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愁的语文教案及反思 乡愁的语文教
案(优质8篇)

教案既是教师的工作依据，也是学生学习的规范。这是一份
小编从网络上搜集整理的五年级教案，供大家参考学习，希
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路。

乡愁的语文教案及反思篇一

课题课时一课时

教学目标

1．学习本诗严谨的结构，精巧的构思。

2．掌握通过分析意象感知诗歌内涵的方法，品读诗歌凝练含
蓄的语言。

3．体会作者浓厚强烈的思乡情怀，培养学生挚爱祖国的感情。

教材分析《乡愁》这首诗，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映射着
中国古典诗词的神韵和魅力。从内容上说，“乡愁”是中国
传统文学经久不衰的主题，余光中虽曾接受过现代主义的浸
染，但骨子里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诗歌内容触及思想
深处的“中国意识”时，自然而然地摄取了“乡愁”这一主
题。历代爱国知识分子有借诗词歌赋流露家国之思的传统，
本诗在这一点上可谓传承了民族的历史文化。从形式上说，
这首诗恰到好处地运用现代汉语，使之带上了古典诗词的格
律美和音韵美的特点。诗的节与节、句与句均衡对称，但整
齐中又有参差，长句短句变化错落；同一位置上词语的重复
和叠词的运用造成一种类似音乐的回环往复、一唱三叹的旋
律，给全诗营造了一种低回怅惘的基调。



教法提示诵读法、探究欣赏法、比较阅读法

教学过程设计(含作业安排)

一、导入

乡愁是许多文学作品共同的主题，中国古代有许多“乡愁”
名句：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王维）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

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王湾）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王
维）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
白）

是啊！抹不去的相思，挥不走的乡愁，牵动着多少游子的心！
看多少英雄少年，白了头在一夜间！风流少帅张学良，困居
台湾几十年，有多少离愁别恨，客死他乡，团聚梦难圆？多
少年来，由于历史的原因，台湾人民与大陆两地相隔，饱受
相思之苦，因而对乡愁有着其他任何时代不可比拟的深刻的
理解。

二、研习余光中的《乡愁》

(1)请学生默读，熟悉诗歌内容。

教师提示余光中简介：

(2)学生小声试读，体会诗作的意境和感情。并尝试划分诗的



节奏和重音。

教师作诵读提示：

《乡愁》诗的形式美很突出：一是结构上寓变化于统一，节
与节、句与句比较整齐对称，诗人注意了长句与短句的变化
调节，整齐中有参差；二是音乐上营造出一种回旋往复、一
唱三叹的美的旋律，同一位置上词的重复和叠词的运用，使
全诗低回掩抑，如怨如诉，数量词的运用，也加强了全诗的
音韵美。这首诗有如音乐中柔美而略带哀伤的“回忆曲”，
是海外游子深情的恋歌。

注意诗的节奏和重

（3）合作探究：

学生回答，教师明确：

诗人巧妙地将“乡愁”这种情感进行了物化，也就是找到了
它的对应物。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里，“乡愁”分别寄托在
邮票、船票、坟墓和海峡等具体可感的对象上。这种技
法．通常称之为“移情”，可以增加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b、四个时间序词,代表哪四个人生阶段?四个人生阶段又因什
么而愁?

学生回答，教师明确：

这四个阶段分别是：小时候一长大后一后来一现在。

小时候，诗人少小离家，与母亲书信往来，乡愁寄托在小小
的邮票上。长大后，为生活而奔波，与爱人聚聚离离，船票
成了寄托乡愁的媒介。到后来，—方矮矮的坟墓，将“我”
与母亲永远分开了!而现在，一湾浅浅的海峡将“我”与祖国



大陆隔开。个人的故乡之思上升到了代表一群人的家国之思。
全诗在此戛然而止，留下长长的余味。

“一枚”“一张”“一方”“一湾”四个数量词和“小小
的”“窄窄的`”“矮矮的”“浅浅的”四个形容词都以一种
看似轻描淡写的方式，把乡愁浓缩于四个面积小程度轻的对
象之上，恰恰反衬出诗人内心深处浓烈的思乡情感。

d、这首诗如果去掉第四节效果会有什么不同？

如果去掉第四节，充其量只是一首普普通通的思念故乡的诗；
有了第四节，前三节就成了铺垫，这一节又画龙点睛，乡愁
的诗意升华为国愁和民愁了。

三、教师总结该诗的构思特点、欣赏诗歌的语言美：

作者在这首诗里，设置了四个时段，将乡愁浓缩为邮票、船
票、坟墓、海峡等形象(意象)，通过四个时段和空间的变化，
逐层推进，使意象次第放大，将乡愁诠释为亲情、爱情和思
家爱国之情，感情由淡而浓，主题由浅入深，在一咏三叹之
中，将乡愁渲染得异常浓烈。

