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江南逢李龟年教案一等奖(汇总8
篇)

教案模板可以促使教师关注教学目标的达成情况，从而及时
调整教学策略和方法。范文三：大班教案——启发幼儿的创
造思维与艺术表现

江南逢李龟年教案一等奖篇一

学习目标1.能背诵诗歌。2.能抓意象，赏析诗文。3.能体会
诗人深沉情感。

一、自主学习

1.查资料，了解诗人及创作背景。

2.读诗歌，读准字音，节奏，读出感情。

3.联系注释理解诗句意思，了解诗歌内容。

二、合作探究

1.这首诗总共提到了那些人物?有哪些表示时间的词?

作者、李龟年、岐王、崔九;

寻常，几度(表示过去);

落花时节(表示现在)。

2.过去和现在的感触是一样的吗?有什么不同?

欣喜，荣耀;



辛酸、伤感。

3.前后感情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这种辛酸与伤感浓缩到
哪个词语中?

国家的盛衰、个人命运的变迁;

落花时节。

4.最后两句，有什么妙处?

运用了反衬和双关。

“江南好风景”正是乱离时世和沉沦身世的强烈反衬;“落花
时节”既是写景，又暗喻社会、朋友和自身的境况如同落花
流水，令人忧伤。

三、小结

诗的开首二句是追忆昔日与李龟年的接触，寄寓诗人对开元
初年鼎盛的眷怀;后两句是对国事凋零，艺人颠沛流离的感慨。
仅仅四句却概括了整个开元时期(注：开元时期为7——741
年)的时代沧桑，人生巨变。语极平淡，内涵却无限丰满。

四、拓展延伸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
飞。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无可奈何花落去，曾相识燕归来。

似满地芦花和我老，归家燕子傍谁飞。人闲桂花落，夜静春
山空。

五、理解训练



追忆往昔与李龟年的接触，流露的却是对“开元全盛日”的
深情怀念的诗句是：————，——————。

暗喻了世运的衰颓、社会的__和诗人的衰病漂泊的诗
句：——————，——————。

落花流水的风光，点缀着两位形容憔悴的老人，成了时代沧
桑的一幅典型画图。这句诗
是——————，————————。

江南逢李龟年教案一等奖篇二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注释：

1.李龟年：唐朝开元、天宝年间的著名乐师，擅长唱歌。因
为受到皇帝唐玄宗的宠幸而红极一时。“安史之乱”后，李
龟年流落江南，卖艺为生。

2.岐王：唐玄宗李隆基的弟弟，名叫李范，以好学爱才著称，
雅善音律。

3.寻常：经常。

4.崔九：崔涤，在兄弟中排行第九，中书令崔湜的弟弟。玄
宗时，曾任殿中监，出入禁中，得玄宗宠幸。崔姓，是当时
一家大姓，以此表明李龟年原来受赏识。

5.江南：这里指今湖南省一带。

6.落花时节：暮春，通常指阴历三月。落花的寓意很多，人



衰老飘零，社会的凋弊丧乱都在其中。

7.君：指李龟年。

江南逢李龟年教案一等奖篇三

杜甫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注释】

李龟年：唐代的音乐家，受唐玄宗赏识，后流落江南。

岐王：唐玄宗李隆基的弟弟，名叫李隆范，以好学爱才著称，
雅善音律。

寻常：经常。

崔九：崔涤，在兄弟中排行第九，中书令崔湜的弟弟。玄宗
时，曾任殿中监，出入禁中，得玄宗宠幸。崔姓，是当时一
家大姓，以此表明李龟年原来受赏识。

江南：这里指今湖南省一带。

落花时节：暮春，通常指阴历三月。落花的寓意很多，人衰
老飘零，社会的凋弊丧乱都在其中。

君：指李龟年。

【译文】

当年在岐王宅里，常常见到你的演出，在崔九堂前，也曾多



次听到你的演唱，欣赏到你的艺术。

眼下正是江南暮春的落花时节，没有想到能在这时巧遇你这
位老相识。

【中心】

诗是感伤世态炎凉的。李龟年是唐玄宗初年的歌手，常在贵
族豪门歌唱。杜甫少年时才华卓著，常出入于岐王李隆范和
中书监崔涤的门庭，得以欣赏李龟年的歌唱艺术。诗的开首
二句是追忆昔日与李龟年的接触，寄寓诗人对开元初年鼎盛
的眷怀;后两句是对国事凋零，艺人颠沛流离的感慨。仅仅四
句却概括了整个开元时期(注：开元时期为7——741年)的时
代沧桑，人生巨变。语极平淡，内涵却无限丰满。

