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教案一等奖(模板19
篇)

通过教案，教师可以对教学过程进行分析和评估，发现问题
并及时调整教学策略，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灵活性。以下是
小班教案的精选，希望对大家的教学活动有所启发。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教案一等奖篇一

扬州早春时，生机勃勃，现在是晚春，不同于草长莺飞那生
气，留下的只是沉闷。已是黄昏，月光一点点亮了起来，天
色越来越黑，只见月光照着大地，湖面平静极了。我站在岸
边的亭子里喝酒，那孤独的石桥上不时有一两个行人走过。
一叶轻舟在湖面划动，一面洒旗在清风里微微摇动。

这时一个信使跑进来，把信递给我，我拆开一看，才看了一
行，我就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这怎么可能？王昌龄
怎么会被贬官？而且还是去偏远的地方，唉！”我从喜到忧。
这时，明月暗了下来，我喝了一口酒，想起自己的命运，王
昌龄还可以为百姓造福，而自己却不能为官为百姓造福，想
着想着就叹了口气，十分悲伤！

我忽然看见地上的月光，月光十分洁白，我又感到十分愁。
朋友啊！你走到哪了呢？你要涉过五条偏远的河，你多么苦
啊！当你翻过山，走过河，能看见这洁白的明月，请要想起
我，我将会把我的思念之心让明月送过去，希望你在千里之
外可以听到我的思念。朋友啊，这夜郎可比五溪远多了，一
路上你一定要保重啊！明月啊，请将我的思念带给王昌龄，
请帮我照着他要走过的路，请让清风吹走月儿你身边的云，
请你伴他走到夜郎，让王昌龄明白，这黑夜里不止他一个人
去夜郎，还有寄托着我思念的月儿你。

月儿，请你将这首诗带给王昌龄，此时，他又走在哪里，让



他一路平安地到夜郎，只要太阳不出来，你就一定要照耀着
他。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教案一等奖篇二

1、使用讲学稿，学有所依，目标明确。讲学稿是有效引导学
生完成课业任务的有力保障。可以说它涵盖了本节课的学习
目标、学习方法等各项内容，学、讲、练结合，手、脑、眼
并用，使生摆脱了原有的只听不看、只听不练的单调的学习
模式，克服了固有的学习惰性。讲学稿以书面的形式把所学
的内容直接呈现在学生面前，不仅为教师直观检测学生的学
习效果提供了有力依据，也为学生构建知识框架起到了重要
作用。

2、本节课内容的设计符合学生认知规律，由表及里、由浅入
深、层层深入。(1)本首诗是学生升入初中以来，接触到的第
一首唐诗，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我采用了诗词诵读四步法：
知作者——诵诗文，——品诗句——悟诗情。这不仅为本节
课的学习提供了方法，也对今后的诗词学习起到了指导的作
用。(2)就中考而言，诗词诵读必不可少，其考察范围不拘一
格，单靠抓重难点，已远不能满足中考要求。本首诗也不例
外，考虑到学生的基础较为薄弱，故讲学稿内容涉及了作者、
易混字词、朗读节奏、文学常识等最基本的知识，旨在提示、
强化学生记忆，夯实基础。对重难点问题的生成，也不是一
蹴而就，力求把知识问题化、问题梯度化，使问题的解决水
到渠成，做到了由浅入深，层层深入。(3)板书设计，一目了
然，构建了知识框架。合理有效的板书为本节课的内容起到
了总结概括的作用，便于学生对知识整合与识记，形成了知
识框架，达到了概括能力提升的目的。

二、不足之处

1、学生学习步调不一致，教师缺乏灵活多变的调控措施。在
自主学习环节，基础较好的学生能快速完成任务，而部分基



础较差的学生学习相对滞后，速度较慢。为照顾到全体学生，
教师不得不耐心等待，致使优等生相对时间闲置，出现了时
间浪费的现象。我想今后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引导优等生：(1)
反复识记，加深印象。(2)优帮差，提升自我能力。(3)回归
文本，为质疑问难做充分准备。总之，力争使每位学生充分
利用课堂上的每一分钟，让他们最大限度提升自己的能力。