诗歌的绘画美乡愁本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情感，v但诗人表达出
来后却是实现了的物化，变成了具体可感的东西。

诗歌的建筑美结构上寓变化于统一，节与节、句与句均衡对
称，v整齐中又有参差，长句与短句互相变化错落。

诗歌的音乐美同一位置上的词的重复v和叠词的运用，在音乐
上造成一种回环往复、一唱三叹的旋律，给全诗营造了一种
低回怅惘的基调。

四、拓展阅读：



昨夜，/月光在沙上铺一条金路，/渡我的梦回到大陆。
（《舟子的悲歌》）

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
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
陆。（《当我死时》）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酒一样的长江水/醉酒的滋味/是乡
愁的滋味（《乡愁四韵》）

2．比较阅读。

台湾当代女诗人席慕蓉的《乡愁》(详见课本p5)也是抒写乡
愁的，说说它与课文在表达上各有什么特点。

教师点拨：

这两首诗有着相似的写作背景。余光中和席慕蓉的祖籍和出
生地均在大陆，后来赴台湾。

两位诗人都钟情于中国古典文化，承继传统文化中乡愁的永
恒主题写出了新意。

不同之处在于，席慕蓉的故乡在蒙古草原，她既不在那里出
生，也不在那里长大，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机会踏上故乡
的土地。她只有在梦里，在诗中，寄托无限乡愁。她的《乡
愁》，缠绵悱恻，分别写故乡月夜的笛声、离别故乡时心中
模糊的怅惘、别后对故乡的绵绵思念，意境深幽，比喻新异，
也具有比较强的时代意义。但在思想深度的开掘上，这首
《乡愁》不如余光中的《乡愁》那样深刻。