李龟年是开元时期“特承顾遇”的歌唱家。杜甫初逢李龟年，
是在“开口咏凤凰”的少年时期，正值所谓“开元全盛日”。
当时王公贵族普遍爱好文艺，杜甫即因才华早著而受到岐王
李隆范和中书监崔涤的延接，得以在他们的府邸欣赏李龟年
的歌唱。而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既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也往
往是特定时代的标志和象征。在杜甫心目中，李龟年正是和
鼎盛的开元时代、也和他自己充满浪漫情调的青少年时期的
生活，紧紧联结在一起的。几十年之后，他们又在江南重逢。
这时，遭受了八年_的唐王朝业已从繁荣昌盛的顶峰跌落下来，
陷入重重矛盾之中;杜甫辗转漂泊到潭州，“疏布缠枯骨，奔
走苦不暖”，晚境极为凄凉;李龟年也流落江南，“每逢良辰
胜景，为人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明皇杂
录》)。这种会见，自然很容易触发杜甫胸中原本就郁积着的
无限沧桑之感。

【赏析】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诗人虽然是在追忆
往昔与李龟年的接触，流露的却是对“开元全盛日”的深情



怀念。这两句下语似乎很轻，含蕴的感情却深沉而凝
重。“岐王宅里”、“崔九堂前”，仿佛信口道出，但在当
事者心目中，这两个文艺名流经常雅集之处，是鼎盛的开元
时期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的集中的地方，它们的名字就足以
勾起诗人对“全盛日”的美好回忆。当年诗人出入其间，接
触李龟年这样的艺术明星，是“寻常”而不难“几度”的，
多年过后回想起来，简直是不可企及的梦境了。这里所蕴含
的天上人间之隔的感慨，读者是要结合下两句才能品味出来
的。两句诗在迭唱和咏叹中，流露了诗人对开元全盛日的无
限眷恋，犹如要拉长回味的时间。

梦一样的回忆，毕竟改变不了眼前的现实。“正是江南好风
景，落花时节又逢君。”风景秀丽的江南，在承平时代，原
是诗人们所向往的作快意之游的所在。诗人真正置身其间，
所面对的竟是满眼凋零的“落花时节”和皤然白首的流落艺
人。“落花时节”，如同是即景书事，又如同是别有寓托，
寄兴在有意无意之间。这四个字，暗喻了世运的衰颓、社会
的_和诗人的衰病漂泊，但诗人丝毫没有在刻意设喻，这种写
法显得特别浑成无迹。加上两句当中“正是”和“又”这两
个虚词一转一跌，更在字里行间寓藏着无限感慨。江南好风
景，恰恰成了乱离时世和沉沦身世的有力反衬。一位老歌唱
家与一位老诗人在飘流颠沛中重逢了，落花流水的风光，点
缀着两位形容憔悴的老人，成了时代沧桑的一幅典型画图。
它无情地证实“开元全盛日”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一场翻天
覆地的大_，使杜甫和李龟年这些经历过盛世的人，沦落到了
不幸的地步。感慨是很深的，但诗人写到“落花时节又逢
君”，却黯然而收，在无言中包孕着深沉的慨叹，痛定思痛
的悲哀。这样“刚开头却又煞了尾”，连一句也不愿多说，
显得蕴藉之极。清代沈德潜评此诗：“含意未申，有案未断。
”诗人这种“未申”之意对于有着类似经历的当事者李龟年，
是不难领会的;对于后世善于知人论世的读者，也不难把握。像
《长生殿·弹词》中李龟年所唱的“当时天上清歌，今日沿
街鼓板”，“唱不尽兴亡梦幻，弹不尽悲伤感叹，凄凉满眼
对江山”等等，尽管反复唱叹，意思并不比杜诗更多，倒很



像是剧作家从杜甫的诗中抽绎出来的一样。

【总结】

四句诗，从岐王宅里、崔九堂前的“闻”歌，到落花江南的重
“逢”，“闻”、“逢”之间，联结着四十年的时代沧桑、
人生巨变。尽管诗中没有一笔正面涉及时世身世，但透过诗
人的追忆感喟，却表现出了给唐代社会物质财富和文化繁荣
带来浩劫的那场大_的阴影，以及它给人们造成的巨大灾难和
心灵创伤。可以说“世运之治乱，华年之盛衰，彼此之凄凉
流落，俱在其中”(孙洙评)。正如同旧戏舞台上不用布景，
观众通过演员的歌唱表演，可以想象出极广阔的空间背景和
事件过程;又像小说里往往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反映一个时代
一样。这首诗的成功创作表明：在具有高度艺术概括力和丰
富生活体验的大诗人那里，绝句这样短小的体裁可以具有很
大的容量，而在表现如此丰富的内容时，又能达到举重若轻、
浑然无迹的艺术境界。