2、小组合作欠积极，教师缺乏相应的激励措施。在小组合作
讨论环节中，组员显示出较大的盲目化、形式化，“做个样
子给老师看”的心里很严重。如：当老师提到对“杨花”这
一意象的理解时，很多学生不从问题本身入手，大胆质疑讨
论，而是急于翻阅参考资料，盲目求助于组员，更有甚者，
泰然处之、坐享其成。对这一现状，教师显得无所适从。我
想，今后应采用多种手段，来激发学生的参与度，可从如下
几个方面做一些尝试。(1)采取小组积分，引入竞争机
制。(2)充分发挥组长的协调作用，把任务下达到每个组员，
发挥整体优势。(3)对学生的回答多鼓励少批评。(4)给学生
以充分的思考时间，对较难的问题，适时地给予点拨指导。
避免过度等待、不等待两种极端现象的出现，提高课堂效率。

文档为doc格式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教案一等奖篇三

1.学生背诵，感知诗意。(重点)

2.学生品味，感悟诗情。(重、难点)

【过程与方法】

1.自主，合作，探究。

2.品读，赏析，感悟。



3.多媒体辅助教学。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学生理解朋友之间的真挚情谊。

一、课前推诗，启迪诗心

(一)学生说诗

(二)教师评诗

平时，我们经常不知道作者的诗说是李白的，何止是张冠李
戴啊!网上还传说李白是预言家呢!(看ppt)其实，要说李白的
预言，只有一次，那就是他说“随风直到夜郎西”，10年后，
他被贬到比湖南夜郎县更西的贵州夜郎国。

二、知人论世，走近诗人

(一)诗人简介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出生西域碎叶城(吉尔吉斯斯
坦)，四川江油人;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誉为“诗
仙”，与“诗圣”杜甫并称“李杜”。其诗豪放飘逸，想象
丰富，语言清新，音律和谐，意境奇妙。写月名，捉月死。

学过诗作：《古朗月行》(前四句)、《静夜思》、《赠汪
伦》、《夜宿山寺》、《望庐山瀑布》、《早发白帝城》、
《望天门山》、《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秋浦歌》(炉
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名句有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二)背景解说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是为好友王昌龄(盛唐著名边
塞诗人、“诗家天子”，与李白并称“七绝圣手”;学过《芙
蓉楼送辛渐》、“唐人七绝压卷之作”《出塞》)被贬夜郎而
作。天宝初年，李白在长安供奉翰林时，与他有密切交往。
王昌龄一生遭遇坎坷，其性格与李白傲岸不羁较为相似，
因“不护细行”而被谤贬龙标尉。李白此时正在扬州，听此
不幸消息，便题诗抒怀，遥寄慰藉。

三、披文入情，感悟诗情

(一)朗读试背：听读、齐读。(节奏、平仄、押韵)

(二)感知意象：杨花、子规、明月。

(三)品悟感情：忧伤、同情、牵挂、安慰。

四、深入品味，鉴赏诗美

(一)语言美：自然流畅，生动形象。

(二)韵律美：平仄谐调，押韵清晰。

(三)意象美：情景交融，寄托深沉。

(四)情感美：真挚淳朴，深切感人。

五 、布置作业，拓展诗境

1.默写这首诗。

2.查找“月亮”或“友情”的古诗并标上平仄。

3.探究“龙标”、“五溪”、“夜郎”的变迁。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教案一等奖篇四

杨花落尽子规啼，

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

随君直到夜郎西。

赏析

李白、王昌龄同为盛唐著名诗人，二人友谊深厚。

这首诗是李白听说王昌龄被贬谪为龙标尉后所作，大约作于
天宝八年（749）。

王昌龄的诗歌久负盛名，但仕途却很坎坷，曾“屡见贬斥”。
天宝七年，又因“不矜细行，谤议沸腾”，由江宁丞贬为龙
标尉。为此，常建在《鄂渚招王昌龄张偾》一诗中曾发出愤
怒的指斥：“谪居未为叹，谗枉何由分？”李白当时也以敢
于蔑视权贵、放荡不羁的高风亮节为天下称慕。

首句“杨花落尽子规啼”，是写李白“闻王昌龄左迁”时的
暮春景象。“杨花落尽”写出了春光消逝时的萧条景况。杜
鹃泣血悲鸣，进一步渲染环境气氛的黯淡，凄楚。

次句“闻道龙标过五溪”，龙标，今湖南省黔阳县。五溪指
湖南西部的辰溪、酉溪、巫溪、武溪，沅溪。龙标县当时是
少数民族杂居之地，溪深涧险，“非人迹所履”，其生活条
件艰苦。王昌龄从江宁启程，要沿长江逆水而上，过洞庭，
入沅江，然后才能抵达偏远荒凉的.龙标。诗中对王昌龄“左
迁”赴任路途险远的描画，内心凄楚更兼环境萧凉，更显出
李白对诗友远谪的关切与同情。