3．语言运用。

余光中说乡愁是“浅浅的海峡”，席慕蓉说是“没有年轮的



树”，那么，如果有一天走出家门，你心中最惦记的是什么?
请发挥想象，仿照课文，用漂亮的比喻句尽现你的感觉。

乡愁的语文教案及反思篇二

一、教学目的：

1．理解、感受这首诗的优美意境和深刻含义。

2．理解这首诗的艺术特点。

二、教学重点、难点：

理解、感受这首诗的优美意境和深刻含义。

三、教学过程：

（一）导入：播放马思聪《思乡曲》

（二）出示教学目标、重点和难点

（三）余光中简介

（四）教师范读全诗，注意节奏和重音

（五）学生齐读全诗

（六）分析全诗（思想内容）

小时候——邮票——母子分离—对母亲的思念

长大后——船票——夫妻分离—对妻子的依恋

后来——坟墓——母子死别—对母亲的追念



现在——海峡——游子与大陆分离—对故土的'眷恋

母子深情

绵长

夫妻恩爱

厚重

绮丽迷人

生死悲痛

巨大

最感人

思乡哀愁

绵绵无尽

最惊人

由个人思乡之情到普遍的家国之情的升华

（七）分析全诗（艺术特色）

1．意象新颖、单纯、明朗、集中、强烈

2.正语反出

3．形式美

（1）结构



变化中有统一的美，活泼，流动，生机蓬勃。

（2）音乐

重章叠句，

韵律优美，节奏感强。

（八）总结

是我国民族传统和乡愁诗在新的时代和特殊的地理条件下的
变奏，具有以往的乡愁诗所不可比拟的广度和深度。

（九）拓展阅读，席慕蓉和李广田的《乡愁》，引导学生找
出诗中的意象。（机动）

（十）拓展迁移

仿写：乡愁是

幸福是

欢乐是

痛苦是

爱是

（十一）作业：

1.背诵余光中的《乡愁》

2.课外摘抄自己喜欢的诗歌10首并背诵

3.阅读余光中的《乡愁四韵》，写出对诗中四个意象的理解。



（机动）

（十二）结束曲：《送别》（机动）

乡愁的语文教案及反思篇三

教学目的：

1、感知《乡愁》的意境和情感。

2、让学生初步学习鉴赏诗歌的方法。

3、培养学生的联想思维和运用诗歌表达情感的能力。

教学重点：

1、结合音画营造氛围，让学生走进自己所不熟悉的乡愁世界。

2、感性和理性相结合，初步学习诗歌的鉴赏方法。

教学方法：

联想法，诵读法，欣赏法，讨论法，比较法，发现法，评价
法。

媒体设计：

1、《乡愁》朗诵带

2、《归乡》、《思乡曲》音乐比较。

3、席慕蓉《乡愁》的录象带。

教学手段：



多媒体教学。

课时安排：

一教时。

课堂教学设计：

一、上课伊始，放钢琴曲《思乡》（配以秋日落叶的画面）

二、导入语。听了这段音乐，你心中有怎样的感受？你联想
到了什么？（学生自由发言，教师适时给以肯定）

解说：老师想到了深秋季节，想起了一段写深秋的千古名句：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
是离人泪。（后几句师生齐声朗诵）。是啊，深秋是个让人
伤感的季节，总让人心中涌起一种离愁别绪。无怪乎有些人，
在他们人生的秋天，依然远离故园的时候，会产生浓浓的乡
愁。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诗人的乡愁世界。

三、赏析余光中的《乡愁》

1、自读全诗

2、好的诗歌配以合适的音乐朗诵，会更有感染力。下面请同
学们听两首曲子，你来选择一下，余光中的〈乡愁〉配什么
音乐比较好？（画面配乐，屏幕显示为背景音乐一、背景音
乐二）

3、评价选择适合的音乐。（学生迅速选择出背景音乐二，并
说出感受。教师加以肯定。介绍两首曲子，指出第一首是第
二首是马思聪的小提琴曲〈思乡曲〉）

4、请一同学配乐朗读



5、放多媒体（画面及配乐朗诵）。请刚才朗诵的同学比较差
异。

6、学生边听录音边跟读。

7、齐读。教师作出评价。

明确：用了“邮票、船票、坟墓、海峡”等意象来表现。将
抽象的情绪物化了，李清照在《武陵春》一词中有类似的写
法，是“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明确：这是正语反说，反衬出思乡之情的浓烈。

9、一般来说，诗比较跳跃，读者要用想象、用情感去填补其
中的空白，请同学就一、四两节诗想象作者写作时的心中所
想。从而体会诗人内心的'情感。（学生发言，教师点拨，不
断挖掘诗的内涵，丰富学生的想象）

10、请同学用一句简明的话概括每节诗的大意。（屏幕出示
板书）

11、根据板书找出诗的顺序。（学生着重于时间顺序）

12、交流其他乡愁诗。（学生回忆了“独在异乡为异客，每
逢佳节倍思亲”等诗句，有个学生说了“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教师提醒这不是乡愁，而有一种回乡后
的喜悦和感慨。）比较与本诗的不同。经过点拨，学生明白
了本诗超越了个人情感，注入了爱国情感。

13、有感情的背诵全诗。

四、1、听席慕蓉的〈乡愁〉朗诵带。

2、齐读（教师点拨朗读不到位的地方）



3、看录象（中秋之夜，海峡两岸共度佳节的联欢晚会上，主
持人即席朗诵席慕蓉的〈乡愁〉，提醒同学注意离别大陆多
年的观众的表情）

4、根据这两首诗的提示，结合你的课外历史知识、生活体验
从老人的神情想象他的内心。

五、我们同学人生走到十五、六，总也体验了一些酸甜苦辣，
请大家用一两句诗意的话写自己的乡愁或其他情绪。尽量用
上意象。（出示下水诗句）

六、学生思考时，播放背景音乐（罗大佑的《乡愁四韵》）。

七、学生交流。

八、布置作业。（任选一题）

1、给席慕蓉的〈乡愁〉写教案或赏析文章。

2、谈谈你对诗歌这种体裁的理解。

3、任选一个角度或物象（如：季节、色彩、情绪、校园）写
一首诗。

乡愁的语文教案及反思篇四

(一)导入：

举头望明月，-----------------。.独在异乡为异客，-----
--------------------。

日暮乡关何处是，-------------------------。因思杜陵梦，
-------------------------。



(二)简介作者。

余光中，祖籍大陆。1928年生于南京，1949年去香港，1950
年去台湾。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古典文学一往情深，承继了
传统文化中乡愁这一永恒的主题，写出了新意;另一方面，由
于特殊的政治原因，大陆和台湾长期阻隔，而诗人又经常流
浪于海外，游子思乡之情，不免经常流露出来(是他诗歌作品
中的重要内容)。对此，他在一篇散文中曾不乏风趣幽默地说：
大陆是母亲，台湾是老婆，香港是情人。代表作有《乡愁》、
《乡愁四韵》，《春天，遂想起》，被称为乡愁诗人。

(三)深情地朗读。

明确：这首诗的感情基调是——深沉的，深沉中又略带哀伤，
所以朗读时的速度就是缓慢的。同时注意节奏和重音。

(四)细腻地品读。

1.这首诗歌的四个小节可以调换顺序吗?为什么?