如清代邵长蘅评价说：“子美七绝，此为压卷。”《唐宋诗
醇》也说，这首诗“言情在笔墨之外，悄然数语，可抵白
氏(白居易)一篇《琵琶行》矣。……此千秋绝调也。”诗中
抚今思昔，世境的离乱，年华的盛衰，人情的聚散，彼此的
凄凉流落，都浓缩在这短短的二十八字中。语言极平易，而
含意极深远，包含着非常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那种昔盛今
衰，构成了尖锐的对比，使读者感到诗情的深沉与凝重。清
代黄生《杜诗说》评论说：“今昔盛衰之感，言外黯然欲绝。
见风韵于行间，寓感慨于字里。即使龙标(王昌龄)、供奉(李
白)操笔，亦无以过。乃知公于此体，非不能为正声，直不屑
耳。有目公七言绝句为别调者，亦可持此解嘲矣。”

江南逢李龟年教案一等奖篇四

1.知识与能力目标：通过对诗歌语言的探究，细品诗中所表
达的诗人的情感；在反复的吟咏之中感受诗歌语言的音乐美。



2.过程与方法能力目标：反复品读古诗，抓文眼，在教师的
引导下感悟诗句大意；体会诗歌的深刻含义。

3．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体会古诗的.主题思想，感悟我国光辉灿烂的文化。

通过反复诵读，理解诗意，学会欣赏。

通过诵读，体会诗情，培养学生对诗词的鉴赏与感悟能力。

诵读法、合作探究法；多媒体

1课时

学生齐诵古诗《江南逢李龟年》。

动漫版《江南逢李龟年》诵读。

1．学生结合课下注释，疏通文意，了解诗歌的大体意思。

2．结合具体语句或词语说所诗歌表达了怎样的思想感情？

3．你喜欢诗歌中的那句诗？哪个词？为什么？并有感情的读
出来。

1．先小组内交流，推荐出优秀同学向大家展示自己的所得，
并对自己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疑难进行质疑。

2.这首诗歌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感情，。

3以及这两首诗的写作手法。

赏析后两句诗的表现手法以及思想感情



1.“寻常”“几度”各是什么含义？在诗中有什么作用？

2.赏析“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3.“落花时节”有什么特殊含义？

4.这首诗有什么特色？

江南逢李龟年教案一等奖篇五

1、能够熟练地背诵读诗歌，积累古诗文。

2、理解诗文大意，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由于七年级学生年龄较小，对诗歌中所蕴含的复杂情感和深
层意蕴难以理解，就引导学生的反复熟读的基础上加以体会。

1、重点：理解作者抒发了怎样的思想感情。

2、难点：作者通过怎样的方式来抒发感情……

一、导入

小学时候，同学们学过杜甫的哪些诗作，能回忆起来吗？
（学生回忆，自由回答）。今天我们再学习一首杜甫的诗作
《江南逢李龟年》。

二、人物小传

1、作者简介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汉族，河南巩县
（今河南巩义市市）人。世称“杜工部”、“杜拾遗”，盛
唐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一生
写诗1400多首，艺术地反映了李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诗



艺精湛，被后世尊称为“诗圣”，他的诗也被称为“诗史”
（用诗歌写成的历史）。

2、岐王与崔九

李龟年，唐时乐工，李龟年善歌，还擅吹筚篥，擅奏羯鼓，
也长于作曲等。为开元时期“特承顾遇”的著名歌唱家。和
李彭年、李鹤年兄弟创作的《渭川曲》特别受到唐玄宗的赏
识。安史之乱后，李龟年流落到江南，每遇良辰美景便演唱
几曲，常令听者泫然而泣。李龟年作为梨园弟子，多年受到
唐玄宗的恩宠，与玄宗的感情非常人能及，唱了王维的一首
《伊川歌》："清风明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余。征人去日
殷勤嘱，归燕来时数附书。"表达了希望唐玄宗南幸的心愿。
唱完后他突然昏倒，四天后李龟年又苏醒过来，最终郁郁而
死。

岐王，岐王唐睿宗李旦的儿子，唐玄宗李隆基的弟弟，名叫
李隆范，以好学爱才著称，雅善音律，被封为岐王。

崔九，崔涤，唐朝人，在兄弟中排行第九，中书令崔湜的弟
弟。玄宗时，曾任殿中监，出入禁中，得玄宗宠幸。崔姓，
是当时一家大姓。

三、创作背景

这首诗作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也就是杜甫去世的那一
年。大历五年暮春时节，在阔别四十多年以后，流落江南的
杜甫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与同样流落异乡的李龟年偶然
相逢。这时，唐王朝由于遭受了八年的安史之乱，整个社会
已经从“开元盛世”那样的繁荣昌盛迅速跌落下来。面对苦
难的现实、凄凉的晚境和曾经辉煌一时的旧交，杜甫百感交
集，写下了这首极具情韵的七言绝句，抒发了动荡时代有着
不平凡经历的故人重逢时的深痛感触，暗寓着对往昔的无限
眷恋，对现实的深沉慨叹，以及对昔盛今衰、人情聚散的千



