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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江采芙蓉说课稿(优质5篇)

理想是一种力量，激励我们去追求更好、更美好的生活。理
想文章中要注意积极向上的态度，不要流于消极和抱怨。以
下是一些实现理想的案例和经历分享，希望可以给大家以参
考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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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江采芙蓉》是新人教版必修二第二单元《古诗三首》中
的一首。这首古体诗不论是艺术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已经达
到了十分纯熟的境界。《古诗十九首》在中国古代诗歌的艺
术手法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在高中语文古诗教学中也起
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因此，它十分重要。

二、关于学情

这首诗歌在内容上难度不大，可以做多角度解读。新课程标
准鼓励学生作个性化解读，我们可以引导学生就此作些探讨。

学生通过小学、初中的系统学习和本册古诗部分的集中学习，
有了一定的古诗鉴赏能力，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也有了一
些积淀，兴趣渐浓，这是进一步引导学生热爱古代诗歌、学
习古代诗歌的一个前提。

三、关于教学方法

1、联想想象法

2、意象分析法

3、探究合作法



四、关于教具

1、有关《古诗十九首》的投影片

2、课文配乐朗读

3、课文意境视频资料

五、教学流程

（一）导入新课

1、以钟嵘《诗品》“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的品
论导入。

2、提问：大家知道这个评价说的是什么吗？它指的是《古诗
十九首》的语言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了。今天，我们将
要学习其中的一首——《涉江采芙蓉》，体味一下这“一字
千金”的语言魅力。

（二）文学常识介绍

《古诗十九首》是梁代萧统《文选》“杂诗”类的一个标题，
包括汉代无名氏所作的19首五言诗。清代沈德潜说：“古诗
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辞，一时之作。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
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显言，或反复言。
初无奇辟之思，惊险之句，而西京古诗，皆在其下。”评价
如此之高，而后世也多有仿者。西汉陆机曾逐首逐句地摹仿
了其中的12首，而东晋的陶渊明，南朝宋代的鲍照等，也都
有学习“古诗”手法、风格的《拟古诗》。

（三）诗歌鉴赏品味

1、诗歌中的抒情主人公表达感情的方式是什么？其目的是什
么？



（提示：方式是试图采摘芙蓉，目的是“遗”远方的“同
心”者）

明确：中国人民很早对于自然就有很深的爱好，对自然的爱
与对人的爱往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古代人送给最亲爱的人
的礼物往往不是什么金银珠宝，而是一株花或是一棵芳草，
送别时总是折一枝柳条送给远行的人，远行的人为了表示对
好朋友的思念，逢到驿使就托带一枝梅花给他。这种生活情
调是简朴的，也是美好的。正如王维的《相思》所写：“红
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采花
折柳，这正是古人传情达意的方式，一方面是传达了对亲朋
的关怀、思念等感情，另一方面又寄托了对亲朋的美好祝愿。

2、诗歌描写“多芳草”的“兰泽”有什么艺术作用？

明确：这是环境描写，意在从侧面烘托主人公形象的雅洁和
所表达感情的纯洁和美好。

3、三、四句一问一答，在诗歌中具有怎样的表达作用？

明确：诗歌讲究“起、承、转、合”，这两句在结构上是暗
转过渡，为表现主人公的情绪由欢欣洋溢转变为下面的黯然
销魂作铺垫。

4、诗人真是看到芙蓉芳草才想到“所思在远道”的吗？如果
不是，诗人为什么要这样写？

提示：“所思”是时时刻刻在他心头的，“涉江采芙蓉”也
是为了她，如果诗首就开门见山地把她表出，诗就平淡无味
了。这句话是全诗发展的顶点，顶点同时也是转折点，一方
面替上文的发展暂时作一结束，一方面为下文的发展作一伏
线，所以照例是要摆在中间的。

5、五、六句的“还顾”、“漫浩浩”具有怎样的表达作用？



明确：“还顾”一词，动作性和画面感很强，可以清晰地表
现了主人公孤独、忧愁、怅惘的形象和心情。“漫浩浩”一
词是写主人公与环顾所见“旧乡”的距离，给人以路途绵延
无尽的感觉。这两个词含蓄地传达了主人公极度痛苦的心情，
可是，这两句并没有直接点明主人公的痛苦，这样就给读者
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具有含蓄不尽的艺术效果。