四个时间序词，代表了四个人生阶段。诗人以时间的变化来
组诗，四个时间序词也即概括了诗人的整个人生，也就是浓
浓的乡愁牵动了诗人的一生。

2.你投入了怎样的感情去朗读?(这首诗抒发了诗人怎样的.感
情?)

这种感情看得见吗?那么诗人是借助什么事物来表达自己的感
情的?

邮票()船票()坟墓()海峡()

3.体会“小小的”“窄窄的”“矮矮的”“浅浅的”表达效
果。



4.小结。

5.再读诗歌，寻美。

《乡愁》诗歌很美，美在--------

(1)从整体结构看，a美在整齐划一的结构上。

b美在一唱三叹的音乐节奏上。

(2)从构思立意看，c美在从小到老的时间顺序上。

d美在身处各地的空间变化上。

e美在托物寄情的比喻形象上。

(3)从词句运用看，f美在数量词的运用上。

g美在叠词的运用上。

(4)从思想感情看，h美在每一节诗都是一幅凄美的图画上。

?i美在主题的逐步深化、最后升华上。

(五)丰富地想象。(mtv制作大赛)

要求：结合自己的理解，任选一副画面，选好背景音乐，用
自己的语言把这幅画面描摹出来。先小组同学合作，然后向
全班展示。

背景音乐：

画面：



解说：

欣赏余光中的《乡愁四韵》。

(六)诗意地仿写(小试牛刀)

请同学们结合自己的理解，用具体的事物为“乡愁”打个比
方。

例：乡愁是一枚青橄榄，苦苦的、涩涩的，别有一番滋味在
心头。

(七)小结，下课。

乡愁的语文教案及反思篇五

教材分析：

教学目标：

1、理解本诗深刻的主题，独创的意象，精巧的构思和近趋完
美的形式

2、培养学生有感情的朗诵能力、品味语言的能力、自学探究
能力及团结合作精神

教学难点：对诗中四种意想的体会和把握

教学过程：

(课前3分钟播放歌曲《想家的时候》，创设氛围

一、导入新课

故乡，是每个离家的人都魂牵梦绕的地方，它是起点也是终



点，是开始也是结束离开故乡，有时带着憧憬、梦想去追求
自己的理想，有时带着寂寞惆怅和一份深沉的苍凉去奔波，
但不管怎样，家乡总是游子心中最温柔、最留恋的地方同学
们想家的时候还可以常回家看看，可是那些远离祖国，漂泊
异乡的游子，特别是台湾同胞，因为海峡的阻隔，亲人们长
期不得相见，那才是真正的愁呀，真正的痛啊!今天我们一起
来学习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的诗——《乡愁》，一起走进诗
人那浓情似雾的乡愁世界，一起来倾听诗人内心的呼唤板书
课题、作者。

二、作者简介

(余光中，台湾当代著名诗人、散文家和诗歌评论家1928年出
生于南京，1950年去台湾由于特殊的政治原因，大陆和台湾
长期阻隔，而诗人又经常流浪于海外，游子思乡之情，是他
的诗歌作品中的重要内容)

三、指导朗诵

1、听录音朗读，感受一下诗的感情基调和诗的朗读节奏(播
放课件学生全神贯注地听录音朗读深沉、图文并茂，学生深
深地被感染了)

2、明确感情基调、语速(深沉中略带哀伤的，缓慢的)

3、划分诗的节奏

诗歌是讲究节奏的艺术，节奏是感情的外在体现，“感情动
于中而节奏形于外”朗读诗歌必须讲究节奏，请同学们打开
课文，根据课后习题三的提示，边标出节奏边小声朗读(生边
小声试读边快速标出朗读节奏，师来回巡视着，指导有疑难
的同学)

4、老师作示范朗读(配上著名音乐家马思聪的《思乡曲》)



5、指名朗读

四、分析、解读本诗

1、这首诗抒发诗人什么样的感情?(抒发诗人对家乡对祖国的
思念之情)

2、要把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的感情具体表达出来，就要
借助意象，意象就是诗中的形象请同学们帮老师找找看，这
首诗借助什么样的意象表达这浓浓的思乡之情?(板书：邮票、
船票、坟墓、海峡)

3、诗中分别表达了怎样的乡愁呢?请同学们分小组讨论，想
景悟情,再现诗中的内容，用语言表达出来(生六人一组，师
来回巡视，具体指导)

湾的高山上，眺望祖国大陆:这浅浅海峡饱含着多少人的辛酸
泪水，什么时候祖国才能统一啊!板书：思乡、怀亲、爱国)

