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孔雀东南飞教案 孔雀东南飞教学教案
(通用8篇)

教学手段是指教师借助各种工具和教具来辅助教学的手段。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幼儿园教案范文，供大家参考。

孔雀东南飞教案篇一

知识与技能：熟悉汉乐府的文学常识与《孔雀东南飞》在中
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背诵默写诗歌中的名句。从诗歌的写作
时代和作品反映的时代把握作品的深刻思想内容，理解作品
的浪漫主义色彩。

过程与方法：掌握文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几个文言词汇。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把握这首诗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通过
人物对话分析理解男女主人公的真挚感情。

孔雀东南飞教案篇二

1、掌握文中的通假字，偏义复词,古今异义词及一词多义。

2、理清文章结构（矛盾冲突和曲折情节），鉴赏人物形象，
挖掘悲剧根源。

3、深理解赋、比、兴和浪漫主义手法在抒情上的艺术效果。

【教学重点】

1、理清叙事诗的矛盾冲突和曲折情节。

2、了解叙事诗中通过人物对话揭示人物形象的艺术性。



【教学难点】

1、品味诗歌的民歌气息和抒情意味。

2、体味诗歌的悲剧意蕴。

一.导入

几千年来，封建礼教、家长制等传统文化的冷漠与残酷，使
无数美丽的爱情成为“牵牛织女”，化作“双飞蝴蝶”，飞出
“东南孔雀”，筑就“血泪沈园”！

《上邪》（苍天啊）一位女子痴迷而挚烈的爱情誓言。（两
汉乐府）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
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上邪”，是女子呼天以为誓。“山无陵”以下连用五件不
可能的事情来表明自己生死不渝的爱，深情奇想，确是“短
章中神品”。

滴下钗头多少泪，沈家园里草犹悲！

南宋年间，爱国诗人陆游因在科场上秉笔直言，抒发抗金忧
国之情，而名落孙山。陆游父母遂安排他与表妹唐琬成婚。
陆游和唐琬结婚后，生活非常幸福。但是陆游母亲对此不悦，
她认为唐琬成天弹琴吟诗，不但有失妇道，而且有误儿子的
功名前程。在母亲压力下，陆游被迫休妻，无由的孝道、世
俗功名和虚玄的命运八字活活拆散这对夫妻，唐琬另与赵士
程结婚。一日，唐琬与赵士程来到沈园，与陆游相遇，陆游
百感交集，提笔在粉墙上留下了传世经典的《钗头凤》。唐
婉再游沈园，和之。不久抑郁而亡。



顽强的生命可以摆脱精神枷锁。只要矢志不渝，执著追求，
美好的理想就会实现。

今天我们就来说下发生在两汉时期的一段凄惨而又悲壮的爱
情故事，它就是孔雀东南飞。

二、解题

1.本诗原题《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又名《焦仲卿妻》。选
自南朝陈代徐陵编的《玉台新咏》，这是我国最早的乐府诗
集。本诗时保留下来的我国古代最早的也是最长的一首长篇
叙事诗。称“古今第一首长诗”（区别于第一首长篇抒情诗：
离*）。与《木兰辞》合称“乐府双璧”

2.文学常识

（1）.乐府和乐府诗：

“乐府”本是汉武帝时设立的音乐机构。它的职责是采集民
间歌谣或文人的诗来配乐，以备朝廷之用。它所搜集整理的
诗歌，后世就叫“乐府诗”或简称“乐府”。

（2）.“乐府双璧”：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和北朝乐府
《木兰辞》。

（3）.《玉台新咏》由南朝陈朝徐陵编选，是《诗经》、
《楚辞》之后最早的一部古诗总集。

3.基础知识

1、互文：是指古代作家在写作时为了增强某种表达效果，把
本应该合在一起说的话临时拆开，使同句或相邻句中所用的
词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理解时又应该合在一起的一种修辞
方法。



2、偏义复词：一个词由两个意义相近、相对或相反的语素构
成，其中只有一个语素表示意义，另一个语素不表示意义，
只作陪衬。

三、课文把握

1、诗歌结构：

层次章节标题情节段落

起兴首句托物起兴

第一部分“十三能织素”—“及时相遣归”兰芝自诉开端

第二部分“府吏得闻之”—“二情同依依”夫妻誓别发展
（一）

第三部分“入门上家堂”—“郁郁登郡门”兰芝抗婚发展
（二）

第四部分“阿母谓阿女”—“自挂东南枝”双双殉情*

第五部分最后一节化鸟双飞尾声

四、课文分析

1、概括诗前小序的内容

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故事的结局，作诗的
缘由。

2、诗歌开头“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起什么作用？

兼用比兴，以孔雀失偶来暗示夫妻离别。孔雀徘徊反顾为全
诗奠定深沉悲哀的基调。统摄全篇，引起下文故事。



3、尾声化为鸳鸯充满了什么色彩，结构上有何作用?

浪漫主义色彩，呼应开头寄托人们追求恋爱自由，生活幸福
的强烈愿望。

4、欣赏铺陈、排比、比兴的艺术手法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运用了比兴的手法。诗的开
头,“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
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这是纵的铺陈,按时间顺序,突出刘
兰芝多才多艺、有教养的特点。罗列数字,应作为互文看,交
叉表述。横的铺陈如写兰芝离家的打扮,由足至头、至腰、至
耳、至指、至口、至步,一连串夸张性的铺陈,旨在描写她的
美,更表现她的从容镇定;写太守办喜事豪华排场,显示兰芝不
为富贵所动的节操,也形成太守家的喜和兰芝、仲卿的悲之对
照,强化了悲剧性。本诗的铺陈排比有利于塑造人物形象,也
为诗歌带来了声律和色彩之美。