这首诗歌感情深挚，意境高远，胸襟开阔，给人以奋发昂扬
的感觉。古时由于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和毒害，一些文人往
往为仕途的坎坷而叹息，更有为“左迁”而“黯然神伤”者。
但李白却一反俗念，视仕进为其次，而将“人生贵相知”、
珍视友谊放在首位。

表现出飘逸豪放的情怀。全诗的格调、境界也因诗人思想的
高逸而变得高远深沉。

这首诗历来颇负盛誉。正如明代胡应麟在《诗薮》内编卷六
中所高度评价的“有挥斥八极，凌属九霄意”。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教案一等奖篇五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

5.本诗首句写“杨花”和“子规”，有哪些作用？（3分）

“杨花落尽子规啼”，首句写景兼点时令.漂泊无定的杨花、
叫着“不如归去”的子规，描绘出南国的暮春景象，烘托出
一种哀伤愁恻的气氛，又含有飙零之感、离别之恨在内。融
情入景，表达诗人的关切和同情。既点明题目，又为下二句
抒情做铺垫。

6.《唐宋诗醇》评价李白诗句“孤机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天际流”有“语近情遥”之妙，本诗三四句也有这样的特点，
请谈谈你的理解.（3分）

这里既有对老友通遇的深刻忧虑同情，对好友长途跋涉的担
忧，也有对当时现实的愤慨不平，有恳切的思念，也有热诚
的关怀，一路前行的一片安慰深情。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教案一等奖篇六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参考翻译：

在杨花落完，子规啼鸣的时候，听说你(王昌龄)被降职去龙
标任职的路上经过五溪。我把我忧愁的心思寄托给明月，希
望能随着风一直陪着你到夜郎以西。

注释：

左迁：古人以右为大，左迁表示降职。

创作背景：

这首《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大概作于公元753年(唐
玄宗天宝十二载)。当时王昌龄从江宁丞被贬为龙标县(今湖
南省黔阳县)尉，李白在扬州听到好友被贬后写下了这首诗。

作品赏析：

这首句写景兼点时令。于景物独取漂泊无定的杨花、叫
着“不如归去”的子规，即含有飘零之感、离别之恨在内，
切合当时情事，也就融情入景。因首句已于景中见情，所以
次句便直叙其事。“闻道”，表示惊惜。“过五溪”，见迁
谪之荒远，道路之艰难。不着悲痛之语，而悲痛之意自见。

后两句抒情。人隔两地，难以相从，而月照中天，千里可共，
所以要将自己的愁心寄与明月，随风飘到夜郎。这两句诗所
表现的意境，已见于前此的'一些名作中。如谢庄《月
赋》：“美人迈兮音尘缺，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兮将焉



歇，川路长兮不可越。”曹植《杂诗》：“愿为南流景，驰
光见我君。”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此时相望不相闻，
愿逐月华流照君。”都与之相近。而细加分析，则两句之中，
又有三层意思，一是说自己心中充满了愁思，无可告诉，无
人理解，只有将这种愁心托之于明月;二是说惟有明月分照两
地，自己和朋友都能看见她;三是说，因此，也只有依靠她才
能将愁心寄与，别无它法。

诗人李白通过丰富的想象，用男女情爱的方式以抒写志同道
合的友情，给予抽象的“愁心”以物的属性，它竟会随风逐
月到夜郎西。本来无知无情的明月，竟变成了一个了解自己，
富于同情的知心人，她能够而且愿意接受自己的要求，将自
己对朋友的怀念和同情带到辽远的夜郎之西，交给那不幸的
迁谪者。

中心思想：

这首诗中将自己的“愁心”寄与明月，不仅表现出李白王昌
龄的心灵都如明月般纯洁、光明，而且也意喻了只要明月还
在，他们二人的友谊就会象皓月一样永远长久。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教案一等奖篇七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随风一作：随君)

这是一首短短四句的抒情短章，感情的分量却相当沉重。它
一开头便择取两种富有地方特征的事物，描绘出南国的暮春
景象，烘托出一种哀伤愁恻的气氛。杨花即柳絮。子规是杜
鹃鸟的别名，相传这种鸟是蜀王杜宇的精魂所化，鸣声异常
凄切动人。龙标在这里指王昌龄，以官名作为称呼是唐以来
文人中的一种风气。五溪为湘黔交界处的辰溪、酉溪、巫溪、
武溪、沅溪；在唐代，这一带还被看作荒僻边远的不毛之地，