般感触。

四、指导诵读

1、播放视频朗读。i：教学资源\视频朗读《江南逢李龟年》杜
甫x标清。mp

2、朗读指导。（注意朗读节奏、韵脚、重音）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3、学生自由读，体会诗歌的节奏、重音和韵脚。

4、指名学生朗读，师生评议。

5、学生齐读。

五、疏通诗句

1、重点字词解释。

逢：遇见、碰见；寻常：经常、常常；几度：多次。

闻：听见你（指李龟年）的歌声。

2、翻译全诗。

当年，在岐王府邸里常常见到你的演出；在崔九的厅堂前，
也曾多次欣赏你的艺术。眼下正是江南暮春的大好风光，没
有想到落花时节能巧遇你这位老相识。

六、情感探究



1、引入思考

此诗抚今思昔，世境之离乱，年华之盛衰，人情之聚散，彼
此之凄凉流落，都浓缩在这短短的二十八字中。语言极平易，
含意极深远，包含着非常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凝结着四十
多年的时代沧桑、人生巨变。那种昔盛今衰，构成了尖锐的
对比，使人感到诗情的深沉与凝重。清代黄生《杜诗说》评
论说：“今昔盛衰之感，言外黯然欲绝。见风韵于行间，寓
感慨于字里……”

2、思考：

（1）诗人和李龟年相逢在什么季节？什么地方？你从诗中哪
里读出的？

（2）这首诗的前两句写什么？后两句写什么？全诗表达了作
者怎样的情感？

（3）作者是怎样表达这种情感的？

（4）“落花时节”有哪些深层意蕴？

3、学生分组讨论，老师巡回指导。

4、分组展示讨论成果。

5、师生小结

（1）诗人和李龟年相逢的暮春时节（或春末夏初）的江南；
诗中“落花时节”点明了时间是暮春（或春末夏初），“正
是江南好风景”，交代了相逢在江南。

（2）诗人前两句追忆昔日与李龟年的交往；后两句写诗人在
江南与李龟年的重逢；全诗抚今追昔，流露出诗人对大唐盛
世风光的怀念、劫后重逢的欣慰以及对国事凋零、艺人颠沛



流离的感叹。

（3）诗人通过“今昔”对比来表达他对大唐盛世风光的怀念、
劫后重逢的欣慰以及对国事凋零、艺人颠沛流离的感叹的。

开头二句虽然是在追忆昔日与李龟年的接触，流露的却是对
开元全盛日的深情怀念。下语似乎很轻，含蕴的情感却很重。
“岐王”，唐玄宗的弟弟、唐睿宗（李旦）的儿子李范，封
岐王，以好学爱才著称，雅善音律。“崔九”，名涤，是中
书令崔湜的弟弟，经常出入皇宫，是唐玄宗的宠臣，曾任秘
书监。他在同族弟兄辈中排行第九，故称崔九。“岐王宅”、
“崔九堂”，仿佛信口道出，但在当事者心目中，这两个开
元鼎盛时期文艺名流经常雅集之处，它们的名字，就足以勾
起昔日的美好回忆。当年出入其间，接触李龟年这样的.艺术
明星，是很寻常的，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却已是可望而不可
及的梦境了。两句诗在迭唱和咏叹中，好像是要拉长回味的
时间似的。这里蕴含的天上人间之感，需要结合下两句才能
品味出来。

后两句对国事凋零、艺人颠沛流离的感慨，概括了整个开元
时期的沧桑巨变。风景秀丽的江南，在和平时代，原是诗人
们所向往的快意之游的所在。如今真正置身其间，面对的却
是满眼凋零的落花和皤然白首的流落艺人。“落花时节”，
既是即景书事，也是有意无意之间的寄兴。熟悉时代和杜甫
身世的读者，定会从中联想起世运的衰颓、社会的动乱和诗
人的衰病漂泊，而丝毫不觉得诗人在刻意设喻。诗人写
到“落花时节又逢君”，却黯然而收，在无言中包孕着深沉
的慨叹，痛定思痛的悲哀。这样“刚开头却又煞了尾”，连
一句也不愿多说，真是显得蕴藉之极。沈德潜评此诗：“含
意未申，有案未断”。这“未申”之意对于有着类似经历的
当事者李龟年，自不难领会；对于后世善于知人论世的读者，
也不难把握。“正是”和“又”这两个虚词，一转一跌，更
在字里行间，寓藏着无限感慨。



