的初二学生而言
很有现实意义，因此我把如何理解短文的主旨，体悟文人积
极达观的处世态度定为教学难点。

【教学目标】

1、掌握文言词汇，理解课文内容。



2、品味文中的优美语言，理解作品意境，体会文中蕴含的思
想

感情。

3、体悟文人积极达观的处世态度，树立积极的人生观。

【教学重点】

1、反复诵读，形成语感。

2、品味文中的优美语言，理解作品意境，体会文中蕴含的思
想感情。

【教学难点】

解读“闲人”二字，体悟文人积极达观的处世态度，树立积
极的人生观。

【教学流程】

(一)导入：(教师唱《但愿人长久》，营造氛围，引入课题)

师：知道这首歌的名字是什么?这首词的作者是谁?词中的名
句是哪句?月是诗人墨客笔下的宠儿，你还知道哪些有关月的
名句?下面让我们学习苏轼的另一写月名篇《记承天寺夜游》，
学习《记承天寺夜游》，走进苏轼。(板书)

(二)解读标题。

明确：文体(记)，时间(夜)，地点(承天寺)

补充介绍承天寺(展示图片)：“承天寺”是张怀民居住之所，
张怀民在元丰六年也被贬谪到黄州，他修了一座亭，苏轼给
亭命名为“快哉亭”，并写了一首《水调歌头》送给张怀民，



其中有一句“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三)交流预习体会，明确学习目标。

1、学生资料展示，走进苏轼，了解作者及写作背景。

2、学生交流预习收获与疑难，明确个体学习目标与全体学习
重点。

(四)初读课文，体会层次美。

1、自由朗读，明确朗读要求。

要求：读得流畅响亮。

读得字正腔圆。

读得抑扬顿挫。

读得层次分明。

2、小组再读课文，体会文章层次美。

指导：表达方式的不同，感情不同，语气语调不同。

读叙事。读出闲适、欣慰之情。

读写景。第二段描绘庭院月色，似真似幻的美妙境界。要读
出喜悦、闲适之意。

读抒情。既有贬谪的悲凉，失意的落寞，自我排遣的达观，
还有闲时赏月欣喜，漫步的悠闲。

3.、指名读，读出记叙、描写，抒情的不同感情。



4、播放视频，听读课文，体会层次美。

5、男女生分角色朗读，体会抑扬顿挫、节奏分明的层次美。

(五)疏通文意，合作研讨。

1、学生交流以往学习文言文的经验及明确重点。

•教师补充(媒体出示)翻译文言文的方法：

留---如人名、地名、年号等不翻译，保留。

•换---用近义词替换。

•补---补充省略成份。

•调---倒装句式进行调整。

•删---将没有实际意义的虚词，去掉不翻译。

2、小组合作，借助课文注释，理解句意，并在便利贴上整理
重点。抓住重点字和特殊句式，重点句子翻译等。

3、学生整理汇报，解决疑难。

4、全文整体感知。

(六)深入探究，感受胸怀美。

1、思考：文中那个字最能体味到作者的内心情感?苏轼
是“闲人”吗?

扣住文眼“闲”字做文章，引导学生到文中寻找答案。学生
自己找，自己讲，自己归纳，老师点拨。



2、明确主旨句“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体会人物胸怀境
界美。

教师小结：苏轼看上去真的很闲，无官一身轻，有闲情雅致
欣赏美景，(赏月的欣喜，漫步的悠闲)但苏东坡内心深处不
愿意做一个无官一身轻的闲人。他不断被贬，却能够随遇而
安，我们从苏轼的身上看到了豁达乐观，看到一生屡遭贬谪，
身形万里，但始终释然安然，达观豁达。

3、探究“文人心境”。

补充欧阳修、范仲淹等材料，课外延伸。

(七)拓展迁移，培养胸怀美。

1、展示烦恼清单。可以是学习方面的，与朋友、父母交往方
面的，可以是体态长相方面的。通过实物投影展示清单。

2、讨论：遇到烦恼时，应该如何面对?

(八)学生谈体会及疑惑。

(九)教师布置作业并结束语。

苏轼一生坚守自己的政治理想，为此，他屡遭贬谪，历经坎
坷，他的那份豁达乐观如皎洁的明月照亮了历史的天空!那么
当我们面对生活的风雨时该如何呢?请同学们齐读寄语：海纳
百川，有容乃大。面对风雨坎坷，让我们改换一下肺中的呼
吸，与脉管中的血流。这样，也许我们就会找回人生的坐标，
用纯净的笔去书写我们大写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