5、总结

本诗是叙事诗,不但有人物,作者还以白描手法极其生动地刻
画了人物内性格。从现在的内容看来,这首长诗在它出世以后
似乎经过一个时期的传唱,人物的性格正是在传唱中逐渐地丰
富起来的,因而每一个人物身上都渗透着劳动人民的感情。这
种感情不仅表现为爱憎分明,而且显示了铢两悉际。作者否定
了一切该否定的东西,也肯定了一切应该肯定的东西,然后无
沦是否定或者肯定,都不是遵循一个简单的公式,而是通过复
杂和具体的描写,暗示人物的社会地位和个性特点,给予他们
以恰如其分的评价。从作者听把握的生活深度而论,不能不说,
这是现实主义艺术创造在我国古典文学中一个杰出的范例。

五、布置作业：

1.背诵相关章节。



2.以“惜别离”为题，发挥你的想象力，扩写第9至12段。

孔雀东南飞教案篇三

一、教学目的

1.把握这首诗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通过人物对话分析理解
男女主人公的真挚感情。

2.从诗歌的写作时代和作品反映的时代把握作品的深刻思想
内容，理解作品的浪漫主义色彩。

3.熟悉汉乐府的文学常识与《孔雀东南飞》在中国文学史上
的地位，背诵默写诗歌中的名句。

4.掌握文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几个文言实词

二、教学重点

1.疏通文义，把握故事发展过程，分析人物感情；

2.掌握文中的“偏义复词”和“谢”“相”“见”“迎”的
一词多义。

3.识记有关文学常识，背诵有关名句。

三、教学难点 

教学目标 b

四、教学安排 三课时

第一课时

一、导语 



由该课文的教学目标 和学习重点导人新课。

二、简介有关文学常识

1.乐府和乐府诗：

“乐府”本是汉武帝时设立的音乐机构。它的职责是采集民
间歌谣或文人的诗来配乐，以备朝廷之用。它所搜集整理的
诗歌，后世就叫“乐府诗”或简称“乐府”。

2.汉代乐府与南北朝乐府

3.“乐府双璧”：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和北朝乐府《木兰
辞》

5.《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首长篇叙
事诗，也是我国古代最优秀的民间叙事诗。选自南朝徐陵所编
《玉台新咏》。

三、结合小序简介本文故事情节

开头小序，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成诗的
经过。故事发生在汉代末年的建安年间，是以真人真事为基
础创作的。

四、导读全诗，把握情节和人物

课文较长，重点引读，理清情节线索，鉴赏人物对话。

故事梗概：

东汉建安年间，才貌双全的刘兰芝和庐江小吏焦仲卿真诚相
爱。可婆婆焦母因种种原因对兰芝百般刁难，兰芝毅然请归，
仲卿向母求情无效，夫妻只得话别，双双“誓天不相负”。



兰芝回到娘家，慕名求婚者接踵而来，先是县令替子求婚，
后是太守谴丞为媒。兰芝因与仲卿有约，断然拒绝。然而其
兄恶言相向，兰芝不得已应允太守家婚事。仲卿闻变赶来，
夫妻约定“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兰芝出嫁
的喜庆之日，刘焦二人双双命赴黄泉，成千古绝唱。

故事结尾与其它中国民间文学几成千篇一律，充满浪漫主义
的理想色彩：两人合葬，林中化鸟。（其它如《梁祝》中
的“化蝶”、牛郎织女的“七夕相会”）

五、要求学生结合课文注解通读一遍

解决下列问题：

1、基本解决翻译问题；

2、理清故事脉络和矛盾冲突的变化和激化；

3、注意人物对话的特点和人物形象的塑造。

六、教学后记

第二课时

一、结合课后练习一理清故事结构

开头两句：托物起兴，引出故事。

第一部分：兰芝被遣（2~5自然段）——故事的开端

第二部分：夫妻誓别（6~12自然段）——故事的发展

第三部分：兰芝抗婚（13~21自然段）——故事的发展

第四部分：双双殉情（22~31自然段）——故事的高潮



第五部分：告诫后人（32自然段）——故事的尾声

本诗以时间为顺序，以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和封建家长制
的迫害为矛盾冲突的线索，也可以说按刘兰芝和焦仲卿的别
离、抗婚、殉情的悲剧发展线索来叙述，揭露了封建礼教破
坏青年男女幸福生活的罪恶，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的忠贞
爱情和反抗精神。

二、人物形象和对话

本文成功地塑造了刘兰芝、焦仲卿的艺术形象，除了他们的
悲剧行为外，对话在表现典型性格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刘兰芝：坚强、持重，自尊，果断，不为威逼所屈，也不
为荣华所动。

“十三能……十六诵诗书”——知书达礼

“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不卑不亢

“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自尊

“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 “举身赴清池”－果断

“新妇起严妆，”－镇定，庄重

“处分适兄意，那得任自专”——外柔内刚

2、焦仲卿：忠于爱情，忍辱负重，但比较懦弱，胆小怕事。

“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坚贞不逾

“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叛逆精神

3、焦母：反面形象，是封建家长制的代言人，是封建礼教摧



残青年的典型；极端蛮横无理，一味独断专行。势利。

“何乃太区区”

“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

“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

“吾已失恩义，会不想从许”

“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

4、刘兄：反面形象，是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的帮
凶。此人性行暴戾，趋炎附势，尖酸刻薄，冷酷无情。

三、文章的表现手法

1、人物对话的个性化；

2、铺陈排比的手法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谈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
为君妇

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
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
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

3、起兴和尾声

四、布置作业 ：

1.归纳“谢”“相”“见”“迎”等字在不同情况下的意义
和用法；归纳本文的偏义复词、古今异义词。



2.背诵课文精彩语段；

3.课后练习二三题；

4.《咬文嚼字》

五、教学后记

第三课时

一.本课知识展示

学生展示归纳的“谢”“相”“见”“迎”等字在不同情况
下的意义和用法，本文的偏义复词、古今异义词。

二.本课释疑，包括课后练习及“咬文嚼字”