这首七言绝句脍炙人口，是杜甫晚年创作生涯中的绝调。全
诗抚今思昔，世境之离乱，年华之盛衰，人情之聚散，彼此
之凄凉流落，都浓缩在这短短的二十八字中。历代好评众多，
如清代邵长蘅评价说：“子美七绝，此为压卷。”《唐宋诗
醇》也说，这首诗“言情在笔墨之外，悄然数语，可抵白氏
（白居易）一篇《琵琶行》矣……此千秋绝调也。”

（4）“落花时节”四字的深层意蕴：

第一、是指自然界百花凋零的季节；

第二、暗指诗人和李龟年青春已逝，生活中一切美好事物都
随时光流逝；

第三、暗示李唐王朝国事凋零，盛世繁华不再。

七、总结

四句诗，从岐王宅里、崔九堂前的“闻”歌，到落花江南的重
“逢、“闻”、“逢”之间，联结着四十年的时代沧桑、人
生巨变。尽管诗中没有一笔正面涉及时世身世，但透过诗人
的追忆感喟，读者却不难感受到给唐代社会物质财富和文化
繁荣带来浩劫的那场大动乱的阴影，以及它给人们造成的巨
大灾难和心灵创伤。确实可以说“世运之治乱，华年之盛衰，
彼此之凄凉流落，俱在其中”（孙洙评）。这首诗的成功创
作似乎可以告诉我们：在具有高度艺术概括力和丰富生活体
验的大诗人那里，绝句这样短小的体裁究竟可以具有多大的
容量，而在表现如此丰富的内容时，又能达到怎样一种举重
若轻、浑然无迹的艺术境界。

作业布置：

1、背诵并默写这首诗。



2、结合课堂内容和课前资料，给这首诗写一段三百左右的欣
赏短文。

江南逢李龟年教案一等奖篇六

1、能够熟练地背诵读诗歌,积累古诗文。

2、理解诗文大意,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2、新设计

一、导入

小学时候,同学们学过杜甫的哪些诗作,能回忆起来吗?(学生
回忆,自由回答)。今天我们再学习一首杜甫的诗作《江南逢
李龟年》。

二、人物小传

1、作者简介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汉族,河南巩县(今河南
巩义市市)人。世称“杜工部”、“杜拾遗”,盛唐时期伟大
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一生写诗1400多首,
艺术地反映了李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诗艺精湛,被后世尊
称为“诗圣”他的诗也被称为“诗史”(用诗歌写成的历史)。

2、岐王与崔九

李龟年,唐时乐工,李龟年善歌,还擅吹筚篥,擅奏羯鼓,也长于
作曲等。为开元时期“特承顾遇”的著名歌唱家。和李彭年、
李鹤年兄弟创作的《渭川曲》特别受到唐玄宗的赏识。安史
之乱后,李龟年流落到江南,每遇良辰美景便演唱几曲,常令听
者泫然而泣。李龟年作为梨园弟子,多年受到唐玄宗的恩宠,



与玄宗的感情非常人能及,唱了王维的一首《伊川歌》:"清风
明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余。征人去日殷勤嘱,归燕来时数
附书。"表达了希望唐玄宗南幸的心愿。唱完后他突然昏倒,
四天后李龟年又苏醒过来,最终郁郁而死。

岐王,岐王唐睿宗李旦的儿子,唐玄宗李隆基的弟弟,名叫李隆
范,以好学爱才著称,雅善音律,被封为岐王。

崔九,崔涤,唐朝人,在兄弟中排行第九,中书令崔湜的弟弟。
玄宗时,曾任殿中监,出入禁中,得玄宗宠幸。崔姓,是当时一
家大姓。

三、创作背景

这首诗作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也就是杜甫去世的那一年。
大历五年暮春时节,在阔别四十多年以后,流落江南的杜甫在
潭州(今湖南长沙),与同样流落异乡的李龟年偶然相逢。这时,
唐王朝由于遭受了八年的安史之乱,整个社会已经从“开元盛
世”那样的繁荣昌盛迅速跌落下来。面对苦难的现实、凄凉
的晚境和曾经辉煌一时的旧交,杜甫百感交集,写下了这首极
具情韵的七言绝句,抒发了动荡时代有着不平凡经历的故人重
逢时的深痛感触,暗寓着对往昔的无限眷恋,对现实的`深沉慨
叹,以及对昔盛今衰、人情聚散的千般感触。