也正是王昌龄要去的贬所。读了这两句诗，我们不难想象出：
寄游在外的诗人，时当南国的暮春三月，眼前是纷纷飘坠的
柳絮，耳边是一声声杜鹃的悲啼。此情此景，已够撩人愁思
的了，何况又传来了好友远谪的不幸消息？这起首二句看似
平淡，实际却包含着比较丰富的内容，起到多方面的作用：
它既写了时令，也写了气氛，既点明题目，又为下二句抒情
张本。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二句紧承上文，集中
抒写了诗人此时此地的情怀。“君”字一作“风”。这里所谓
“夜郎”并不是指汉代的夜郎国，而是指隋代的夜郎县，其
地当在今湖南辰溪一带（见《舆地纪胜》卷七十一）；而龙
标恰恰在辰溪以西，所以才有“直到夜郎西”的说法。句
中“愁心”二字也是蕴藏着丰富内容的，值得细细玩味。诗
人为什么满怀愁思呢？不妨说，这里既有对老友遭遇的深刻
忧虑，也有对当时现实的愤慨不平，有恳切的思念，也有热
诚的关怀。王昌龄贬官前为江宁丞，去龙标是由江宁溯江而
上的（见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远在扬州、行止不定
的诗人自然无法与老友当面话别，只好把一片深情托付给千
里明月，向老友遥致思念之忧了。

借明月以抒发旅思乡愁怀旧念远的感情，这种联想和表现手
法在李白以前的诗作中便不止一次地出现过。鲍照诗：“三
五二八时，千里与君同。”汤惠休《怨诗行》：“明月照高
楼，含君千里光。”南朝乐府《子夜四时歌》中也有“仰头
看明月，寄情千里光”之句。但拿它们和李白这两句诗相比，
李诗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前代诗人还只是在看到
明月之后联想到异地的亲友或进而想托明月寄去自己的一片
深情，而李白在这里不仅要托月寄情，而且要让明月作为自
己的替身，伴随着不幸的友人一直去到那夜郎以西边远荒凉
的所在。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教案一等奖篇八

扬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龙标野宴

王昌龄

沅漠夏晚足凉风，春酒相携就竹丛。

莫道弦歌愁远诵，青山明月不曾空。

【注】龙标：古地名，今属湖南黔阳。

两首诗都有一“愁”字，但其在诗中的含义和所起的'作用各
不相同，请简要分析

【解析】答：李白诗中的“愁”是怀人之愁;它是全诗的“诗
眼”，作者以此统摄全诗。

王昌龄诗中的“愁”是远谪之愁;作者以“愁”衬托自己不以
远谪为念，寄情山水的旷达之情。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教案一等奖篇九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

在柳絮落完，子规啼鸣之时，我听说您被贬为龙标尉，要经
过五溪。



我把我忧愁的心思寄托给明月，希望能随着风一直陪着你到
夜郎以西。

王昌龄：唐代诗人，天宝（唐玄宗年号，742～756）年间被
贬为龙标县尉。左迁：贬谪，降职。古人尊右卑左，因此把
降职称为左迁。龙标：古地名，唐朝置县，在今湖南省怀化
市一带。

杨花：柳絮。子规：即杜鹃鸟，相传其啼声哀婉凄切。

杨花落尽：一作“扬州花落”。

龙标：诗中指王昌龄，古人常用官职或任官之地的州县名来
称呼一个人。

五溪：是武溪、巫溪、酉溪、沅溪、辰溪的总称，在今湖南
省西部。关于五溪所指，尚有争议。

与：给。

随风：一作“随君”。

夜郎：汉代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曾在今贵州西部、北部和
云南东北部及四川南部部分地区建立过政权，称为夜郎。唐
代在今贵州桐梓和湖南沅陵等地设过夜郎县。这里指湖南的
夜郎（在今新晃侗族自治县境，与黔阳邻近）。李白当时在
东南，所以说“随风直到夜郎西”。

[1]一作“扬州花落”