6、最后两句除了表达主人公黯然痛苦的心情，还能体会到什
么？

明确：还能让人深切地感受到两个彼此相爱的人的真挚笃厚
的感情。因爱之深才思之深，因爱之长久才有“终老”
之“忧伤”。

7、试对这首诗的艺术特点加以概括。

明确：一是意境高洁、清幽；二是含蓄不尽，余味悠长。

（四）问题探究

关于《涉江采芙蓉》，有人认为抒情主人公是男性，“涉
江”者和“环顾”者都是男子，也有人认为抒情主人公是女
性，“涉江”者是女子，“还顾”者则是“所思”的男子。
你怎么看？（只要言之有理即可，不求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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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识方面

(1)识记有关古诗十九首的文学常识;(2)背诵全诗。

2、能力方面

(1)领会诗歌的思想内涵;(2)培养学生朗读诗歌的能力;(3)培



养学生通过意象来赏析诗歌的能力;(4)探究诗歌的表现手法。

3、情感方面

体会诗歌含蓄不尽，余味悠长的游子思乡、爱人离居的愁情
别绪，积淀人文素养。

4、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1)诗歌的朗读;(2)诗歌的赏析;(3)诗歌的表现手法

难点：通过抓住意象来赏析诗歌。

【教学方法】导读法?

【教学用具】多媒体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激趣导入

以有关芙蓉的名句引入课题。

二、通过导学案学习有关古诗十九首的文学常识，了解写作
背景

《涉江采芙蓉》是《古诗十九首》中的一篇。《古诗十九首》
包括汉代无名氏所作的19首五言诗，是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
的选辑，并非一人所做。从内容看，主要写的是作者的失意
和哀伤，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和相思。由于作者文化素质较
高，又继承了《诗经》和《楚辞》的传统，吸收了汉乐府的
营养，所以不但善于运用比兴，而且创造出一种独特的风格，
语言浅近凝练，自然和谐，艺术成就很高。是五言诗成熟期
的代表作。被刘勰称为“五言之冠冕”。它是五言诗的发端，
在我国古典诗歌中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三、引导赏析

(一)初读，整体感知(听配乐朗诵，初步感知作品)

1、试为这首诗划分节奏。(学生划分，师生共同明确)

涉江采芙蓉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
道。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
老。

2、诗歌的感情基调如何?你认为全篇中哪个字浓缩了作者的
情感?(学生思考回答，教师明确)

明确：诗歌的感情基调忧伤。是“思”字浓缩了作者的情感。

明确：是采摘芙蓉。这种行为在古代诗歌中常见。

4、诗歌中的主要意象是什么?为全诗营造了怎样的意境?

明确：芙蓉，即荷花，为全诗营造了高洁，清幽的意境。

(二)再读，讨论交流(请学生个别朗读，之后小组讨论作答，
教师明确)

1、三、四句一问一答，在全诗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明确：这是环境描写，从侧面烘托了主人公形象的高雅，感
情的纯洁、美好。

3、你认为这首诗的抒情主人公是一个男子还是女子?



?提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言之成理即可。

(三)精读，合作探究(教师指点精读个别诗句，学生讨论交流
作答)

诗歌表现手法：1、借景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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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感受诗歌的思想内涵;?

3、运用想象描摹诗歌的艺术画面。?

重点难点：1、?运用想象和联想描摹诗歌画面;?

2、?抓住诗歌意象来解读诗歌主旨，培养诗歌鉴赏能力。?

教学方法：诵读法、讨论法、赏析法。

课时安排：一课时?

教学过程：

导入?

(板书“钟嵘《诗品》：‘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
金。’”)?

二、?文学常识介绍?

