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望海潮教学设计中公教育(大全8篇)
一个优秀的企业标语能够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树立企业的
形象，吸引客户的关注。企业标语的创作可以通过团队合作
和头脑风暴的方式进行，以获得更多的创意和灵感。以下是
一些引人注目的企业标语，它们展示了企业的创新和独特性。

望海潮教学设计中公教育篇一

xx年6月29日，上午第三节，在高二楼的一楼阶梯教师，教务
处安排我用高一19班的学生上了一节教师开放月中的全校型
的优质课竞赛，这节课学生表现积极，教学流程顺畅，引起
了较好的反响。魏莹老师回到办公室形容学生的兴奋状态曾
形象地描述说“学生跟打了鸡血一样”。的确，19班的孩子
们真的很了不起。

《望海潮》对于我来说，是新课文，是人教版必修四中宋词
单元的作品，是柳永歌颂城市繁华富庶的代表作。这首词意
象多，情感充沛，共一百零七字，属于长调慢词，难于理解
的词句较多，对于学生来讲，鉴赏有一定难度。

在讲这节课之前，我做了精心的准备，搜集了大量的资料，
参考了很多老师的教学设计，但感觉这些资料教学内容千篇
一律，问题设置极为平常，不能调动学生兴趣，探究的问题
既没有广度也没有深度，就开始自己设计起来。

首先是导入，我从柳永入手，精要地讲他名字的由来、作者
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本词的社会影响及本词诞生的背景，激
发了学生学习的浓厚兴趣，再加上我制作的精美课件和当堂
现场朗诵，更是让这种学习气氛更加浓郁。

在讲课期间，我还让学生不断读课文，走进文本，小组合作
探究。先从大局入手，宏观把握全篇文章，用原文词语概括



杭州的富庶繁华，再结合我们的印象中的杭州，对之有一个
总的把握，再分析概括上下片的内容，做到了整体上的心中
有数。

在探究环节，我设置了三个问题，一个是内容上，作者从哪
些方面写杭州的美丽繁华富庶，选取了哪些意象，表达了什
么情感;一个是语言上，分小组起立讨论鉴赏其中的一句或几
句，散文化并说出手法、效果;一个是在写景上，还是分小组
起立探讨鉴赏其写景的方法。通过这三个探究题的设置，充
分让学生享受课堂，把时间还给学生，让他们有充分的思考
和大胆的表达。小组合作了，不再迷茫了，大家回答的时候
也有的说了，学生更加自信了，思维能力也越来越强了。

以上就是查字典语文网小编分享的望海潮教学反思的全部内
容，希望可以帮助教师们做到扬长避短、精益求精，把自己
的教学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和高度。

望海潮教学设计中公教育篇二

高中语文《望海潮》教学设计 由本站会员“tukj8”投稿精心推
荐，小编希望对你的学习工作能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高中语文《望海潮》教学设计

作为一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很有必要精心设计一份教学设
计，教学设计把教学各要素看成一个系统，分析教学问题和
需求，确立解决的程序纲要，使教学效果最优化。我们应该
怎么写教学设计呢？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高中语文《望
海潮》教学设计，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了解有关宋词的常识和词人柳永的有关成就贡



献，分析意象与意境，把握情感，分析表现手法。

过程与方法：在诵读中品味语言；通过合作探究完成对艺术
手法的分析和鉴赏。

情感态度价值观：希望激起对祖国美好山河的热爱及对美好
生活的珍惜。

【教学重点】指导朗读，分析意象意境，理解内容和情感，
并对艺术手法进行赏析。

【教学难点】鉴赏其中的艺术手法。

【学习重点】：从意象入手，分析意象意境，在朗读中品味
语言和技巧

【学习难点】：鉴赏艺术技巧。

【教法与学法】教法：指导朗读，小组合作探究，点播提问；
学法：反复诵读 合作探究

【课时安排】1课时

【课前准备】提前预习、背诵。

【教学过程】

一、导入

在同学们到过的城市中，你认为哪个城市的风物最让你赞叹？
能给我们描述一下吗？（学生自愿发言）对于展现描写都市
风貌的美，宋代词人柳永的《望海潮》可谓是最佳典范，传
说此作品竟引起金兵南下侵占的欲望，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
下，看他是如何描写杭州之美的。



二、首先请阅读单元说明，明确单元目标。然后简介宋词的
有关常识及作家柳永。并明确本节课的学习目标（用展示）

三、朗读《望海潮》，因声求气。

1、首先提问背诵，以此检查课前预习情况。（因为熟读成诵
是鉴赏的基础）

2、老师示范朗读，注意读准字音和节奏，有意识给同学们校
音。

3、全体齐读，振奋精神，便于进入情境。为鉴赏做准备。

四、疏通文意

找两名同学用最优美的语言描绘上阙和下阙，最后用展示，
意在引起对比，引导学生要提高表达能力。

五、分析意象意境：（作为鉴赏的切入点）

1、请同学们自由朗读三分钟，同时找出词中出现的意象（同
学们合作研讨，自己去黑板板书）

2、老师提示：指导分析意象和意境：

上片：烟柳 画桥 风帘 翠幕 十万人家 云树 堤沙 怒涛

天堑 珠玑 罗绮————杭州（美丽、富庶 繁华）

下片：重湖 叠巘 桂子 荷花 羌管 菱歌 钓叟莲娃

千骑 高牙————西湖（美丽、祥和、游人不断）

六、整体把握内容与情感：（落实教学重点）



研讨课后第一题：（前后桌四人为一组，研讨组织一份共同
的答案，五分钟后回答）

提示：太平、富庶、安定、祥和的都市生活景象。从地理位
置说是东南重镇；从历史传统上看是三吴都会；自然景观方
面有钱塘，有西湖，有壮丽，有秀美；从市井面貌上看，建
筑设施美观，人口密集；百姓生活方面呈现出安居乐业的祥
和局面。