4、通过朗读，想景悟情，我们己经感受到诗人独具的艺术匠
心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诗，这首诗美在哪里?同学们可以
从结构、主题、意境、修辞等去欣赏(生议论明确：小小的、
窄窄的、矮矮的、浅浅的、富有音乐美小时候、长大后、后
来、现在，富有结构美)

5、再次朗读全诗，体会感情，试着背诵(三分钟后，师生齐
背)

五、激情抒怀

乡愁是苦涩的也是醉人的，是一缕缕扯不断的情思，是对家
的向往，是对根的企盼不论漂泊多久，不论身在何处，当夕
阳西下，当晚风吹拂，总有那么一抹淡淡的愁绪萦绕在心
头……如果你是这位凭栏而立的老者，站在海峡的彼岸，眺



望大陆的方向，心里会想些什么?你又想对大陆说些什么
呢?(鼓励学生畅所欲言)

是啊，山水也许能隔开一切，却隔不断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
骨肉深情!相信这深情总有一天会填平这浅浅的海峡，到那时，
“月圆人也圆”!

六、迁移拓展

1、仿句

这首诗作者通过邮票、船票、坟墓、海峡寄托了浓浓的思乡
之情，其实除了这些事物外，还有许多东西能触动我们的心
灵，请同学们结合自己的理解，用具体的事物为“乡愁”打
个比方(略思片刻，指名回答)

2、各领风骚话说愁

乡愁、离愁、忧愁历来是文人墨客吟咏的题材，请说出
带“愁”字的诗句，如能指明作者更好(多媒体演示积累的有关
“愁”的诗句，学生快速地抄写在笔记本上，积累妙词佳句)

板书设计

乡愁

于光中

小时侯邮票思乡

长大后船票

后来坟墓怀亲

现在海峡爱国



拓展阅读：乡愁读后感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而今，乡愁是一弯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
头……”。大约在我三四年级吧，我不晓得在什么刊物上抄
下了这首余光中的乡愁。小小的我根本不晓得什么是乡愁，
也不晓得那弯海峡隔着我的亲人不能回来。我只记得那时对
诗很狂热，不管懂与否，照抄不误。同学们看到这首诗，特
别是男生，对我挤眉弄眼。就因为“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
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

大概我上初中后，那个我从未谋面，抛下妻儿老小，在海峡
那头的外公回来了。他白发苍苍，我的母亲和姨母的泪流了
又流，那矮矮的坟墓把外婆隔在里头。那深深的遗恨除了外
公，我的母亲和姨母又有谁能体会出来呢?外婆吗?她的怨，
她的恨应最深。但她活着时，从来没有自怨自艾，她把爱给
了我们姐妹几个。女人，谁说你的名字叫弱者，我的外婆，
一个小脚女人，从三十岁就失去了外公，她独自一人带着两
个女儿艰难度日。外婆用她日复一年，年复一日的沉默，书
写了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同样，海峡那岸年青的外公把一头青
丝熬成白霜也没有再娶。四十多年的杳无音信，那份热情一
点一点的熄灭，父母妻儿竟被那湾浅浅的海峡阻隔着。遥望
大陆，梦魂牵也系，这就是乡愁吗?多想闻闻故乡泥土的芬芳，
多想看看故乡的潮起潮落、山山水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啊!外公啊，您的四十年对外婆，我的母亲和姨母是怎样的一
种缺憾啊!小时候，我的母亲和姨母，她们不晓得自己的亲人
在那遥远的地方，梦里没有父亲，有的却是生活的艰辛。等
到她们头发斑白的时候，才晓得父亲是什么样子。

月残了，还有圆了的时候，就连那牛朗和织女还会有每年的
七夕相聚，而外公和外婆四十年后再也没有相见。现在，或
许在天的那边，他们的魂魄早已相聚在一起了吧!台湾啊，母
亲的头发白了又白，那声声亲喃的呼唤，唤不醒沉睡的你吗?
同样的炎黄子孙却要有两种身份吗?外公的坟墓就埋葬在故乡



的山坡上，远处是澎湃的大海，坟前是开满一地的蝴蝶花。

乡愁的语文教案及反思篇六

1.下面对《乡愁》一诗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全诗以时间为序，以感情为线索，把对母亲.妻子的爱熔铸
在对祖国的爱中，表达了作者渴望祖国统一的殷切期望。

b.作品以时间为序，以感情为线索，把对祖国的爱熔铸在对
母亲.妻子的爱中，表达了作者渴望祖国统一的深切愿望。

c.作品以时间为序，以感情为线索，把对故乡的爱熔铸在对
母亲、妻子的爱中，表达了作者渴求回到祖国怀抱的深切愿
望。

d.作品以时间为序，以感情为线索，把对母亲、妻子的爱熔
铸在对故乡的爱中，表达了作者渴求回到祖国怀抱的殷切期
望。

2.简要分析余光中的《乡愁》中叠词运用的表达作用。

二、巩固题

3.这首诗抒发了诗人什么感情?感情基调应该是什么?