《古诗十九首》是南朝梁代萧统《文选》“杂诗”类的一个
标题，包括汉代无名氏所作的19首五言诗。是东汉末年文人
五言诗的选辑。(并非一人所做。)从内容看，主要写作者的
失意和哀伤，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和相思。五言诗成熟期的
代表作，被誉为“五言之冠冕”，以平浅质朴的文字展深情。



三、诵读感知

1、多媒体范读。

2、学生自由朗读、试背诵。

四、?诗歌分析鉴赏?

1、你认为这首诗主要表达了什么样的思想感情?

明确：这首诗表达了游子的思乡思妇之情。

2、诗歌中的抒情主人公表达感情的方式是什么?其目的是什
么

明确：方式是试图采摘芙蓉，目的是“遗”远方的“同心”
者?

3、怎样理解“赠花”的行为?

这是环境描写，也是象征。“芙蓉”“兰泽”“芳草”等意
象，意在从侧面烘托主人公形象的雅洁和所表达感情的纯洁、
美好。

3、三、四句一问一答，在诗歌中具有怎样的表达作用

4、诗人真是看到芙蓉芳草才想到“所思在远道”的吗?如果
不是，诗人为什么要这样写

5、五、六句的“还顾”、“漫浩浩”具有怎样的表达作用

《涉江采芙蓉》高中语文教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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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了解关于《古诗十九首》的文学常识；

2、感受诗歌的思想内涵；

3、运用想象描摹诗歌的艺术画面。

【教学重、难点】

1、运用想象和联想描摹诗歌画面；

2、抓住诗歌意象来解读诗歌主旨，培养诗歌鉴赏能力。

【课时安排】

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板书“钟嵘《诗品》：‘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
金。’”）

大家知道这个评价说的是什么吗？它指的是《古诗十九首》
的语言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了。今天，我们将要学习其
中的一首——《涉江采芙蓉》，体味一下这“一字千金”的
语言魅力。

二、文学常识介绍

《古诗十九首》是梁代萧统《文选》“杂诗”类的一个标题，



包括汉代无名氏所作的19首五言诗。清代沈德潜说：“古诗
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辞，一时之作。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
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显言，或反复言。
初无奇辟之思，惊险之句，而西京古诗，皆在其下。”评价
如此之高，而后世也多有仿者。西汉陆机曾逐首逐句地摹仿
了其中的12首，而东晋的陶渊明，南朝宋代的鲍照等，也都
有学习“古诗”手法、风格的《拟古诗》。

三、诗歌鉴赏品味

1、诗歌中的抒情主人公表达感情的方式是什么？其目的是什
么？

（提示：方式是试图采摘芙蓉，目的是“遗”远方的“同
心”者）

明确：中国人民很早对于自然就有很深的爱好，对自然的爱
与对人的爱往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古代人送给最亲爱的人
的`礼物往往不是什么金银珠宝，而是一株花或是一棵芳草，
送别时总是折一枝柳条送给远行的人，远行的人为了表示对
好朋友的思念，逢到驿使就托带一枝梅花给他。这种生活情
调是简朴的，也是美好的。正如王维的《相思》所写：“红
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采花
折柳，这正是古人传情达意的方式，一方面是传达了对亲朋
的关怀、思念等感情，另一方面又寄托了对亲朋的美好祝愿。

2、诗歌描写“多芳草”的“兰泽”有什么艺术作用？

明确：这是环境描写，意在从侧面烘托主人公形象的雅洁和
所表达感情的纯洁和美好。

3、三、四句一问一答，在诗歌中具有怎样的表达作用？

明确：诗歌讲究“起、承、转、合”，这两句在结构上是暗



转过渡，为表现主人公的情绪由欢欣洋溢转变为下面的黯然
销魂作铺垫。

4、诗人真是看到芙蓉芳草才想到“所思在远道”的吗？如果
不是，诗人为什么要这样写？

提示：“所思”是时时刻刻在他心头的，“涉江采芙蓉”也
是为了她，如果诗首就开门见山地把她表出，诗就平淡无味
了。这句话是全诗发展的顶点，顶点同时也是转折点，一方
面替上文的发展暂时作一结束，一方面为下文的发展作一伏
线，所以照例是要摆在中间的。