从全词看，作者全面，细致地描绘了杭州的繁华与美丽，充
分表达了作者对杭州风物的惊叹、赞美与艳羡之情。

七、分析艺术技巧：（突破难点）

提示：这是结构方面的艺术技巧，用这三句总领全词，概括
介绍杭州情况。下面的内容都是针对这方面来铺叙的。（提
示同学们：）善于铺叙，首尾完整，这也是柳永词作常用的
技巧。

探究问题2、针对景物方面的描写，你能看出哪些艺术技巧，
或者表现手法？

提示：整体看1铺陈描写，时空全方位写出杭州的.美丽与繁
华。（大力创作慢词，将敷陈其事的赋法移植于词）

2点面结合，既有对杭州全貌的描写，如“参差十万人
家”“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竟豪奢”“三秋桂子，十里荷
花”等，也有局部细致的刻画，如“烟柳画桥”“云树绕堤
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
高牙”等典型事物人物的展现。

3大量运用数词，（十万 三秋 十里 千骑）

4融情入境，作者把对杭州的喜爱完全融入到了对景物的刻画



中。

5动静结合，视听结合（烟柳画桥，风帘翠幕 珠玑罗绮 羌管
菱歌 嬉嬉钓叟莲娃）

局部看： 比喻（怒涛霜雪）夸张（十里荷花 千骑）

八、深化成果，展示评价：

1、请同学们找出你认为写得最美的句子，并有感情地朗读。
（同学们结合刚才鉴赏提示，自由发言。老师用展示示例）

2、看前人如何评柳词（展示）

九、课堂小结，整体评价：

迷醉于柳永笔下的杭州，不禁心向往之。然而同学们认为柳
永的描写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吗？（同学们回答）不尽
然，作者这样写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称赞当地长官孙何，这是
柳永的一首投赠之作。不过客观评价，这首词在艺术表现方
面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承平气象，形容曲尽，为拓宽宋
词的艺术表现天地作出了贡献。最后让我们再一次大声齐读
全词，来感受一位婉约作家的豪放之气。

高中语文《望海潮》教学设计如果还不能满足你的要求，请
在本站搜索更多其他高中语文《望海潮》教学设计范文。

望海潮教学设计

高中语文教学设计

高中语文教学设计

高中语文教学设计万能模板



望海潮教学设计中公教育篇三

二、简单介绍柳永在宋代词坛做出的贡献

1、柳永是宋代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

2、柳永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长
调与小令平分秋色。

三、品读词作

1、请一位学生朗读《望海潮》，如有错误，请其他学生纠错。
目的：读准字音。

2、请全体学生看文中注释默读本词。目的：理解词意。

3、老师配乐范读。请学生注意朗读的语速及节奏。

4、请全体学生齐读。

四、品析杭州自然风物之美

1、“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明确：运用炼
字法，引导学生通过分析字词来品析词句的意境美。例
如：“烟”：写出了柳树迷离朦胧的意境。根据意境指导朗
读：轻声舒缓的读。

2、“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明确：运用炼
字法，分析“绕”、“卷”用字的妙处。根据意境指导朗读：
音调急促提问：此句为何与柳永婉约派词风不尽相符？明确：
由于年龄、际遇的不同。

3、“重湖叠t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分析湖山、
桂子、荷花的意象营造的意境。根据意境指导朗读：惊叹、



艳羡的读。

五、品析杭州百姓生活的繁华和谐

1、“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展现了杭州人民生活
的富庶和奢华。

2、“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

明确：运用互文见义的手法营造出欢乐祥和的意境。通
过“嬉嬉”一词了解杭州百姓生活的怡然自得。

根据意境指导朗读：热闹、祥和，轻快地读。

3、“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

根据意境指导朗读：陶醉满足的读

六、小结：

词人柳永一句一景向我们细致入微的描绘出杭州的三重美：
美在风景、美在生活、美在和谐，融情入景，表达了诗人对
杭州的喜爱与赞美。

七、迁移应用：

品读了柳永笔下杭州的三美，请学生们观看有关兰州的幻灯
片，用美的眼光、智慧、优美的文笔描绘出我们脚下这片热
土的美丽之处，表达对它的热爱与眷恋。然后与同学们分享
写作的内容。

八、布置作业：

1、背诵默写《望海潮》；



2、搜集有关杭州美景的诗词。

板书设计：自然风物壮美清嘉

百姓生活繁华富庶

官民同乐政治清明

――――――――――――――――――――――――

特级教师肖培东老师评课内容

两堂课都是以词作为教学内容，听课时我在想诗词教学在哪
些方面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诗词教学在当今时代实际上
是诗心传递的过程。要讲好诗歌，必须要品味诗的味道，引
导学生感受诗意，带领学生融入诗境，而其中最需要紧扣的
是诗的语言去想去品。诗词教学是否还原了诗词的本色，是
否变成了其他文体的教学，一堂课首先观察是否明确关注诗
词的文体特征，观察学生是否走进了诗词的语言，从而引导
学生走进诗的情感与内涵。