三.总结已学课文

形式表达方式表现手法思想内容

静女四言为主叙述现实主义爱情

氓四言叙述现实主义婚恋

离骚杂言（骚体）抒情浪漫主义政治

孔雀东南飞五言叙述相结合爱情

四.布置作业 

以“惜别离”为题，发挥想象扩写焦仲卿与刘兰芝离别的部
分

作者邮箱：



孔雀东南飞教案篇四

2学情分析

这课时是第二课时，在学生熟读课文的基础上赏读、析读。

3重点难点

重点：.赏读刘兰芝、焦仲卿的人物形象;难点：析读爱情悲
剧原因，爱情观熏陶引领。

4教学过程4.1第一学时评论(0)新设计

凄美爱情

导入新课：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从先秦的《诗经》起源，就拉开了中
华诗歌的悠久历史和传统;中国也是一个浪漫的民族，她有很
多流传久远和深入人心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而大多以爱
情为主题，表现的是“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这种最朴素的愿望。这样的故事太多，比如“白娘子与许
仙”、“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与织女”“孟姜女”还
有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今天，就让我们沉下心来对
《孔雀东南飞》这首叙事诗进行深入的品读与鉴赏。

概说焦兰故事

问题一：请把这个故事简要的说给大家听听。

明确：老师适时板书主要情节：

兰芝被遣——夫妻誓别——妻兄逼嫁——双双殉情



学生读诗前小序

问题二：这是一个______________的爱情故事?(屏显)(整体
感知)

老师出示课题并板书?孔雀东南飞

二、细读刘兰芝、焦仲卿

问题一：妻子刘兰芝是一个___________________的女子?结
合诗句说说(屏显)

师导：通常我们用郎才女貌，才子佳人来形容一对伉俪。女
主人公刘兰芝是一个怎样的女子?(板书焦仲卿)男主人公焦仲
卿是一个怎样的男子?(板书焦仲卿)今天我们讨论的所有问题
都不能脱离原文。

我想先找同学来谈一下，刘兰芝这一个人物留给你最深刻的
印象是什么?你的根据是什么?

刘兰芝形象：

形体美：品性美：精神美：

严妆部分(9段)“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
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
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

赏析：用夸张排比从妆束、服饰、姿态上作铺陈(赋)，强化
形像美

“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服饰追求素雅;

?“指如削葱根，口若含朱丹”，美得自然，天生丽质;



“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活脱脱一个人间仙女——美
的神韵自然流溢。

品性美：

兰芝自诉(2段)(13段)“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
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

赏析：意在强调兰芝从小聪明能干、多才多艺、很有教养。
暗示焦母逐走媳妇的无理，激起读者对兰芝的同情。

与《孔雀东南飞》合称乐府双壁的《木兰诗》：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

“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
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

(21段)“青雀白鹄舫……郁郁登郡门。”

夸张性铺陈，渲染婚礼筹办的紧张繁忙，聘礼丰富奢华，反
衬兰芝不慕富贵、轻物重情。

与小姑别、与婆婆别(10段)表现善良、有礼有节

?“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不卑不亢

“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决不忍辱苟且的个性独立

“仍更被驱遣，何言复还来”——自尊果断

精神美：“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对爱情忠贞与反抗精
神

问题二：丈夫焦仲卿是一个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男子?



结合诗句说说。(屏显)

师导：说罢刘兰芝再看焦仲卿，他在你心中是什么样的?

预设：“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懦弱胆小

对母亲：开始——既孝又怨，不敢违抗。

后来——对爱情的忠贞战胜了对母亲的孝顺、屈从。

“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今若遣此妇人，终老不复
取!”——对爱情忠贞不渝

不顾“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礼教，自缢于庭树，作
了最强有力的反抗。

师：汉代有“不孝，弃市”一说，这样的孝道之下，焦仲卿
的选择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即便他是孝顺的，在兰芝被驱遣
的时候他还是说“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今若遣此妇，
终老不复娶”，在孝顺之外还是有反抗精神(板书“反抗精
神”)的。我们可以想象，一向对母亲百依百顺的他，能说出
这样大逆不道的话来。显然是对兰芝的爱情在支撑着他，使
他鼓起反抗母亲的权威的勇气，他性格中的懦弱，在这时开
始发生了改变。在两个人的爱情当中，在挽救这段即将破碎
的婚姻上，焦仲卿是主动的，情感外露而热烈。

师导：那么刘兰芝呢?她对于爱情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课文中说“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
遣归”。她选择了回娘家。

重归焦家，她依然要面对挑剔的婆婆。

生：重归焦家，她依然要面对挑剔的婆婆。



生：可以。

师：那么他怎样来表现对爱情的忠贞呢?

生：不娶。

师：那么他为什么要选择死亡?

生18：他满怀对刘兰芝的愧疚。

师小结：至此，我们再来看这两个人物形象。

刘兰芝：秀外慧中，恪守尊严与誓言。在爱与自尊的冲突中，
牺牲了自尊，牺牲了生命。焦仲卿：愚孝、痴情，在愚孝与
挚爱之间徘徊，最终在两难的境地中，选择了死亡。

两个人的爱情悲剧固然有性格的原因，但也逃脱不了时代的
桎梏，封建家长制度的牢笼。(屏显)

三、美品开头和结尾

一开一合的浪漫唯美

1、诗歌开头的两句“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起什么作
用?