4.把乡愁推向顶点的是哪一节?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愿望?

三.提高题

5.余光中的《乡愁》用了哪些形象来表现其乡愁的?

6.诗中用了那些巧妙的比喻?有什么表达效果?



7.用“乡愁是……”说一句话或几句话。

四、阅读理解：

世间最美的坟墓

(1) 我在俄国所见到的景物再没有比托尔斯泰墓更宏伟、更
感人的了。这将被后代怀着敬畏之情朝拜的庄严圣地，远离
尘嚣，孤零零地躺在林阴里。顺着一条羊肠小道信步走去，
穿过林间空地和灌木林，便到了墓冢前;这只是一个长方形的
土堆而已，无人守护，无人管理，只有几株大数阴庇。她的
外孙女跟我讲，这些高大挺拔、在初秋的风中微微摇动的树
木是托尔斯泰亲手栽种的。小的时候，他的哥哥尼古莱和他
在他们听保姆或村妇讲过一个古老传说时，提到亲手种树的
地方会变成幸福的所在。于是他们俩就在自己庄园的某块地
栽了几株树苗，这个儿童游戏不久也就忘了。托尔斯泰晚年
才想起这桩儿时往事和关于幸福的奇妙许诺，饱经忧患的老
人突然从中获到了一个新的、更美好的启示。他当即表示愿
意将来埋骨于那些亲手栽种的树木之下。

(2) 后来就这样办了，完全按照托尔斯泰的愿望;他的坟墓成
了世间最美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最感人的坟墓。它只是
树林中的一个小小的长方形土丘，上面开满鲜花——没有十
字架，没有墓碑，没有墓志铭，连托尔斯泰这个名字也没有。
这个比谁都感到受自己的声名所累的伟人，就像偶尔被发现
的流浪汉，不为人知的士兵一般不留名姓地被人埋葬了。谁
都可以踏进他最后的安息地，围在四周的稀疏的木栅栏是不
关闭的一一保护列夫·托尔斯泰得以安息的没有任何别的东
西，惟有人们的敬意;而通常，人们却总是怀着好奇，去破坏
伟人墓地的宁静。这里，逼人的朴素禁锢住任何一种观赏的
闲情，并且不允许你大声说话。风儿在俯临这座无名者之墓
的树林间飒飒响着，和暖的阳光在坟头嬉戏;冬天，白雪温柔
地覆盖着这片幽暗的土地。无论你在夏天和冬天经过这儿，
你都想象不到，这个小小的隆起的长方形包容着当代最伟大



的人物当中的一个。然而恰恰是不留姓名，比所有挖空心思
置办的大理石和奢华装饰更扣人心弦：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
子里，成百上千到他的安息地来的人中间没有一个有勇气，
哪怕仅仅从这幽暗的士兵身上摘下一朵花留作纪念。人们重
新感到，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最后留下的、纪念碑式的朴
素更打动人心的了。残废者大教堂大理石穹隆底下拿破仑的
墓穴，魏玛公侯之墓中歌德的灵寝，西敏司寺里莎士比亚的
石棺，看上去都不像树林中的这个只有风儿低吟，甚至全无
人语声，庄严肃穆，感人至深的无名墓冢那样能剧烈震撼每
一个人内心深藏着的感情。

8.本文的记叙线索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从文中找出两个具体描写人们怀着“敬畏”之情的句子。

11.作者说这座墓是“世界上最美的坟墓”的根本原因是什
么?