第一位老师音色很好，激情导入，语调铿锵，教学有板有眼，
步骤清晰。这是一首登临诗，表达辛弃疾的愤慨之情、爱国
之忧。领悟词人既含蓄又慷慨激昂的情感，引导学生思考由
何而登临，然后分上下片讲解。有层次，步骤简洁。第二位
老师讲解的《望海潮》中柳永一反自己习惯的写作手法，变
得豪放。柳永这个慢词高手写出了铺陈的味道。上课的老师
由兰州入题，从上下片融入朗读理解内容。最有意思的是提
出这首词与柳永的婉约词风不符。最后由兰州景色的写作作
结。教授过程对诗词的理解颇为到位。

需要改进的地方：

1、诗词教学过程中学生所处的位置是什么？两堂课中学生没



有主动体悟词作，提出自己对词作的观点、看法和理解。老
师还是满足于我教你记，我教你懂。诗词教学讲究个人独特
的阅读体验。怎样摆正学生读诗词的主动性，引导学生在诗
词感悟中走进作者、走进自我这一点需要注意。两位老师的
掌控力太强，老师讲的很好跟教学很好不一样，一定要注重
学生学得怎么样。

2、教师在诗词教学中是怎样的角色？这两位老师在教学过程
中设计的所有问题都是牵着学生走，教学显得“严密”甚至
让人觉得无痕，其实是用细碎的问题慢慢肢解诗词，诗词变
成碎片化对某些词句的理解。两位老师对诗词的理解过于严
密，没有给学生留下想象的空间。没有引导学生深入诗词的
深处，还是浮在表面上。有点遗憾！这个单元的单元提示第
一要求反复吟咏，第二要求学生展开联想和想象，那么这两
堂课老师留给学生联想和想象的地方在哪里？所以课堂问题
的设计缺乏有效思考，老师不是报幕员，而是学习的组织者、
参与者和学习者。其实这两堂课的展开可以从词作的词眼入
手，让学生思考起来，这才是有意义的教学。要懂得基于教
的教学和基于学的教学是不一样的。

3、这两堂课对诗词语言的品味极度欠缺。诗词教学中对语言
的品味是非常重要的环节，这两堂课我几乎没有感受到有语
文味的品味，没有感受到为什么要用这个词，只有“云树绕
堤沙，怒涛卷霜雪”稍有体现。其实可以抓
住“云”、“绕”、“卷”字深入品味，落到语言内涵上，
所有感情都是从语言中悟出来的。其实缺乏有效诗词语言的
品析背后暴露出老师解读诗词的过程中自己没有注意它的语
言。《望海潮》数词运用比较突出，“十万”、“三
秋”、“十里”、“千骑”就已经能展现出杭州的美丽和繁
华。不要只想我该怎么教，要想我教些什么，哪个地方值得
教。



望海潮教学设计中公教育篇四

品味诗词富有表现力的语言，体会词中壮阔优美的意境。

把握诗歌的丰富内涵

品味诗歌的意境美

掌握互文，点染等艺术手法

45分钟

1、导入

在上课前老师想问问大家，有那些同学去过杭州呀？没去过
的也没关系，老师给大家放映几张图片让大家感受一下杭州
的美丽景象。这是现在的杭州景象，那么一千年前的杭州又
是怎样的一幅景象呢？今天就让我们通过柳永留给我们的一幅
“文字画”来看看一千年前的杭州又是怎样的一幅美景。

2、师：请大家结合课文注释有感情的朗读这首词并且找出这
首词是围绕哪两个方面来写的。

生：“形胜”，“繁华”

师：全篇紧扣“形胜”和“繁华”做文章，两条线索有分有
合，交叉进行。接下来就请大家跟着老师走进这首词看看作
者是怎样具体来写杭州的“形胜”与“繁华”的。

师：首先我们来看这首词的上阙，“东南形胜，三吴都会，
钱塘自古繁华。”“东南形胜”从地理条件写的，杭州地处
东南，地理位置恨重要，风景优美，故曰“形胜”。“三吴
都会”，是从历史悠久着笔的。它是三吴地区的重要都市，
那里人才荟萃，财货聚集，故曰“都会”。“钱塘自古繁



华”，这一句是对前两句的总结，因为杭州具有这些特殊条
件，所以“自古繁华”。开头三句，以博大的气势笼罩全篇。
接下来几句，便从各个方面来描写杭州的“形胜”和“繁
华”。

师:“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这一句写出了
杭州街巷河桥的美丽，居民住宅的雅致，及都市户口的繁庶。
这是对杭州“繁华”的描绘，接下来一句作者笔锋一转对杭
州的自然景色的进行描绘。“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
堑无涯。”，这里作者的视线由市内转到郊外，在这里请大
家注意这两个字——“绕”、“卷”字，自古以为人们评价
这首词时都认为这两个字用的相当准确。一个“绕”字让我
们看到了钱塘江岸古树成行，呈现出一种迤逦之态，远远望
去这些树木与云天相接，更显得美丽别致了。“霜雪”比喻
浪花，在这里作者用了一个“卷”字既写出了波涛汹涌、浪
花飞溅的逼真情态，也写出浪涛力度与气势。“市列珠玑，
户盈罗绮，竞豪奢。”作者抓住“珠玑”“罗绮”两个细节，
便把市场的繁荣、市民的富裕反映出来。最后，再用“竟豪
奢”，暗写杭州富民比夸争富，反映了杭州这个都市繁华和
奢侈。