明确：开头两句：托物起兴，引出故事。

起兴，这是我国古代民歌传统手法。

以孔雀失偶，徘徊眷恋引出故事，借以起兴刘兰芝和焦仲卿
夫妻离散，彼此顾恋。

营造出哀怨缠绵的气氛，为全诗奠定悲伤的基调。



与结尾的鸳鸯双飞形成照应。

2、结尾：“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
梧桐。枝枝想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
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

以“松柏”“梧桐”美丽的想象，象征两人的爱情天长地久，
反映了人们对理想爱情生活的向往追求，鸟鸣悲情感人至深。
浪漫主义色彩。呼应开头，寄托人们追求恋爱自由，生活幸
福的强烈愿望。

师结：“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徘徊中，我们看到了
一对爱侣无力的抗争;徘徊中，我们见证了他们生死的誓言;
徘徊中，我们感动于兰芝为爱的牺牲;徘徊中。我们震撼于仲
卿生与死的选择!不论作者在当时是怎样看待这个故事的，也
不论焦仲卿夫妻本身的思想高度如何，总之，每个时代的人
都有可能以自己对人性的理解完成对这部作品的解读。理解
了这一点，就是我们这节课最大的收获。

总结语：一个断人心肠的故事，一曲唱绝千古的悲歌。其实
文章就是一曲悲歌，一段悲剧。“悲剧的魅力，在于它毁灭
的美”(屏显)。大家熟悉的感天动地的梁祝化蝶就是这种悲
剧的延续，大家熟悉的感天动地的梁祝化蝶就是这种悲剧的
延续，还有林黛玉与贾宝玉，还有劳燕分飞的陆游与唐婉
《钗头凤》。(屏显)而千年过去了，这样的悲剧并没有随着
古人沉痛的悲告而终结。

“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纫如蒲苇，勇兰芝抗婚赴
清池?;坚若磐石，痴仲卿违母缢庭树”(屏显)经典随着时代
的变迁而不朽，不朽的是他们绽放的个性美;不朽的是他们为
爱而牺牲的精神美;不朽的是他们焕发人性光芒的情感美。

爱情不是氓“士也罔极，二三其德”的背信与弃义;不是“老
公老婆”网络世界的虚拟与轻浮;不是“宁在宝马车上哭，也



不在自行车上笑”的拜金与依附。

爱情是…….

爱情是“誓天不负，结誓不别离”的信誓旦旦;是“蒲苇韧如
丝，磐石无转移”的忠贞不渝;是“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
通”的生死相依，不离不弃。

孔雀东南飞教案篇五

师：(运用多媒体导入)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
不幸的家庭却有着不同的不幸。经过近两个星期的准备，今
天，我们在这里用各自的方式演绎古典爱情悲剧《孔雀东南
飞》中刘兰芝与焦仲卿的悲剧故事。

那么他们是如何演绎这个故事的?其中的人物形象塑造的怎么
样?我想看完同学们的表演你就会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好!请看第一场《遣归》

(生介绍)

导演：从杰

演员：从芹饰刘兰芝从杰饰焦仲卿

曲燕饰焦母旁白：孙飞

第一幕：相恋

〔形式：哑剧〕

生旁白：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起初，他们很幸福。

兰芝听门外声响，轻轻出门，于池边小路徘徊等待仲卿，久



等不来。

仲卿从后轻手轻脚上，轻拍兰芝肩;兰芝故作生气，与仲卿闹
别扭，不听仲卿反复解释，后兰芝敲了仲卿一下即跑走，仲
卿跟上。

第二幕：婚后

〔形式：哑剧〕

〔背景音乐：小提琴协奏《梁祝》〕

生旁白：婚后的兰芝贤慧勤劳，每天都忙到深夜，天刚亮，
又早起做饭。

深夜，兰芝倚烛刺绣，天明，兰芝吹灭蜡烛，出门做饭。

〔生配乐表演〕

第三场：逼归

〔形式：话剧〕

焦母：(拄拐上)(吼)兰芝，你死哪去了，还不赶快做饭?

兰芝：(低眉顺眼)婆婆，我这就给你端饭，今天，咱们吃面
汤。

焦母：(脸孔朝天)面条太滑。

兰芝：(委屈求全)那……咱们吃包子。

焦母：(顿拐)包子太腻。

兰芝：(声音哽咽)那……吃饼



焦母：(白了兰芝一眼)不行。烙饼太硬

兰芝：(泪水溢满眼眶，强忍不流)那婆婆，你想吃什么，我
去做。

兰芝黯然而下。

第四幕：请归

〔形式：话剧〕

兰芝独坐闺房饮泣，仲卿接信回家，听兰芝诉别。

兰芝(停止啜泣，哽咽)：我要走了，不是我不想呆，……只
是……婆婆对我不满意，我不能等着被赶走，还是让我自己
提出来吧。

仲卿(声音宏亮)：你别走，让我去跟母亲说吧。

兰芝仍啜泣不语。

师：好，第一场表演结束，他们表演的怎么样，哪位同学毛
遂自荐来评论一下?

生甲：我认为他们表演得很不错，焦母的扮演者把焦母的蛮
横、专制表现得淋漓尽致。

生乙：我认为刘兰芝的表演也挺好，把一个善良、委屈求全
的兰芝生动地再现在我们眼前。

生丙：我认为焦仲卿的表演似乎不大到位。特别是他声音宏
亮地说“你别走，让我去跟母亲说”，这一句话说得口气很
硬，不符合仲卿软弱的性格，如果焦仲卿这么刚强，那么还
会有“自挂东南枝”的悲剧发生吗?(下面有掌声)