12.本文多处用了衬托的写法，请举两例。

乡愁的语文教案及反思篇七

1、了解作者及写作背景，准确理解这首诗的主题。2、培养
学生感悟、欣赏诗歌的能力。

3、体会作者深沉的思乡之情和爱国情怀，培养学生热爱祖国
的思想感情。

学情分析

《新课标》中要求学生能“对作品的思想感情倾向做出自己
的评价”，“品味作品中富有表现力的语言”。 九年级学生
由于人生阅历的不断增加和知识结构的不断完善，对诗歌的



领悟能力也在不断的提高，而《乡愁》的内容相对简单，学
生读几遍基本都能理解诗歌内容，不用老师过多的讲解。因
此，我把本课教学分为“认真聆听、深情诵读、仔细品味、
我也来写”四个环节，通过这一系列以学生为主体的活动，
在互动中使学生对主题的理解一步步加深。

重点难点

1、培养学生感悟、欣赏诗歌中美的能力。

2、体会作者深沉的思乡之情和爱国情怀，培养学生热爱祖国
的思想感情

【导入】导入新课

1、导语：同学们，请看大屏幕上的几句诗歌，它们表达了诗
人怎样的共同情感?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对家乡的思念之情)

是啊，生我们养我们的故乡，我们怎能忘记?诗人余光中说过：
“烧我成灰，我的唐魂汉魄仍然萦绕那片厚土。”在他离开
大陆20余年的1971年，那时，正逢海峡两岸交好无望、双方
民众都处于极度绝望之中，他在厦门街的旧居里感情所至，
一挥而就，仅用了20分钟便写出了一首饱含深情的诗——
《乡愁》。

2、走近余光中



余光中，台湾当代著名诗人、散文家和诗歌评论家。 1928年
出生于南京，祖籍福建永春，1949年去台湾。由于特殊的政
治原因，台湾和大陆长期阻隔，而诗人又经常漂泊于海外，
游子思乡之情，是他的诗歌作品中的重要内容。著名文集有
《白玉苦瓜》、《石室之死》、《听听那冷雨》等。

【活动】认真聆听

1、优美的诵读能激起我们的感情共鸣，用心聆听会让我们如
痴如醉。首先请同学们欣赏《乡愁》的配乐诗朗诵，注意认
真倾听朗诵的节奏、重音、语速、语调、情感等。

2、多媒体播放影音。

3、听完后，师生讨论明确：

语调——深沉 语速——低缓 感情——深挚

【活动】深情诵读

2、把握好作者的感情变化，才能读出诗的韵味来。

第一节 回忆 平淡(小时候，诗人求学在外，思念母亲，这种
对儿时的回忆，读时可以稍微平淡一点。)

第二节 遗憾 甜蜜(长大后，诗人新婚别离，对娇妻的思念，
虽然遗憾却带有丝丝的甜蜜。)

第三节 失落 痛苦 (后来呀，一座坟茔、两世相隔，母子永
远不能相见了，真是子欲养而亲不待呀!对母亲的这种悼念，
是失落中带有难以名状的痛苦。)

第四节 惆怅 无奈(而现在，台湾与大陆长期阻隔，作者归心
似箭，却又无能为力，只能望峡兴叹!所以是惆怅中有着些许
的无奈!)



3、学生自读

4、组内读

5、请几名层次不同的学生班内读，学生进行评价。

6、齐读

【活动】仔细品味

1、让学生从诗的意象、结构、语言、情感几个方面，自选内
容，品评这首诗。

2、学生自由发表见解，老师适当引导。

【活动】我也来写

模仿此诗的写法，让学生当堂练习：

1、练习题目：母爱

2、挑选部分学生朗诵自己的作品。

【讲授】课堂小结

是啊，这湾浅浅的海峡又怎能阻隔两岸亲人的思念?台湾政要
连战、宋楚瑜、吴伯雄等相继回大陆寻根祭祖。更为可喜的
是两岸人民已于2008年12月15日实现了“通邮、通航、通
商”的梦想。是啊，“落叶总要归根”!相信，通过两岸同胞
的共同努力，“这头”“那头”终究会成为“一头”!到那时，
我们一定会听到台湾那深情的呐喊：“母亲，我回来啦!”

【作业】作业布置

1：有感情的背诵这首诗



2：收集有关“乡愁”的诗词、散文、小说，同学间交流赏析。

乡愁的语文教案及反思篇八

1.通过抄写诗作，感知诗行、诗节等作品外观特征；

2.通过诵读诗作，体验这首诗回环往复的声韵特色；

3.通过替换喻体，探究本诗运用的表达手法和效果。

【课前准备】

复印余光中《乡愁》手迹及40岁左右青年照(本诗写于作者43
岁时)，制作ppt。(手迹和照片见百花文艺出版社《余光中集》
第一卷、第五卷书前照片页)

印发本课学习单。

【教学过程】

一、导入诗歌

ppt投影余光中《乡愁》手稿，导入新课，简介余光中及其创
作手稿。

让学生照着手稿把诗歌抄写在笔记本上。抄好后，要求轻声
读一读，用笔勾画出最能打动自己的诗句。

二、读诗之外观

观察学生是“横抄”还是“竖抄”，借此点出现代诗歌“诗
行”和“诗节”的概念，明确诗行和诗节是现代诗歌重要的
表达手段。



明确：这首诗一共4小节，共16行。外观布局排列整齐，一行
行、一节节排列下来，给人爽朗之感。

三、读诗之声韵

齐读诗歌，边读边感受，说说这首诗在声韵上有什么特点。

(学生一般回答是押韵。辨析何为押韵——韵母相同的字。)