板书：绕、卷

师：这首词的上阙分别从城市规模、自然景观、市井面貌这
些角度对杭州这个地方进行了描绘，展示了自然风光图和都
市繁华图，让读者从宏观上对杭州美景有了初步领略。接下
来我们继续学习这首词的下阕，看看这位大词人是怎样运用
他的生花妙笔来进行描绘的。生诵读文本。

生：西湖

师：那作者笔下的西湖是怎样一幅美景？

生：“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师：“三秋桂子”照应“叠巘”二字，写山中桂花。“十里
荷花”照应“重湖”，写水里荷花。“三秋、十里”，分别
从时间和空间着眼。桂在秋季开花，莲在夏季开花，写出了
西湖不同季节的美景。（ppt展示图片）

师：西湖如此之美，那我们来看看，在这样的美景中都生活
着什么人呀？

师，分析“羌管弄晴，菱歌泛夜。”

师：是不是说就是白天吹着优雅的笛声，晚上唱着采菱歌呢？

生：不是

师：那是什么呀？

生：是白天晚上都有低声和歌声。

师：词人为什么这样写？

生：互文手法

师：非常好，这就是互文手法，我们来看看互文的定义。（ppt
展示：互文，也叫互辞，是古诗文中常采用的一种修辞方法。
古文中对它的解释是：“参互成文，含而见文。”具体地说，
它是这样一种形式：上下两句或一句话中的两个部分，看似
各说两件事，实则是互相呼应，互相阐发，互相补充，说的
是一件事。有上下文义互相交错，互相渗透，互相补充来表
达一个完整句子意思的修辞方法。）

师：互文呢有十来种分类，而我们主要学习的就是单句互文
和对句互文两种。复习回顾了互文的定义呢，现在我们就再
来回顾一下我们在以前的学习中遇到过的互文实例。



师：单句互文就是在一个句子中的互文。

所谓单句互文，即在同一句子中前后两个词语在意义上交错
渗透、补充。例如：（ppt展示实例）

注：师生互动讨论，最后教师总结明确如下：

（1）烟笼寒水月笼沙。（杜牧《泊秦淮》）

我们应理解为：烟雾笼罩着寒水也笼罩着沙；月光笼罩着沙
也笼罩着寒水。如将此句作：“烟雾笼罩着寒水，月光笼罩
着沙”理解，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怎么也讲不通意思。

（2）秦时明月汉时关。（王昌龄《出塞》）

从字面上看，“秦时明月汉时关”是“秦时明月照耀汉时关
塞”之意。但不能理解成“月亮还是秦时的月亮，边关还是
汉朝的边关”，而应解释为：秦汉时的明月和秦汉时的边关。
句中的“秦”、“汉”、“关”、“月”四个字是交错使用
的。理解为“秦汉时的明月照耀秦汉时的关塞”。即“明月
依旧,关塞依旧,却物是人非”。更让人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和
悲怆。

师：我们再来看对句互文。

对句互文（也叫互文相补）

对句互文就是对（下）句里含有出（上）句已经出现的词，出
（上）句里含有对（下）句将要出现的词，对句出句的意义
相互补充说明。例如现行教材里的：（ppt展示过程同上）

（1）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木兰辞》又作《木兰
诗》）



这也是一个互文句,完整的意思是“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
脱我战时袍，著我旧衣裳。”这一句写出了木兰从军十二年
后凯旋时看到旧物的那种久违重见时的喜悦与激动。

（2）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木兰辞》又作《木兰
诗》）

这两句亦为互文，当窗亮敞，对镜顾影是理云鬓，帖花黄的
共同条件，意指“当窗、对镜理云鬓帖花黄”。

（3）“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木兰辞》又作《木
兰诗》）

按字面的解释是“将军经历千百次的战斗战死沙场，壮士从
军十年凯旋归来。”这就不能不使人产生疑惑，为什么死去
的都是将军，而归来的都是壮士呢？事实上,“将军”和“壮
士”,“百战死”和“十年归”是互相渗透，互相说明，在意
义上是合指兼顾的。这句话的正确理解是：“将士们从军十
年，经过千百次战斗，有的战死沙场，有的凯旋归来。”只
有这样理解诗句才显合理。

生：钓叟莲娃，他们的生活情态是“嬉嬉”

师：很好，“嬉嬉”二字将他们的欢乐神态，作了栩栩如生
的描绘，生动地描绘了一幅国泰民安的游乐画卷。可以看出
他们生活安逸，自得其乐呀。

我们再看下一句，看看又写了什么人，他们又是怎样的生活
情态？

“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

汉乐府《陌上桑》说：“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后世文
学因此用“千骑”来代指一个地方长官的随从规格。这里



的“千骑拥高牙”呢，我们就可以理解为其主角是杭州的地
方官孙何。

生：孙何一样的达官显贵，情态是：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
沉醉于这一切美好之中。