第二幕：《誓别》配乐诗朗诵

〔配乐：古筝《梁祝》〕

导演：姜春美

演员：荣桂饰焦仲卿王巧丽饰刘兰芝

刘兰芝：焦仲卿：

女〕山那边，男〕夜的那头

你在想我我在想你，

机杼旁困顿的身影在梦的小舟里飘荡

纺织娘的唱鸣，弱小的身躯

是我疲惫的声音能否承受繁重的劳累

夜幕下的星星刚韧的性格

是你眼睛流放的精莹能否经得住母亲的苛刻

女〕你知道男〕我明白

你的心胸是我停泊的港口你是我永久的天堂

母亲的斥责只是我一时的心痛我是你渴望的归航

在晨曦夜风里，可是，你的泪水

我只在乎你是拂动我心弦的乐章

女〕你也说了，男〕是啊，我选择，我无悔



你是风儿我是沙，那西去的马车碾落尘土

你是磐石我是蒲苇那归去的大雁衔取红叶

蒲苇如丝磐石无移我希望

地老天荒是我们无悔的选择你就是我永远的梦乡

女〕母命如山男〕坚持住，兰芝

母亲的眼神面对母亲的严厉

是我们畏惧的剑光我无语，

婆婆的挑剔面对你的委屈

是我们胆怯的盾牌我无语

我们的明天我们的明天，

是阴天还是雨天?是啊，阴天还是雨天?

女〕我走了，男〕你走了，

是我自己请求走的，我亲自送你走的，

我不能允许走得那么忧郁，

被驱赶的梦魇走的那么凄离，

别了，仲卿兰芝

你的美好，别放弃我，

你的记忆别放弃我，好吗?



我的心事，你忘了吗，

我的愁绪我就是你永久的天堂

孔雀东南飞教案篇六

教学目的

1.认识汉乐府民歌主要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两
汉及魏晋南北朝是古代诗歌发展史上重要阶段。认识本诗在
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2.学习本诗通过人物对话及在尖锐的矛盾冲突和曲折的情节
发展中塑造人物的特点。

3.学习本诗的铺陈、比、兴手法。

教学设想

第一课时

教学要点

1.简介乐府诗，简介本诗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2.初读全诗，把握全诗情节。

教学过程

一、导入。

谁记得，《木兰诗》选自何处？

提示：北朝民歌。



师：单元知识短文指出：“两汉及南北朝是古代诗歌发展史
上的重要阶段”，古乐府民歌是文学史上的珍品，《孔雀东
南飞》与《木兰诗》齐名，与之并誉为“乐府双璧”。《孔
雀东南飞》，这是迄今保存下来的最早的一首长篇叙事诗。
叙事诗有相对完整的情节，有具体的人物形象。（板书课题）

什么叫乐府呢？乐府诗是指一种合乐的古诗，因传自乐府官
署而得名。乐府原为汉武帝刘彻设置的音乐机关，专事制作
乐章并采集整理各地民间俗乐和歌辞，分别用于朝廷典礼和
宴会上演唱。这些乐章、歌辞，后来就叫“乐府诗”，成为继
《诗经》、《楚辞》而起的一种新诗体。历魏晋南北朝至隋
唐，乐府诗的范围逐渐扩大，一些虽未合乐而袭用古乐府旧
题或摹仿乐府体裁的作品，也统称为乐府。

二、初读。

1.圈画出读不准的字，不理解的词及古今异义的词。

2.找出文中的十九个“相”字。（只作上记号，备用）

3.标出全诗各自然段序号。

4.对照小序及书下注释读懂全诗。

三、把握情节。

1.你能用一句话概括本诗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及起
因、经过、结果吗？

例：东汉末期建安年间庐江府小官焦仲卿之妻被焦母休后拒
婚不嫁与仲卿双双殉情。

2.本诗共有33个自然段，具有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请按开
端--发展--再发展--高潮--结局理清全诗情节。



学生讨论，教师归纳：

第(1)段-(2)段开端

第(3)段-(12)段发展

第(13)段-(22)段再发展

第(23)段-(32)段高潮、结局

(33)段尾声

（此时学生如未将第1自然段单独列出，教师不必强加，待到
最后研读时再解决第1自然段的起兴问题。）

3.师：请为每部分（包括每部分内的层次）拟一小标题。

生甲：“兰芝自诉”--“兰芝遣归”--“兰芝拒婚”--“兰
芝殉情”--“合葬化鸟”

生乙：我补充一些小层次的标题：

兰芝自诉

合葬化鸟

生丙：我拟的标题是：自诉；乞母、遣归、辞母、泣别；拒
媒、逼嫁；死别、殉情；化鸟

四、朗读全诗（教师大声带读，学生跟读）。

五、同桌互译。

教师译前提示一：正确正确“公姥”（偏指“姥”）、“作
息”（偏指“作”）、“父兄”（偏指“兄”）、“父母”



（偏指母）、“弟兄”（偏指“兄）”等偏义复词。揣摩的
窍门是根据句意、文意理解偏指义。

提示二：注意有些词的古今意义差别。如：“自由”，今义为
“自由自在”，古义为“自作主张”；“可怜”，今义
为“值得同情”，古义却可作“可爱”讲；“却”今为转折
连词，古义却有“退”，“回头”义；“要”今义为“需要、
要求”，古义却可作“约定”讲；“适”今义为“适合”，
古义“有“刚才”义；“劳劳”今不用，古义作“怅惘若
失”讲；“奄奄”今义作“气息将绝”讲，古义却可作“暗
沉沉”讲。