5、五、六句的“还顾”、“漫浩浩”具有怎样的表达作用？

明确：“还顾”一词，动作性和画面感很强，可以清晰地表
现了主人公孤独、忧愁、怅惘的形象和心情。“漫浩浩”一
词是写主人公与环顾所见“旧乡”的距离，给人以路途绵延
无尽的感觉。这两个词含蓄地传达了主人公极度痛苦的心情，
可是，这两句并没有直接点明主人公的痛苦，这样就给读者
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具有含蓄不尽的艺术效果。

6、最后两句除了表达主人公黯然痛苦的心情，还能体会到什
么？

明确：还能让人深切地感受到两个彼此相爱的人的真挚笃厚
的感情。因爱之深才思之深，因爱之长久才有“终老”
之“忧伤”。

7、试对这首诗的艺术特点加以概括。

明确：一是意境高洁、清幽；二是含蓄不尽，余味悠长。

四、问题探究



关于《涉江采芙蓉》，有人认为抒情主人公是男性，“涉
江”者和“环顾”者都是男子，也有人认为抒情主人公是女
性，“涉江”者是女子，“还顾”者则是“所思”的男子。
你怎么看？（只要言之有理即可，不求统一）

这首诗写的是游子采芙蓉送给家乡的妻子。采摘花草赠给远
方的亲人，这种举动在古代诗歌里多有表现。它寄托了什么
呢？让我们看看《古诗十九首》中的“庭中有奇树”一诗：

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馨香
盈怀袖，路远莫致之。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

由此可以看出，送花草给“所思”是在思念之情铭心刻骨时
自然而有的一种举动，并且所送的花草或为“芙蓉”，或
为“奇树”开的芳香浓郁的花，这又表现了对“所思”的珍
惜之情。

不过，花草很快就会枯萎，送花草给远方的亲人是“无理”
的想法，当送花草的人一转念间意识到花草无从寄出时，内
心的痛苦与惆怅可想而知了。

“涉江采芙蓉”这首诗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意境高洁、
清幽，一是含蓄不尽，余味悠长。

顾”一词，动作性和画面感很强，读者似乎看到主人公孤单、
忧愁、怅惘地立在船头，徒劳地往故乡的那个方向张望，他
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他不敢去仔细计算的迢迢路程!“漫浩
浩”一词，读起来即给人以路途绵延无尽的感觉。故乡在哪
儿？“所思”在哪儿？至此，抒情主人公感情痛苦到极点。
可是，这两句并没有直接点明主人公的痛苦，这样，给读者
留下了很大的想像空间，具有含蓄不尽的效果。最后两句也
并没有顺接上面两句，而是从眼前想到此后的生涯，主人公
更深的担忧是，如果两个相爱的人此生都不能相聚相守，那
就只能是“忧伤以终老”了。黯然的情绪真是令人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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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材分析《涉江采芙蓉》是新人教版必修二第二单元《古
诗三首》中的一首。《古诗十九首》在中国古代诗歌的艺术
手法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在高中语文古诗教学中也起着
承前启后的作用。这首古体诗不论是艺术上，还是在思想上
都已经达到了十分纯熟的境界。因此，它十分重要。

2.说学情这首诗歌在内容上难度不大，可以做多角度解读。
新课程标准鼓励学生作个性化解读，我们可以引导学生就此
作些探讨。

学生通过小学、初中的系统学习和本册古诗部分的集中学习，
有了一定的古诗鉴赏能力，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也有了一
些积淀，兴趣渐浓，这是进一步引导学生热爱古代诗歌、学
习古代诗歌的一个前提。

3.教学目标依据学生特点，教材特色以及新课标的要求，制
定教学目标如下：（用多媒体展示）

1、了解关于《古诗十九首》的文学常识;

2、感受诗歌的.思想内涵;

3、运用想象描摹诗歌的艺术画面。

4.教学重点，难点

1、运用想象和联想描摹诗歌画面;