师：我们看到了两类人了，生活如此安乐美好，那见证这一
切的又是谁呢？

生：词人

生：羡慕，赞美

师：好，现在我们来小结一下词的下阙

词人一共写了三种人并描绘了他们的生活情态，作者这样写
有何深层目的？

生：这是一首以拜谒为目的创作的词，这样写突出社会安定
祥和。

板书：自得其乐、沉醉、欣羡

师：那我们再看最后两句“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这句的作用又是什么？

生：是为了表明他的创作目的和住旨。

生：自然风光图，都市繁华图，民生安乐图

师：那大家说这些图美吧。作者为什么把这首词写得这么美，
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他的“点染”艺术手法的运用。那什么是
点染呢？（ppt展示：点染是传统国画中的技法名称,中锋点景
物,侧峰层层渲染,才有立体感.移动到诗歌上,“点”是正面



点明主旨,“染”就是加以具体细致的描绘铺写，从而使诗歌
的形象更为丰富，意味更为浓郁，而不至于使诗歌过于单调、
枯瘦。）

师：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点染在我们学过的古诗词总是怎
样运用的？（ppt展示并明确）

（1）

《长亭送别》

碧云天

黄花地

西风紧染

北雁南飞

晓来谁染霜林醉？

总是离人泪。点

师：看完了实例，我们来看看点染在本词中的运用。

词总起一笔点出：形胜与繁华，又在接下来的描写中以三副
图景染之，所以呀，我们看《望海潮》中点染的运用如下：

点染

东南形胜自然风光之美

三吴都会民生安乐之美

钱塘自古繁华都市繁华之美



师：好了，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请大家下去预习下一首词
《雨霖铃》仔细品味一下我们这位大词人的不同风格，我们
下节课继续学习讨论。

郭晓阳

望海潮教学设计中公教育篇五

一、导入：

我国诗坛有两大巨星，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他们是“诗仙”
李白和“诗圣”杜甫。他们二人有着深厚的情谊，但诗作风
格却截然不同，李白是浪漫派的代表，杜甫是现实派的代表。
若将这二人的诗作风格做个比喻的话：李白如同开了一辆小
轿车，这小轿车上只载着潇洒浪漫的自己。而杜甫呢，他如
同开了一辆大卡车，这车上载着国家、载着人民。

今天，就让我们通过两首诗的学习来认识这位诗坛巨
星——“诗圣”杜甫。

二、走进诗文《望岳》

看到诗题，我们不难发现这两首诗的共同之处：都有“望”。
一首在望：“岳”，一首在望：“春”。

首先请同学们自由诵读，试着读出“杜甫望到了一座怎样的
泰山”？生齐读诗文：力争读出杜甫所望泰山的特点。生范
读诗文：读出泰山的特点。

生分层感情读：首联男生读，颔联女生读，颈联尾联全班齐
读。

师1问：读得如此动情，相信大家定能读出此时的杜甫望到一
座怎样的泰山。请大家在小组内商讨后做以总结。



生回答，师板书。高大雄伟

神奇秀丽

令人激动

积极乐观

师3问：杜甫只是想登上泰山之巅吗？（适时引导：本诗创作
于唐朝最为鼎盛的“开元盛世”时期，此时的唐朝就如这泰
山一般“高大雄伟”。）24岁年轻的杜甫他想：为国效力，
在这样的盛世建立功业！

三、拓展延伸《春望》

《望岳》是“望”，《春望》也是“望”，但这两首诗表现
诗人的心境一样吗？生自由诵读诗文，感受此时杜甫的心境。
生齐读诗文，读出杜甫当时的心境。生范读诗文：余生想象，
如果你就是杜甫，此刻站在国都长安城的曲江池畔，你看到了
（齐读诗文）

沦陷

感伤

凄凉（此处着重引导生抓字眼分析景物特点及想象画面）

忧民

思家

这忧思背后，我们不难看到杜甫眼中的“凄凉”，更能看到
杜甫心中定在望：望妻儿、望家园、望和平、望安定、望幸
福、望国与家能拥有真正绚烂的春天！



望海潮教学设计中公教育篇六

品味诗词富有表现力的语言，体会词中壮阔优美的意境。

二、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

把握诗歌的丰富内涵

教学难点：

品味诗歌的意境美

掌握互文，点染等艺术手法

三、教学课时

45分钟

四、教学过程

1、导入

在上课前老师想问问大家，有那些同学去过杭州呀？没去过
的也没关系，老师给大家放映几张图片让大家感受一下杭州
的美丽景象。这是现在的杭州景象，那么一千年前的杭州又
是怎样的'一幅景象呢？今天就让我们通过柳永留给我们的一幅
“文字画”来看看一千年前的杭州又是怎样的一幅美景。

2、师：请大家结合课文注释有感情的朗读这首词并且找出这
首词是围绕哪两个方面来写的。

生：“形胜”，“繁华”



师：全篇紧扣“形胜”和“繁华”做文章，两条线索有分有
合，交叉进行。接下来就请大家跟着老师走进这首词看看作
者是怎样具体来写杭州的“形胜”与“繁华”的。

师：首先我们来看这首词的上阙，“东南形胜，三吴都会，
钱塘自古繁华。”“东南形胜”从地理条件写的，杭州地处
东南，地理位置恨重要，风景优美，故曰“形胜”。“三吴
都会”，是从历史悠久着笔的。它是三吴地区的重要都市，
那里人才荟萃，财货聚集，故曰“都会”。“钱塘自古繁
华”，这一句是对前两句的总结，因为杭州具有这些特殊条
件，所以“自古繁华”。开头三句，以博大的气势笼罩全篇。
接下来几句，便从各个方面来描写杭州的“形胜”和“繁
华”。