教师巡答疑。

六、作业：

课后整理本诗中“相”、“谢”、“见”、“迎”、“自”、
“适”的用法。

第二课时

教学要点

1.学习本诗所用的铺陈、比兴表现的手法。

2.了解本诗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3.分析人物形象，学习本诗塑造人物的手段。

4.辨析词义。

教学过程

一、复习交流。



让学生将自己整理的难字多义辩析在全班进行交流。

例：“相”字的用法。（见表）

二、研读一，分析人物形象。

教师设问，学生讨论、发言。

1.兰芝是不愿离开焦仲卿的，为什么她要自求遣归？

生甲：因为她感到与焦母实在合不来，“三日断五匹，大人
故嫌迟，”“君家妇难为”，所以不如回去。

生乙：我认为还有一层意思，即兰芝从焦母的故意挑剔中，
感到了遣归之势已无可逆转，因此不卑不亢地自己先提出来。

2.兰芝是不愿离开仲卿的，为什么在离别前还要“严妆”一
番呢？

生：这表现了兰芝有大家闺秀的风度，她是严妆来的，因而
也要严妆走，这表明她遇事十分沉着、冷静、镇定自若。

3.兰芝遣归是焦母逼迫的，为什么兰芝在离别前还要向焦母
告别？

生甲：她不卑不亢。

生乙：她最后要再说几句，把面子要回来。

生丙：她有礼有节。

小结：这表明兰芝从小受过很好的教养，有礼有节，举止得
体。

4.兰芝是忠于爱情的，为什么最后还是允婚了，这岂不破坏



了兰芝的形象？

生甲：兰芝殉情之意早已决定，允婚是假，殉情是真。

生乙：如不允婚，就会被其兄纠缠不清，说不定还会锁起来，
后面的殉情反而难了。

生丙：如果兰芝不允婚，就没有后面太守家准备迎亲的一节，
便达不到抬高兰芝身价，加强悲剧气氛的效果。

5.仲卿与兰芝相比，有哪些同异处？

同--同样忠于爱情，同是封建礼教的逆者；异--在洞察世情
上，焦不如刘聪慧，在反抗封建礼教上焦不如刘坚决。

6.焦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生：她是一个反面人物，在诗中，她是封建旧礼教的代表人
物。她极端蛮横无理，独断专行。她无视焦刘的爱情，折磨
兰芝，威逼利诱仲卿。是一个摧残青年，摧残爱情的封建家
长。

7.你是怎样认识这众多各别的人物的.？

生甲：通过故事情节发展及人物间的矛盾冲突，人物形象逐
渐鲜明。如刘兰芝，第一部分只知道她是个聪明要强的
人“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到第二部分通过她严妆、
辞行才觉得她这个人不简单，在焦母前不掉一滴泪，而且语
言绵中带针。读到允婚一节，真还觉得她“坚持不住了”，
后来看到她“举身赴清池”才更体会到她的坚贞。

生乙：诗中人物的对话也特精彩，焦母的专横：“汝岂得自
由”、“小子无所畏”多有个性特点。还有焦仲卿，先是个
脓包，去求母亲：“儿已薄禄相”、“伏惟启阿母”，这些



对话也很有特色。

三、研读二，理解鉴赏。

提示：在“自诉”时，兰芝说了“十三、十四、十五”等句，
在“着装遣归”一节中，写了“着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
及足下、头上、腰、耳、指、口、步态等。“太守迎亲”一
节也有大量的铺陈。如果将这些文字概括成“从小受教养，
多才多艺，”、“着意穿与戴，美丽世无双”，“四处买珍
奇，迎亲准备忙”等句，简则简矣，神韵皆无了。

2.文中用了哪些比喻？本体、喻体有哪些相似点？

提示：写兰芝美，用“削葱根”喻手的白、嫩、尖；用“含
朱丹”喻嘴的红润。写他们对爱情忠贞，用“磐石”喻仲卿
的坚定，用“蒲苇”喻兰芝的柔韧。

提示：合在一起不合适，第1段从孔雀失偶徘徊眷恋写起，这
就是《诗经》中常用的“兴”，托物起兴。第1段可独立
为“序曲”。

提示：最后一节“化鸟”表现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
封建制度的抗议和嘲弄，与全诗的主旨，歌颂忠贞不渝爱情
及对压迫的反抗精神是一致的。这一节充满浪漫主义的色彩。
在诗歌创作中，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两大传统有时是兼而存
之的。

四、自由朗读。

五、作业：

1.完成书后三、五题。

2.课外分析刘兄形象，找出与焦母的同异处。



3.在练笔本上改写原诗（取一节也中）为短剧。

附：板书设计

孔雀东南飞教案篇七

时间：2004年9月14日星期二第三节

教学内容：孔雀东南飞第二课时，分析刘兰芝形象

教学过程 ：

在上节课我们已经讲了这首诗实际是比较著名的爱情叙事诗，
同样也是一个爱情悲剧。在近代现代，悲剧也是很多艺术家
各自不同的，在此前我们谈过鲁迅关于悲剧的看法。从某个
角度上讲，鲁迅所讲的也是悲剧的共性。咱们今天下午要欣
赏的梁祝就是如此。焦与，就是如此。李尔王。一对更加执
着的情侣因为种种共赴黄泉，罗密欧朱丽叶。

我们通过这节课要来探讨悲剧在构架上的特点。我们在上节
课讲过，非常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悲剧的反差。美被破坏
得越偶然，越没有道理，越深刻。比如上节课说的朱罗悲剧。
信使没有送信给罗，他以为死了，就在遗体前自杀，这时候
对方醒了。也就是说根本没有理由的悲剧，越是这样，悲剧
性越强。这几乎也是所有的悲剧所常用的手段。

今天我们要研讨一个问题，请翻到第九页。从第二页十三为
织妇开始。现在我想提一个问题，在这几段，文章是否运用
了这种反差手法，如果有，请指出来，我给大家几分钟时间，
大家可以互相讨论。