2、抓住诗歌意象来解读诗歌主旨,培养诗歌鉴赏能力。

二，说教学方法



借助多媒体课件的教学手段，采用“激趣-----感知-----讨
论-----拓展延伸”的教学模式。

三，说学习方法

培养学生自我学习能力是新课标的一个重要理念，因此我设
计以下的学习方法：朗读法，讨论法，质疑法。

四，教具的使用多媒体课件

五，教学设计[课时安排]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板书“钟嵘《诗品》:‘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
金。’”)大家知道这个评价说的是什么吗?它指的是《古诗
十九首》的语言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了。今天,我们将要
学习其中的一首——《涉江采芙蓉》,体味一下这“一字千
金”的语言魅力。

二、文学常识介绍

《古诗十九首》是梁代萧统《文选》“杂诗”类的一个标题,
包括汉代无名氏所作的19首五言诗。清代沈德潜说:“古诗十
九首,不必一人之辞,一时之作。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游
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显言,或反复言。初无奇辟
之思,惊险之句,而西京古诗,皆在其下。”评价如此之高,而
后世也多有仿者。西汉陆机曾逐首逐句地摹仿了其中的12首,
而东晋的陶渊明,南朝宋代的鲍照等,也都有学习“古诗”手
法、风格的《拟古诗》。

三、诗歌鉴赏品味



1、诗歌中的抒情主人公表达感情的方式是什么?其目的是什
么?

(提示:方式是试图采摘芙蓉,目的是“遗”远方的“同心”
者)

明确:中国人民很早对于自然就有很深的爱好,对自然的爱与
对人的爱往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古代人送给最亲爱的人的
礼物往往不是什么金银珠宝,而是一株花或是一棵芳草,送别
时总是折一枝柳条送给远行的人,远行的人为了表示对好朋友
的思念,逢到驿使就托带一枝梅花给他。这种生活情调是简朴
的,也是美好的。正如王维的《相思》所写:“红豆生南国,春
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采花折柳,这正是古
人传情达意的方式,一方面是传达了对亲朋的关怀、思念等感
情,另一方面又寄托了对亲朋的美好祝愿。

2、诗歌描写“多芳草”的“兰泽”有什么艺术作用?明确:这
是环境描写,意在从侧面烘托主人公形象的雅洁和所表达感情
的纯洁和美好。

3、三、四句一问一答,在诗歌中具有怎样的表达作用?

明确:诗歌讲究“起、承、转、合”,这两句在结构上是暗转
过渡,为表现主人公的情绪由欢欣洋溢转变为下面的黯然销魂
作铺垫。

4、诗人真是看到芙蓉芳草才想到“所思在远道”的吗?如果
不是,诗人为什么要这样写?

提示:“所思”是时时刻刻在他心头的,“涉江采芙蓉”也是
为了她,如果诗首就开门见山地把她表出,诗就平淡无味了。
这句话是全诗发展的顶点,顶点同时也是转折点,一方面替上
文的发展暂时作一结束,一方面为下文的发展作一伏线,所以
照例是要摆在中间的。



5、五、六句的“还顾”、“漫浩浩”具有怎样的表达作用?

明确:“还顾”一词,动作性和画面感很强,可以清晰地表现了
主人公孤独、忧愁、怅惘的形象和心情。“漫浩浩”一词是
写主人公与环顾所见“旧乡”的距离,给人以路途绵延无尽的
感觉。这两个词含蓄地传达了主人公极度痛苦的心情,可是,
这两句并没有直接点明主人公的痛苦,这样就给读者留下了很
大的想象空间,具有含蓄不尽的艺术效果。

6、最后两句除了表达主人公黯然痛苦的心情,还能体会到什
么?

明确:还能让人深切地感受到两个彼此相爱的人的真挚笃厚的
感情。因爱之深才思之深,因爱之长久才有“终老”之“忧
伤”。

7、试对这首诗的艺术特点加以概括。

明确:一是意境高洁、清幽;二是含蓄不尽,余味悠长。

四、问题探究

关于《涉江采芙蓉》,有人认为抒情主人公是男性,“涉江”
者和“环顾”者都是男子,也有人认为抒情主人公是女
性,“涉江”者是女子,“还顾”者则是“所思”的男子。你
怎么看?(只要言之有理即可,不求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