四、指导诵读

1、播放视频朗读。i:教学资源视频朗读《江南逢李龟年》杜甫

2、朗读指导。(注意朗读节奏、韵脚、重音)

岐王∕宅里∕寻常见,

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

落花∕时节∕又逢君。

3、学生自由读,体会诗歌的节奏、重音和韵脚。

4、指名学生朗读,师生评议。

5、学生齐读。

五、疏通诗句

1、重点字词解释。

逢:遇见、碰见;寻常:经常、常常;几度:多次。

闻:听见你(指李龟年)的歌声。

2、翻译全诗。

当年,在岐王府邸里常常见到你的演出;在崔九的厅堂前,也曾
多次欣赏你的艺术。眼下正是江南暮春的大好风光,没有想到
落花时节能巧遇你这位老相识。

六、情感探究

1、引入思考

此诗抚今思昔,世境之离乱,年华之盛衰,人情之聚散,彼此之
凄凉流落,都浓缩在这短短的二十八字中。语言极平易,含意
极深远,包含着非常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凝结着四十多年的
时代沧桑、人生巨变。那种昔盛今衰,构成了尖锐的对比,使
人感到诗情的深沉与凝重。清代黄生《杜诗说》说:“今昔盛
衰之感,言外黯然欲绝。见风韵于行间,寓感慨于字
里。……”



2、思考:

(1)诗人和李龟年相逢在什么季节?什么地方?你从诗中哪里读
出的?

(2)这首诗的前两句写什么?后两句写什么?全诗表达了作者怎
样的情感?

(3)作者是怎样表达这种情感的?

(4)“落花时节”有哪些深层意蕴?

3、学生分组讨论,老师巡回指导。

4、分组展示讨论成果。

5、师生小结

(1)诗人和李龟年相逢的暮春时节(或春末夏初)的江南;诗
中“落花时节”点明了时间是暮春(或春末夏初),“正是江南
好风景”,交代了相逢在江南。

(2)诗人前两句追忆昔日与李龟年的交往;后两句写诗人在江
南与李龟年的重逢;全诗抚今追昔,流露出诗人对大唐盛世风
光的怀念、劫后重逢的欣慰以及对国事凋零、艺人颠沛流离
的感叹。

(3)诗人通过“今昔”对比来表达他对大唐盛世风光的怀念、
劫后重逢的欣慰以及对国事凋零、艺人颠沛流离的感叹的。

开头二句虽然是在追忆昔日与李龟年的接触,流露的却是对开
元全盛日的深情怀念。下语似乎很轻,含蕴的情感却很
重。“岐王”,唐玄宗的弟弟、唐睿宗(李旦)的儿子李范,封
岐王,以好学爱才著称,雅善音律。“崔九”,名涤,是中书令
崔湜的弟弟,经常出入皇宫,是唐玄宗的宠臣,曾任秘书监。他



在同族弟兄辈中排行第九,故称崔九。“岐王宅”、“崔九
堂”,仿佛信口道出,但在当事者心目中,这两个开元鼎盛时期
文艺名流经常雅集之处,它们的名字,就足以勾起昔日的美好
回忆。当年出入其间,接触李龟年这样的艺术明星,是很寻常
的,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却已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梦境了。两句
诗在迭唱和咏叹中,好像是要拉长回味的时间似的。这里蕴含
的天上人间之感,需要结合下两句才能品味出来。

后两句对国事凋零、艺人颠沛流离的感慨,概括了整个开元时
期的沧桑巨变。风景秀丽的江南,在和平时代,原是诗人们所
向往的快意之游的所在。如今真正置身其间,面对的却是满眼
凋零的落花和皤然白首的流落艺人。“落花时节”,既是即景
书事,也是有意无意之间的寄兴。熟悉时代和杜甫身世的读者,
定会从中联想起世运的衰颓、社会的动乱和诗人的衰病漂泊,
而丝毫不觉得诗人在刻意设喻。诗人写到“落花时节又逢
君”,却黯然而收,在无言中包孕着深沉的慨叹,痛定思痛的悲
哀。这样“刚开头却又煞了尾”,连一句也不愿多说,真是显
得蕴藉之极。沈德潜评此诗:“含意未申,有案未断”。
这“未申”之意对于有着类似经历的当事者李龟年,自不难领
会;对于后世善于知人论世的读者,也不难把握。“正是”
和“又”这两个虚词,一转一跌,更在字里行间,寓藏着无限感
慨。

这首七言绝句脍炙人口,是杜甫晚年创作生涯中的绝调。全诗
抚今思昔,世境之离乱,年华之盛衰,人情之聚散,彼此之凄凉
流落,都浓缩在这短短的二十八字中。历代好评众多,如清代
邵长蘅评价说:“子美七绝,此为压卷。”《唐宋诗醇》也说,
这首诗“言情在笔墨之外,悄然数语,可抵白氏(白居易)一篇
《琵琶行》矣……此千秋绝调也。”