学生在互相讨论。

讨论声渐小渐趋于无穷，想必大家已经讨论好了。



同学一：我觉得是夜夜不得息，大人故嫌迟，她的婆婆说此
妇无礼节，她的行为跟他的评价不成正比。

老师：从第二节刘兰的自述来说，她勤劳贤惠。举例说明。

同学二：听不清。能干。尊敬他的婆婆，孝顺。举例。

老师：这倒底是个什么样的媳妇？

同学：本分，遵守古代的妇道。从哪儿可以看出来？丈夫在
外面上班，他在家里劳动。

如果从开头来看，他很聪明。这个女子从这里介绍自己来说，
他的各方面都是相当优秀的。任何男人娶到这样的媳妇是三
生有幸。这里形成了一个反差。他的这些素质与“大人故嫌
迟”形成反差。他的婆婆是怎样评价的：

此妇无礼节，，，他的婆婆评价他无礼，请大家往后面看，
能不能找到兰芝对这个评价的看法。

同学：举动敢自专。

大家一起把新妇问府吏这段读一下。学生齐读。

有一个字大家可能有不同意见。姥，注释里有没有？有。

什么原因？

学生议论。

关于这个问题有许多名家争论。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
就是没有儿子。七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还有，想娶个
最好的。用弗洛依德的说法也可以解释。我个人认为这种讨
论没必要。均没有充分的理由，我觉得没有必要讨论这些。
因为婆婆驱逐他的理由就是没有理由，他所受到的就是不公



平的待遇。我们没有必要探讨七出，如果探讨，与本意违背。
我们刚才说了，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没有任
何理由借口。一个被理论上抛弃的孤女，提到了窦娥冤。两
个家族之间莫明其妙的仇杀。罗朱。其实在这里，作者想告
诉我们的是刘兰芝，如此美好的女子却受到了这样的对待。
从某个角度上讲，加剧了悲剧的深刻性。更重要的是怎样更
深地理解这个悲剧。不管如何，这个悲剧已经发生了。

刘兰芝有一个特点还没有讲。美丽。在哪一节？请大家齐朗
读这一段。纤，多音字。

其实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特点还没有讲到，就是在这里讲到
的他的美丽。

世道如此，可以说这就已经是一个完美的女子了。从内在品
德和能力，技能，教养到外在的美丽。无可挑剔，正因为无
可挑剔，被挑剔驱逐，更加证明了驱逐了婆婆的荒谬。在这
里不遗余力地描写了刘兰芝的打扮。这是诗经中三种表达方
式的哪一种。从整个上来说是什么？赋。

什么叫赋，赋就是铺陈。用很多的语言，很华丽的语言，从
很多方面去描述。在后代很多，以至于成为文体的代称。

描写了哪些方面？严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如此仔细？要走
了。严到了什么程度，事事四五通。最后是精妙世无双。哪
些精妙。足，头，腰，耳，指，口。可以说，作为女子非常
具有代表性的局部来进行描写。表现他的飘逸。还有首饰等。
具体地说。

作者这样不遗余地去描写他的美丽，他的目的只是为了描写
他的美丽吗？

给一分钟时间，大家考虑一下。



为下一步嫁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再想一想，刘兰芝是人，咱们也是人。

引起了对他的同情。让他婆婆看一看，他还是一个美女。

这些都有道理。她烦不烦啊，人都要走了，还要花时间打扮？

当刘兰芝已经败局已定，他选择的不是大哭骂街，他选择了
尊严。

他要告诉对方，你们错了。即使我不回来。

有的同学选择b。他是不是想获得焦母的好感？不是。

他觉得他婆婆在这里回心转意，可能吗？后面有徒留无所施。

这里可以看出他另一个特点，自尊，坚强。

随着咱们的阅读，一个传统女子甚至是现代女子的典范逐渐
展现在我们面前。他还有一个特点，从整篇文章来看，忠贞。

所以我每次看到都会想到梁祝。

为什么过了将近三千年，孔雀东南飞一直能飞到我们面前？
最大的特点是他忠于爱情，忠于自己的选择。

现在我们可以倒着推理一下。忠于爱情是最主要的。我们可
以这么说，这个形象是最美丽的女人。就是这样的女性，受
到了毫无道理的对待，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这个社会，看
到了迫害他的东西。

谁能告诉我，是什么迫害他？封建礼教。

虽然还没有到南宋熹他们。但是包括一些纲常，伦理，等，



从制礼仪那时候起就奠定了基调。这里有一个更鲜明的实例。
这是对历代封建者的控诉。也就是这么一个人受到了这样的
待遇。实际上他和他的丈夫已经注定了。

那么那丈夫是怎样一个人？

小吏。

实际上是有既为府吏。这是对焦仲卿的描述。

然后，府吏得闻之，堂上启阿母。

下一节再解决。谁提出要走？他对他的丈夫说什么？他母亲
事先知道吗？答案就在下一段。下课。

孔雀东南飞教案篇八

1.认识汉乐府民歌主要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两
汉及魏晋南北朝是古代诗歌发展史上重要阶段。认识本诗在
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2.学习本诗通过人物对话及在尖锐的矛盾冲突和曲折的情节
发展中塑造人物的特点。

3.学习本诗的铺陈、比、兴手法。

教学设想

第一课时

教学要点

1.简介乐府诗，简介本诗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2.初读全诗，把握全诗情节。



教学过程

一、导入。

谁记得，《木兰诗》选自何处？

提示：北朝民歌。

师：单元知识短文指出：“两汉及南北朝是古代诗歌发展史
上的重要阶段”，古乐府民歌是文学史上的珍品，《孔雀东
南飞》与《木兰诗》齐名，与之并誉为“乐府双璧”。《孔
雀东南飞》，这是迄今保存下来的最早的一首长篇叙事诗。
叙事诗有相对完整的情节，有具体的人物形象。（板书课题）