师：“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这一句写出
了杭州街巷河桥的美丽，居民住宅的雅致，及都市户口的繁
庶。这是对杭州“繁华”的描绘，接下来一句作者笔锋一转
对杭州的自然景色的进行描绘。“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
天堑无涯。”，这里作者的视线由市内转到郊外，在这里请
大家注意这两个字——“绕”、“卷”字，自古以为人们评
价这首词时都认为这两个字用的相当准确。一个“绕”字让
我们看到了钱塘江岸古树成行，呈现出一种迤逦之态，远远
望去这些树木与云天相接，更显得美丽别致了。“霜雪”比
喻浪花，在这里作者用了一个“卷”字既写出了波涛汹涌、
浪花飞溅的逼真情态，也写出浪涛力度与气势。“市列珠玑，
户盈罗绮，竞豪奢。”作者抓住“珠玑”“罗绮”两个细节，
便把市场的繁荣、市民的富裕反映出来。最后，再用“竟豪
奢”，暗写杭州富民比夸争富，反映了杭州这个都市繁华和
奢侈。

板书：绕、卷

师：这首词的上阙分别从城市规模、自然景观、市井面貌这
些角度对杭州这个地方进行了描绘，展示了自然风光图和都



市繁华图，让读者从宏观上对杭州美景有了初步领略。接下
来我们继续学习这首词的下阕，看看这位大词人是怎样运用
他的生花妙笔来进行描绘的。生诵读文本。

生：西湖

师：那作者笔下的西湖是怎样一幅美景？

生：“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师：“三秋桂子”照应“叠巘”二字，写山中桂花。“十里
荷花”照应“重湖”，写水里荷花。“三秋、十里”，分别
从时间和空间着眼。桂在秋季开花，莲在夏季开花，写出了
西湖不同季节的美景。（ppt展示图片）

师：西湖如此之美，那我们来看看，在这样的美景中都生活
着什么人呀？

师，分析“羌管弄晴，菱歌泛夜。”

师：是不是说就是白天吹着优雅的笛声，晚上唱着采菱歌呢？

生：不是

师：那是什么呀？

生：是白天晚上都有低声和歌声。

师：词人为什么这样写？

生：互文手法

师：非常好，这就是互文手法，我们来看看互文的定义。（ppt
展示：互文，也叫互辞，是古诗文中常采用的一种修辞方法。



古文中对它的解释是：“参互成文，含而见文。”具体地说，
它是这样一种形式：上下两句或一句话中的两个部分，看似
各说两件事，实则是互相呼应，互相阐发，互相补充，说的
是一件事。有上下文义互相交错，互相渗透，互相补充来表
达一个完整句子意思的修辞方法。）

师：互文呢有十来种分类，而我们主要学习的就是单句互文
和对句互文两种。复习回顾了互文的定义呢，现在我们就再
来回顾一下我们在以前的学习中遇到过的互文实例。

师：单句互文就是在一个句子中的互文。

所谓单句互文，即在同一句子中前后两个词语在意义上交错
渗透、补充。例如：（ppt展示实例）

注：师生互动讨论，最后教师总结明确如下：

（1）烟笼寒水月笼沙。（杜牧《泊秦淮》）

我们应理解为：烟雾笼罩着寒水也笼罩着沙；月光笼罩着沙
也笼罩着寒水。如将此句作：“烟雾笼罩着寒水，月光笼罩
着沙”理解，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怎么也讲不通意思。

（2）秦时明月汉时关。（王昌龄《出塞》）

从字面上看，“秦时明月汉时关”是“秦时明月照耀汉时关
塞”之意。但不能理解成“月亮还是秦时的月亮，边关还是
汉朝的边关”，而应解释为：秦汉时的明月和秦汉时的边关。
句中的“秦”、“汉”、“关”、“月”四个字是交错使用
的。理解为“秦汉时的明月照耀秦汉时的关塞”。即“明月
依旧，关塞依旧，却物是人非”。更让人感受到战争的残酷
和悲怆。

师：我们再来看对句互文。



对句互文（也叫互文相补）

对句互文就是对（下）句里含有出（上）句已经出现的词，出
（上）句里含有对（下）句将要出现的词，对句出句的意义
相互补充说明。例如现行教材里的：（ppt展示过程同上）

（1）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木兰辞》又作《木兰
诗》）

这也是一个互文句，完整的意思是“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
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衣裳。”这一句写出了木兰从军十
二年后凯旋时看到旧物的那种久违重见时的喜悦与激动。

（2）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木兰辞》又作《木兰
诗》）

这两句亦为互文，当窗亮敞，对镜顾影是理云鬓，帖花黄的
共同条件，意指“当窗、对镜理云鬓帖花黄”。

（3）“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木兰辞》又作《木
兰诗》）

按字面的解释是“将军经历千百次的战斗战死沙场，壮士从
军十年凯旋归来。”这就不能不使人产生疑惑，为什么死去
的都是将军，而归来的都是壮士呢？事实上，“将军”
和“壮士”，“百战死”和“十年归”是互相渗透，互相说
明，在意义上是合指兼顾的。这句话的正确理解是：“将士
们从军十年，经过千百次战斗，有的战死沙场，有的凯旋归
来。”只有这样理解诗句才显合理。

生：钓叟莲娃，他们的生活情态是“嬉嬉”