(4)“落花时节”四字的深层意蕴:

第一、是指自然界百花凋零的季节;



第二、暗指诗人和李龟年青春已逝,生活中一切美好事物都随
时光流逝;

第三、暗示李唐王朝国事凋零,盛世繁华不再。

七、总结

四句诗,从岐王宅里、崔九堂前的“闻”歌,到落花江南的
重“逢、“闻”、“逢”之间,联结着四十年的时代沧桑、人
生巨变。尽管诗中没有一笔正面涉及时世身世,但透过诗人的
追忆感喟,读者却不难感受到给唐代社会物质财富和文化繁荣
带来浩劫的那场大动乱的阴影,以及它给人们造成的巨大灾难
和心灵创伤。确实可以说“世运之治乱,华年之盛衰,彼此之
凄凉流落,俱在其中”(孙洙评)。这首诗的成功创作似乎可以
告诉我们:在具有高度艺术概括力和丰富生活体验的大诗人那
里,绝句这样短小的体裁究竟可以具有多大的容量,而在表现
如此丰富的内容时,又能达到怎样一种举重若轻、浑然无迹的
艺术境界。

八、布置作业

1、背诵并默写这首诗。

2、结合课堂内容和课前资料,给这首诗写一段三百左右的欣
赏短文。

江南逢李龟年教案一等奖篇七

1.知识与能力目标：通过对诗歌语言的探究，细品诗中所表
达的诗人的情感；在反复的吟咏之中感受诗歌语言的音乐美。

2.过程与方法能力目标：反复品读古诗，抓文眼，在教师的
引导下感悟诗句大意；体会诗歌的深刻含义。



3．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体会古诗的主题思想，感悟我国光辉灿烂的`文化。

通过反复诵读，理解诗意，学会欣赏。

通过诵读，体会诗情，培养学生对诗词的鉴赏与感悟能力。

诵读法、合作探究法；多媒体

1课时

一、导入：

学生齐诵古诗《江南逢李龟年》。

动漫版《江南逢李龟年》诵读。

二、自主学习：

1．学生结合课下注释，疏通文意，了解诗歌的大体意思。

2．结合具体语句或词语说所诗歌表达了怎样的思想感情？

3．你喜欢诗歌中的那句诗？哪个词？为什么？并有感情的读
出来。

三、交流探讨：

1、先小组内交流，推荐出优秀同学向大家展示自己的所得，
并对自己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疑难进行质疑。

2、这首诗歌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感情。

3、以及这两首诗的写作手法。



四、诗句赏析：

赏析后两句诗的表现手法以及思想感情

五、课堂练习：

1、“寻常”“几度”各是什么含义？在诗中有什么作用？

2、赏析“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3、“落花时节”有什么特殊含义？

4、这首诗有什么特色？

六、练习背诵默写

江南逢李龟年教案一等奖篇八

唐代：杜甫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译文】

当年在岐王宅里，常常见到你的演出;在崔九堂前，也曾多次
欣赏你的艺术。

现在正好是江南风景秀美的时候，在这暮春季节再次遇见了
你。

【注释】

李龟年：唐朝开元、天宝年间的乐师，擅长唱歌。因为受到



皇帝唐玄宗的宠幸而红极一时。“安史之乱”后，李龟年流
落江南，卖艺为生。

岐王：唐玄宗李隆基的弟弟，名叫李范，以好学爱才著称，
雅善音律。

寻常：经常。

崔九：崔涤，在兄弟中排行第九，中书令崔湜的弟弟。玄宗
时，曾任殿中监，出入禁中，得玄宗宠幸。崔姓，是当时一
家大姓，以此表明李龟年原来受赏识。

江南：这里指今湖南省一带。

落花时节：暮春，通常指阴历三月。落花的寓意很多，人衰
老飘零，社会的凋弊丧乱都在其中。

君：指李龟年。

【赏析】

诗是感伤世态炎凉的。李龟年是唐玄宗初年的歌手，常在贵
族豪门歌唱。杜甫少年时才华卓著，常出入于岐王李隆范和
中书监崔涤的门庭，得以欣赏李龟年的歌唱艺术。诗的开首
二句是追忆昔日与李龟年的接触，寄寓诗人对开元初年鼎盛
的眷怀;后两句是对国事凋零，艺人颠沛流离的感慨。仅仅四
句却概括了整个开元时期(注：开元时期为713年—741年)的
时代沧桑，人生巨变。语极平淡，内涵却无限丰满。