明确：此诗并不押韵。

(教师带领学生勾画诗歌每小节相同的句式以及重复的诗句，
圈出表明时间的词：小时候—长大后—后来啊—而现在。)

明确：这首诗音律上的特点是回环往复。正因如此，读起来
有一种回环上升、层层推进、和谐悦耳、一唱三叹的音韵美
感。

学生再读。

(教师用领“读”的方式，加以辨析，由形到声，声入心通，
带领学生不断深入作品。)

四、读诗之手法

(一)请学生分享初读时勾画出的打动自己的诗句。

学生勾画圈点集中在每一节第二句，还有“这头、那
头”“外头、里头”等处。

(二)重点品读四个比喻句

ppt展示四个比喻句(略)

1.展开想象，说说对这四句诗的理解，并体会其中蕴含的感



情。

明确：四个比喻句分别表达了对母亲的想念、对新娘的思慕、
对亲人的思念、对故乡祖国的深沉的爱意。

2.四个比喻前后顺序上的安排有什么讲究。

明确：步步扩大，层层深入，节节升华。

3.联系诗中的“这头”“那头”“里头”“外头”，体会这
些词语给人怎样的感受。

明确：“这头”“那头”“外头”“里头”的用词拓宽了空
间，诗人在这样的时空环境中阻隔，时空迢遥，可望而不可
即，痛苦思念。乡愁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的
感情的泥石流，但是作者用四个比喻，让这种复杂的复调的
情感具象化，化抽象为具体，表达自己的乡愁。乡愁是对母
亲的思念，是对妻子的思念，是对逝去的亲人的思念，是希
望台湾早日和祖国团圆的热切期盼。读完全诗，我们受到感
动。

五、读诗之意象

意象是诗歌中寄寓了诗人主观情感的事物，一般都是名词性
的具体事物。这四个比喻句的喻体——“邮票”“船
票”“坟墓”“海峡”，就是意象。

(一)用其他的事物来替换诗中原来的喻体，仿写一个新的比
喻句(诗中其他语句可以稍做变化)。

教师示范：小时候/乡愁是一封薄薄的家书/我在这头/母亲在
那头。

分组活动：每个小组负责一个小节，仿写一个小节中的比喻



句。

(学生仿写；教师巡视，及时判断，指出其正误优劣，相机指
导；全班交流。)

示例：

小时候/乡愁是一辆旧旧的自行车/我在后头/母亲在前头

长大后/乡愁是一根短短的电话线/我在这头/亲人在那头

后来啊/乡愁是一场旧旧的电影/我在外头/记忆在里头

而现在/乡愁是一张薄薄的照片/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不恰当的示例：

小时候/乡愁是一张长长的信纸/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点拨：“长长的”不符合原诗意象前修饰语的语境。

长大后/乡愁是一封薄薄的信封/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点拨：“信封”与原诗第一节“邮票”重复，没有显示原作
不同生命阶段意象选择的独特性和个性化。

后来啊/乡愁是一张黑白的遗照/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点拨：过于直白，让读者一览无余，不够含蓄。可以换
成“乡愁是一个小小的镜框”。

(二)组织学生讨论将改写与原作做细致比较，引导学生感受
体会原诗写作中遣词造句的创造、意象选择的精美、分寸把
握的匠心。



小结：原作意象选择得精美圆熟，鲜明突出。意象前修饰语
对意象的反衬，形成情感表达的张力：小小的邮票，窄窄的
船票，矮矮的坟墓，浅浅的海峡，作者把意象写得小巧精致，
那份浓浓的乡愁却在小小的意象中自然流露。邮票小小，思
念深深；船票窄窄，情愫长长；坟墓矮矮，痛苦无穷。尤其
是浅浅的海峡，读到“浅浅”二字，我们似乎瞬间感受到了
来自诗歌的一种虹吸，一种纠缠，一种撕裂，读到了许许多
多的审美快意，这就是诗歌的张力。

(三)背诵诗歌。

六、布置课后作业

1、阅读余光中《乡愁四韵》《民歌》，运用本课学到的知识
加以赏析。

2、模仿《乡愁》的格式，在下列题目中任选一个，写一首三
段构成的诗歌。

选择题目：“友谊”“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