【龙标】今湖南黔阳，唐时甚僻

【左迁】古尊右卑左，即贬官

【五溪】湘黔接壤的辰、酉、巫、武、沅溪



【夜郎】此在沅陵境

《新唐书·文艺传》载王昌龄左迁龙标（今湖南省黔阳县）尉
（古人尚右，故称贬官为左迁），是因为“不护细行”，也
就是说，他的得罪贬官，并不是由于什么重大问题，而只是
由于生活小节不够检点。在《芙蓉楼送辛渐》中，王昌龄也
对他的好友说：“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即
沿用鲍照《白头吟》中“清如玉壶冰”的比喻，来表明自己
的纯洁无辜。李白在听到他不幸的遭遇以后，写了这一首充
满同情和关切的诗篇，从远道寄给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首句写景兼点时令，而于景物独取漂泊无定的杨花，叫
着“不如归去”的'子规，即含有飘零之感、离别之恨在内，
切合当时情事，也就融情入景。因此句已于景中见情，所以
次句便直叙其事。“闻道”，表示惊惜。“过五溪”，见迁
谪之荒远，道路之艰难。（五溪，雄溪、樠溪、酉溪、舷、
辰溪之总称，均在今湖南省西部。）不着悲痛之语，而悲痛
之意自见。

后两句抒情。人隔两地，难以相从，而月照中天，千里可共，
所以要将自己的愁心寄与明月，随风飘到龙标。这里的夜郎，
并不是指位于今贵州省桐梓县的古夜郎国，而是指位于今湖
南省沅陵县的夜郎县。沅陵正在黔阳的南方而略偏西。有人
由于将夜郎的位置弄错了，所以定此诗为李白流夜郎时所作，
那是不对的。

这两句诗所表现的意境，已见于前此的一些名作中。如谢庄
《月赋》：“美人迈兮音尘缺，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兮
将焉歇，川路长兮不可越。”曹植《杂诗》：“愿为南流景，
驰光见我君。”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此时相望不相闻，
愿逐月华流照君。”都与之相近。而细加分析，则两句之中，
又有三层意思，一是说自己心中充满了愁思，无可告诉，无
人理解，只有将这种愁心托之于明月；二是说惟有明月分照
两地，自己和朋友都能看见她；三是说，因此，也只有依靠



她才能将愁心寄与，别无它法。

通过诗人丰富的想象，本来无知无情的明月，竟变成了一个
了解自己，富于同情的知心人，她能够而且愿意接受自己的
要求，将自己对朋友的怀念和同情带到辽远的夜郎之西，交
给那不幸的迁谪者。她，是多么地多情啊！

这种将自己的感情赋予客观事物，使之同样具有感情，也就
是使之人格化，乃是形象思维所形成的巨大的特点之一和优
点之一。当诗人们需要表现强烈或深厚的情感时，常常用这
样一种手段来获得预期的效果。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教案一等奖篇十

这是一首短短四句的抒情短章，感情的分量却相当沉重。它
一开头便择取两种富有地方特征的事物，描绘出南国的暮春
景象，烘托出一种哀伤愁恻的气氛。杨花即柳絮。子规是杜
鹃鸟的别名，相传这种鸟是蜀王杜宇的精魂所化，鸣声异常
凄切动人。龙标在这里指王昌龄，以官名作为称呼是唐以来
文人中的一种风气。五溪为湘黔交界处的辰溪、酉溪、巫溪、
武溪、沅溪;在唐代，这一带还被看作荒僻边远的不毛之地，
也正是王昌龄要去的贬所。读了这两句诗，我们不难想象出：
寄游在外的诗人，时当南国的暮春三月，眼前是纷纷飘坠的
柳絮，耳边是一声声杜鹃的悲啼。此情此景，已够撩人愁思
的了，何况又传来了好友远谪的不幸消息?这起首二句看似平
淡，实际却包含着比较丰富的内容，起到多方面的作用：它
既写了时令，也写了气氛，既点明题目，又为下二句抒情张
本。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二句紧承上文，集中
抒写了诗人此时此地的情怀。“君”字一作“风”。这里所谓
“夜郎”并不是指汉代的夜郎国，而是指隋代的夜郎县，其
地当在今湖南辰溪一带(见《舆地纪胜》卷七十一);而龙标恰
恰在辰溪以西，所以才有“直到夜郎西”的`说法。句中“愁



心”二字也是蕴藏着丰富内容的，值得细细玩味。诗人为什
么满怀愁思呢?不妨说，这里既有对老友遭遇的深刻忧虑，也
有对当时现实的愤慨不平，有恳切的思念，也有热诚的关怀。
王昌龄贬官前为江宁丞，去龙标是由江宁溯江而上的(见傅璇琮
《唐代诗人丛考》);远在扬州、行止不定的诗人自然无法与
老友当面话别，只好把一片深情托付给千里明月，向老友遥
致思念之忧了。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教案一等奖篇十一