李龟年是开元时期“特承顾遇”的歌唱家。杜甫初逢李龟年，
正是在意气风发的少年时期，正值“开元盛世”。杜甫因才
华早著而受到歧王李范和秘书监崔涤的赏识，得以在他们的
府邸欣赏李龟年的歌唱。在杜甫的心目中，李龟年正是和鼎
盛的开元时代，也和自己充满浪漫情调的青少年时期的生活



紧紧联结在一起的。几十年后他们又在江南重逢。这时遭受
了八年安史之乱的唐朝业已从繁荣昌盛转入衰落，他们二人
的晚景也十分凄凉。这种会见，自然很容易触发杜甫胸中本
已郁积的无限沧桑之感。这首诗跨越了几十年的时代苍桑，
社会变迁，景物的描写寄寓了诗人对世道衰落的感慨。全诗
情韵深厚，内蕴丰富，举重若轻，具有高度的艺术成就。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当年在岐王宅里，
常常见到你的演出;在崔九堂前，也曾多次欣赏你的艺术。开
头二句虽然是在追忆昔日与李龟年的接触，流露的却是对开
元全盛日的深情怀念。下语似乎很轻，含蕴的情感却很
重。“岐王”，唐玄宗的弟弟、唐睿宗(李旦)的儿子李范，
封岐王，以好学爱才著称，雅善音律。“崔九”，名涤，是
中书令崔湜的弟弟，经常出入皇宫，是唐玄宗的宠臣，曾任
秘书监。他在同族弟兄辈中排行第九，故称崔九。“岐王
宅”、“崔九堂”，仿佛信口道出，但在当事者心目中，这
两个开元鼎盛时期文艺名流经常雅集之处，它们的名字，就
足以勾起昔日的美好回忆。当年出入其间，接触李龟年这样
的艺术明星，是很寻常的，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却已是可望
而不可及的梦境了。两句诗在迭唱和咏叹中，好像是要拉长
回味的时间似的。这里蕴含的天上人间之感，需要结合下两
句才能品味出来。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眼下正是江南暮春
的大好风光，没有想到落花时节能巧遇你这位老相识。昔日
不再，梦一样的回忆，改变不了眼前的无奈。后两句对国事
凋零、艺人颠沛流离的感慨，概括了整个开元时期的沧桑巨
变。风景秀丽的江南，在和平时代，原是诗人们所向往的快
意之游的所在。如今真正置身其间，面对的却是满眼凋零的
落花和皤然白首的流落艺人。“落花时节”，既是即景书事，
也是有意无意之间的寄兴。熟悉时代和杜甫身世的读者，定
会从中联想起世运的衰颓、社会的**和诗人的衰病漂泊，而
丝毫不觉得诗人在刻意设喻。因而，这种写法显得浑成无迹。
“正是”和“又”这两个虚词，一转一跌，更在字里行间，



寓藏着无限感慨。

四句诗，从岐王宅里、崔九堂前的“闻”歌，到落花江南的重
“逢”，“闻”、“逢”之间，联结着四十年的时代沧桑、
人生巨变。尽管诗中没有一笔正面涉及时世身世，但透过诗
人的追忆感喟，却表现出了给唐代社会物质财富和文化繁荣
带来浩劫的那场大**的阴影，以及它给人们造成的巨大灾难
和心灵创伤。可以说“世运之治乱，华年之盛衰，彼此之凄
凉流落，俱在其中”(孙洙评)。正如同旧戏舞台上不用布景，
观众通过演员的歌唱表演，可以想象出极广阔的空间背景和
事件过程;又像小说里往往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反映一个时代
一样。这首诗的成功创作表明：在具有高度艺术概括力和丰
富生活体验的大诗人那里，绝句这样短小的体裁可以具有很
大的容量，而在表现如此丰富的内容时，又能达到举重若轻、
浑然无迹的艺术境界。

扩展阅读：杜甫轶事

唐玄宗当政时期的唐王朝，在当时的世界上是一个大国。但
就在这表面上看起来仍然强大的大国里，因上下其手等诸多
原因，业已孳生着崩溃的征兆。终于唐王朝迅速走向倾覆的
转折点——“安史之乱”的发生。

杜甫获悉这种情况后，觉得当权者不顾民生只顾自己享乐的
做法，定然会导致国家的败亡;于是他便大为愤慨地挥笔写下
后来被选进选本《唐诗三百首》的诗作，亦即题为《丽人行》
的七言长篇古诗。该诗由于把杨家那炙手可热的奢侈生活作
了大胆的讽刺和深刻的揭露，成为一首名副其实的“史诗”;
而人们还从中概括出一个成语“炙手可热”，用来表明气焰
很盛，权势很大的那一号货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