什么叫乐府呢？乐府诗是指一种合乐的古诗，因传自乐府官
署而得名。乐府原为汉武帝刘彻设置的音乐机关，专事制作
乐章并采集整理各地民间俗乐和歌辞，分别用于朝廷典礼和
宴会上演唱。这些乐章、歌辞，后来就叫“乐府诗”，成为继
《诗经》、《楚辞》而起的一种新诗体。历魏晋南北朝至隋
唐，乐府诗的范围逐渐扩大，一些虽未合乐而袭用古乐府旧
题或摹仿乐府体裁的作品，也统称为乐府。

二、初读。

1.圈画出读不准的字，不理解的词及古今异义的词。

2.找出文中的十九个“相”字。（只作上记号，备用）

3.标出全诗各自然段序号。

4.对照小序及书下注释读懂全诗。

三、把握情节。

1.你能用一句话概括本诗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及起



因、经过、结果吗？

例：东汉末期建安年间庐江府小官焦仲卿之妻被焦母休后拒
婚不嫁与仲卿双双殉情。

2.本诗共有33个自然段，具有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请按开
端――发展――再发展――高潮――结局理清全诗情节。

学生讨论，教师归纳：

第(1)段―(2)段开端

第(3)段―(12)段发展

第(13)段―(22)段再发展

第(23)段―(32)段高潮、结局

(33)段尾声

（此时学生如未将第1自然段单独列出，教师不必强加，待到
最后研读时再解决第1自然段的起兴问题。）

3.师：请为每部分（包括每部分内的层次）拟一小标题。

生甲：“兰芝自诉”――“兰芝遣归”――“兰芝拒
婚”――“兰芝殉情”――“合葬化鸟”

生乙：我补充一些小层次的标题：

兰芝自诉

合葬化鸟

生丙：我拟的标题是：自诉；乞母、遣归、辞母、泣别；拒



媒、逼嫁；死别、殉情；化鸟

四、朗读全诗（教师大声带读，学生跟读）。

五、同桌互译。

教师译前提示一：正确正确“公姥”（偏指“姥”）、“作
息”（偏指“作”）、“父兄”（偏指“兄”）、“父母”
（偏指母）、“弟兄”（偏指“兄）”等偏义复词。揣摩的
窍门是根据句意、文意理解偏指义。

提示二：注意有些词的古今意义差别。如：“自由”，今义为
“自由自在”，古义为“自作主张”；“可怜”，今义
为“值得同情”，古义却可作“可爱”讲；“却”今为转折
连词，古义却有“退”，“回头”义；“要”今义为“需要、
要求”，古义却可作“约定”讲；“适”今义为“适合”，
古义“有“刚才”义；“劳劳”今不用，古义作“怅惘若
失”讲；“奄奄”今义作“气息将绝”讲，古义却可作“暗
沉沉”讲。

教师巡答疑。

六、作业：

课后整理本诗中“相”、“谢”、“见”、“迎”、“自”、
“适”的用法。

第二课时

教学要点

1.学习本诗所用的.铺陈、比兴表现的手法。

2.了解本诗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3.分析人物形象，学习本诗塑造人物的手段。

4.辨析词义。

教学过程

一、复习交流。

让学生将自己整理的难字多义辩析在全班进行交流。

例：“相”字的用法。（见表）

二、研读一，分析人物形象。

教师设问，学生讨论、发言。

1.兰芝是不愿离开焦仲卿的，为什么她要自求遣归？

生甲：因为她感到与焦母实在合不来，“三日断五匹，大人
故嫌迟，”“君家妇难为”，所以不如回去。

生乙：我认为还有一层意思，即兰芝从焦母的故意挑剔中，
感到了遣归之势已无可逆转，因此不卑不亢地自己先提出来。

2.兰芝是不愿离开仲卿的，为什么在离别前还要“严妆”一
番呢？

生：这表现了兰芝有大家闺秀的风度，她是严妆来的，因而
也要严妆走，这表明她遇事十分沉着、冷静、镇定自若。

3.兰芝遣归是焦母逼迫的，为什么兰芝在离别前还要向焦母
告别？

生甲：她不卑不亢。



生乙：她最后要再说几句，把面子要回来。

生丙：她有礼有节。

小结：这表明兰芝从小受过很好的教养，有礼有节，举止得
体。

4.兰芝是忠于爱情的，为什么最后还是允婚了，这岂不破坏
了兰芝的形象？

生甲：兰芝殉情之意早已决定，允婚是假，殉情是真。

生乙：如不允婚，就会被其兄纠缠不清，说不定还会锁起来，
后面的殉情反而难了。

生丙：如果兰芝不允婚，就没有后面太守家准备迎亲的一节，
便达不到抬高兰芝身价，加强悲剧气氛的效果。

5.仲卿与兰芝相比，有哪些同异处？

同――同样忠于爱情，同是封建礼教的逆者；异――在洞察
世情上，焦不如刘聪慧，在反抗封建礼教上焦不如刘坚决。

6.焦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生：她是一个反面人物，在诗中，她是封建旧礼教的代表人
物。她极端蛮横无理，独断专行。她无视焦刘的爱情，折磨
兰芝，威逼利诱仲卿。是一个摧残青年，摧残爱情的封建家
长。

7.你是怎样认识这众多各别的人物的？

生甲：通过故事情节发展及人物间的矛盾冲突，人物形象逐
渐鲜明。如刘兰芝，第一部分只知道她是个聪明要强的
人“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到第二部分通过她严妆、



辞行才觉得她这个人不简单，在焦母前不掉一滴泪，而且语
言绵中带针。读到允婚一节，真还觉得她“坚持不住了”，
后来看到她“举身赴清池”才更体会到她的坚贞。

生乙：诗中人物的对话也特精彩，焦母的专横：“汝岂得自
由”、“小子无所畏”多有个性特点。还有焦仲卿，先是个
脓包，去求母亲：“儿已薄禄相”、“伏惟启阿母”，这些
对话也很有特色。

三、研读二，理解鉴赏。

1.在“兰芝自诉”、“着装遣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