师：很好，“嬉嬉”二字将他们的欢乐神态，作了栩栩如生
的描绘，生动地描绘了一幅国泰民安的游乐画卷。可以看出



他们生活安逸，自得其乐呀。

我们再看下一句，看看又写了什么人，他们又是怎样的生活
情态？

“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

汉乐府《陌上桑》说：“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后世文
学因此用“千骑”来代指一个地方长官的随从规格。这里
的“千骑拥高牙”呢，我们就可以理解为其主角是杭州的地
方官孙何。

生：孙何一样的达官显贵，情态是：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
沉醉于这一切美好之中。

师：我们看到了两类人了，生活如此安乐美好，那见证这一
切的又是谁呢？

生：词人

生：羡慕，赞美

师：好，现在我们来小结一下词的下阙

词人一共写了三种人并描绘了他们的生活情态，作者这样写
有何深层目的？

生：这是一首以拜谒为目的创作的词，这样写突出社会安定
祥和。

板书：自得其乐、沉醉、欣羡

师：那我们再看最后两句“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这句的作用又是什么？



生：是为了表明他的创作目的和住旨。

生：自然风光图，都市繁华图，民生安乐图

师：那大家说这些图美吧。作者为什么把这首词写得这么美，
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他的“点染”艺术手法的运用。那什么是
点染呢？（ppt展示：点染是传统国画中的技法名称，中锋点景
物，侧峰层层渲染，才有立体感。移动到诗歌上，“点”是
正面点明主旨，“染”就是加以具体细致的描绘铺写，从而
使诗歌的形象更为丰富，意味更为浓郁，而不至于使诗歌过
于单调、枯瘦。）

望海潮教学设计中公教育篇七

（一）知识与能力

1、了解作者，掌握诗词的诵读技巧。

2、品味诗词富有表现力的语言，体会词中壮阔优美的意境。

3、学习诗词中铺陈的表现手法

（二）过程与方法

反复吟咏，感受词的音律美；运用联想和想象，感悟词的意
境美

（三）情感态度价值观

让学生感受词的魅力，感受宋初杭州物阜民丰的盛景，培养
对祖国河山的热爱之情

教学重点



品味诗词富有表现力的语言，体会词中壮阔优美的意境；学
习炼字方法

教学难点

领悟作者对杭州西湖的热爱之情；感受词的意境、情韵；学
习诗中铺陈的表现手法

教学方法

1、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2、反复诵读，感悟体会

课时安排：

一课时

教学用具：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同学们，俗话说的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那么，杭州城
到底有怎样的迷人景色能令我们的古人发出如此的感慨呢？
今天我们就跟随词人柳永一起来学习一下他的《望海潮》，
来领略一下这人间天堂的美丽景色。（板书）

二、这是一首词，我们就先学习一点词的有关知识：

(1)词的起源：词产生于唐，盛行于宋，在唐代广为流传，最
初是宋代的“流行歌曲“。词即歌词，指可以和乐歌唱得诗



体，即词是诗的一种。

词有很多别称，如“长短句”“诗余”“曲子词”“曲
词”“歌词”等。

(2)关于词牌和标题：此的标题是次的内容的集中体现，它概
括次的主要内容;词牌是一首词词调的名称。

（3）词的分类

按段的多少可分为单调、双调、三叠、四叠等（词的段落
叫“阙”或“片”）

按作家的流派风格可分为豪放派和婉约派（豪放派的主要作
家有苏轼、辛弃疾等；婉约派的主要作家有柳永、秦观、李
清照、周邦彦、姜夔等）

三、写作背景及作者简介：

宋真宗咸丰末年，柳永从家乡前往京城开封应试，途经钱塘江
（今浙江杭州）。柳永与孙何是布衣之交，此时孙何正好任
两浙转运使，柳永想拜访他，但当时官府之家门禁极严，柳
永一个平民是很难到孙何家去拜访的，柳永就写下了这首词，
并使其在青楼被广泛歌唱以使孙何知道，孙何知晓后就亲自
前往见面。所以这是一首投赠词，目的是得到地方长官的召
见和赏识。

柳永（约987――约1053），北宋词人。原名三变，字耆卿，
福建崇安人。官屯田员外郎，世称柳七、柳屯田。为人放荡
不羁，终身潦倒。其词多描绘城市风光和歌伎生活，尤其长
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创作慢词，铺叙刻画，情景交融，语
言通俗，音律谐婉，在当时流传很广，“凡有井水饮处，皆
能歌柳词”，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业词人，对宋词的发展
有一定的影响。有《乐章集》，词作《雨霖铃》《八声甘州》



《望海潮》等颇有名。

读柳永:鹤冲天，其为人、性情可见一斑。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
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
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依翠，
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四、教师范读或放录音，然后学生齐读。

五、解题：

望海潮，词牌名，柳永开创的。

六、具体分析词：

（一）上片：描写杭州的自然风光和都市的繁华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东南形胜”，
是从地理条件、自然条件着笔写的。杭州地处东南，地理位
置很重要，风景很优美，故曰：“形胜”。“三吴都会”，
是从社会条件着笔写的。它是三吴地区的重要都市，那里人
众荟萃，财货聚集，故曰：“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这一句是对前两句的总结，因为杭州具有这些特殊条件，所以
“自古繁华”。下面就对“形胜”、“都会”和“自古繁
华”进行铺叙。

“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是对“三吴都会”
的展开描写。“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是
对“东南形胜”的展开描写。这里选择了钱塘江岸和江潮两
种景物来写。“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是对“钱塘
自古繁华”的展开描写。描写了两个方面：一是商业贸易情
况――“市列珠玑”，只用市场上的珍宝，代表了商业的丰



富、商业的繁荣；二是衣着情况――“户盈罗绮”,家家披罗
着锦。“竞豪奢”，又总括杭州的种种繁华景象。

（二）下片：写杭州人民和平安静的生活景象

“重湖叠t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写杭州西湖的湖山
之美。这既是进一步描写“东南形胜”，同时又是杭州人游
乐的背景。西湖是美的，苏轼说：“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
空饔暌嗥妗s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
初晴后雨》）也是写了山河水量个方面。“重湖”，写湖本
身，西湖有里湖和外湖；“叠t”，写湖岸，山峰重叠。西湖水
碧山青，秀美异常，所以说“清嘉”。“三秋桂子”照
应“叠t”二字，写山中桂花。“十里荷花”照应“重湖”写
水里荷花。红花绿叶，莲子清香，也是很能体现西湖特点的
景物。南宋杨万里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晓出净慈寺送林子
方》）“三秋”，从时间着眼；“十里”，从空间着眼。桂
在秋季开花，莲在夏季开花，写出了西湖不同季节的美景。

西湖不论任何季节、任何时间都是美的，所以就有游人去游
玩。接下来就写到“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
“羌管弄晴”写的是白天人们悠扬的笛声，“菱歌泛夜”写
的是人们晚上快乐欢快的歌声，“嬉嬉钓叟莲娃”时对前面
两句的总括，所以这一句写的是杭州人民的游乐。“千骑拥
高牙。乘醉听萧鼓，吟赏烟霞”写的是杭州官员的游乐，分
两方面写的，一是“乘醉听萧鼓”宴酣之乐，二是“吟赏
烟”山水之乐。“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是对官员的
祝愿。

七、艺术特色

本文是慢词，所以在艺术手法上与小令有所不同。本词重在
用铺叙的手法，例如“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



竞豪奢”，前面一句是总说，这几句是对前面的分述；又
如“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
醉听萧鼓，吟赏烟霞”。

八、背诵这首词。

望海潮教学设计中公教育篇八

学习目标：

1、体会词的音律美，感受词的意境美。

2、探究学习这首词的艺术手法。

学习方法：

以学生为主，诵读、讨论、分析、感悟。

情感态度价值观：

了解宋代杭州的繁华富饶，增强民族自豪感，

了解作者的写作目的。

教学过程：

一、导入课文

1、同学们去过杭州吗？（我也没有去过.）我这里准备了两
幅杭州风景的图片，大家欣赏一下。（展示课件）一千年前
的杭州是什么样的？我这里没有图片了，我给大家准备了一幅
“文字图画”，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共同探究的《望海潮》，
作者是北宋的柳永。（展示课件，板书课题、作者）

2、明确探究学习的目标。（展示课件）



3、介绍作者、背景，复习关于词的知识，（展示课件）。

二、诵读课文，感知内容，体会意境。

1、初读课本，扫除字音障碍，词义、词的活用，分小组进行，
小组成员互相核查。

2、再读课文，体会词的音韵美。（本词押“a”韵）。（指导
学生齐读）

3、欣赏“文字图画”。（引导、学生畅所欲言，能说出大体
意思就要热情鼓励）

（1）哪些词语最能概括体现出杭州的特征？

形胜、繁华（板书）

（2）作者具体写了哪些景物或场面表现这些特征？

（同学找出具体景物和场面，并作简要分析）景物场面

（3）这些景物给你什么印象？一个词（字）概括（美）

景------美（板书）（有类似的词语就可以）

（4）生活场面呢？

民------乐官------愉（板书）

（5）一个词概括“人间天堂”（板书）

（6）探讨最后一句，帮助加深理解全词感情，照应投赠之作，
“好景”值得夸耀----祝愿早日回到京城。

惊叹、赞美、羡慕的感情。（板书）



（7）带着感情再次诵读课文

小结文字图画：这些景物和场面，就是诗词当中的意象，本
词借助意象所给人的美的情趣，所体现出来的欢乐愉快的情
调，就是本词的意境。

嗅觉们再来吟诵一遍这首词，虽不一定“摇头晃脑”，内心
一定要倾情投入，把词所体现的情调读出来，感受词的意境
美。（先自由读，再找一个同学范读）。

4、同学们读的已经相当不错了，换一种考查方式，前后四位
同学一组，在词中找出一句你们最欣赏的句子，借助想象和
联想，用语言文字描绘出来，一人执笔，合作完成。

（1）、找同学读

（2）、小组之间交流

（3）、贴到后黑板“合作探究展示台”上。

5、学习探究艺术特色。

作者为什么把这首词写得这么美？同学分析探讨，在课文中
找到依据并分析。

（1）抓住了最有代表性的景物来写。

（2）先概括后具体，一句一景，从不同角度来写，写景有层
次感。

（3）运用了比喻、夸张、铺排、点燃、动静结合等手法。

（4）用词特别准确。

作用：突出表现了杭州的繁荣、美丽、富饶。



6、情感态度价值观：宋代已如此富有（投赠之词，多少有点
夸大），应有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7、小结课文。

五、布置作业：

1、找出二个用词准确的例句并分析。

2、课后练习第一题。

附：板书设计

望海潮

柳永

景美人惊叹

杭形胜间

民乐赞美

州繁华天

官愉堂羡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