作者：李白

原文：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赏析：

这是一首短短四句的抒情短章，感情的分量却相当沉重。它
一开头便择取两种富有地方特征的事物，描绘出南国的暮春
景象，烘托出一种哀伤愁恻的气氛。杨花即柳絮。子规是杜
鹃鸟的别名，相传这种鸟是蜀王杜宇的精魂所化，鸣声异常
凄切动人。龙标在这里指王昌龄，以官名作为称呼是唐以来
文人中的一种风气。五溪为湘黔交界处的辰溪、酉溪、巫溪、
武溪、沅溪;在唐代，这一带还被看作荒僻边远的不毛之地，
也正是王昌龄要去的贬所。读了这两句诗，我们不难想象出：
寄游在外的诗人，时当南国的暮春三月，眼前是纷纷飘坠的
柳絮，耳边是一声声杜鹃的悲啼。此情此景，已够撩人愁思
的了，何况又传来了好友远谪的不幸消息?这起首二句看似平
淡，实际却包含着比较丰富的内容，起到多方面的作用：它
既写了时令，也写了气氛，既点明题目，又为下二句抒情张
本。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二句紧承上文，集中
抒写了诗人此时此地的情怀。“君”字一作“风”。这里所谓
“夜郎”并不是指汉代的夜郎国，而是指隋代的夜郎县，其
地当在今湖南辰溪一带(见《舆地纪胜》卷七十一);而龙标恰
恰在辰溪以西，所以才有“直到夜郎西”的说法。句中“愁
心”二字也是蕴藏着丰富内容的，值得细细玩味。诗人为什
么满怀愁思呢?不妨说，这里既有对老友遭遇的`深刻忧虑，
也有对当时现实的愤慨不平，有恳切的思念，也有热诚的关
怀。王昌龄贬官前为江宁丞，去龙标是由江宁溯江而上的(见
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远在扬州、行止不定的诗人自然
无法与老友当面话别，只好把一片深情托付给千里明月，向
老友遥致思念之忧了。

借明月以抒发旅思乡愁怀旧念远的感情，这种联想和表现手
法在李白以前的诗作中便不止一次地出现过。鲍照诗：“三
五二八时，千里与君同。”汤惠休《怨诗行》：“明月照高
楼，含君千里光。”南朝乐府《子夜四时歌》中也有“仰头
看明月，寄情千里光”之句。但拿它们和李白这两句诗相比，
李诗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前代诗人还只是在看到
明月之后联想到异地的亲友或进而想托明月寄去自己的一片
深情，而李白在这里不仅要托月寄情，而且要让明月作为自
己的替身，伴随着不幸的友人一直去到那夜郎以西边远荒凉
的所在。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教案一等奖篇十二

花开之时，你我初逢。

“布谷——布谷”一声声杜鹃鸟的鸣叫，似乎在诉说着什么，
我漫步在山丛之间，回想起我与你常常在岐王府里畅谈诗意。
第一次相见，便是在那杨花树下的畅饮，王兄，不知你过得
如何。

如今，我已无家可归，浪迹天涯。“同是天涯沦落人啊！”



今日从地方官口中得知你被贬官，为你感到悲痛。

深秋，凄冷。

哎，是啊！大唐的盛气一去，你我十分思念那段畅饮谈诗的
日子，而我又听说你去龙标时途经五溪，希望你能平安到达。

今夜，明夜，夜复一夜。

今夜的明亮，洁白无瑕，随着太阳的升起，它完美落幕。你
的仕途并没有一帆风顺，但我十分盼望你有朝一日能重振雄
风。

现在我将这忧愁的心伴随着明月，伴随着你。不知你是否也
同我观望着这轮明月，它不仅仅是照亮众游子回家的明灯，
更是我们纯洁友谊的见证。我这颗心将伴随你到最终的地方，
哪怕夜郎也行。

这是朋友之间的牵挂，用首诗来概括就是：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黄昏。杨花。人影隐约。

杨花虽已凋落，太阳尽已下山。你的背影渐行渐远，也渐无。
我知道那是你东山再起的蓄力。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教案一等奖篇十三

这是一首短短四句的抒情短章，感情的分量却相当沉重。它
一开头便择取两种富有地方特征的事物，描绘出南国的暮春
景象，烘托出一种哀伤愁恻的气氛。杨花即柳絮。子规是杜



鹃鸟的别名，相传这种鸟是蜀王杜宇的精魂所化，鸣声异常
凄切动人。龙标在这里指王昌龄，以官名作为称呼是唐以来
文人中的一种风气。五溪为湘黔交界处的辰溪、酉溪、巫溪、
武溪、沅溪;在唐代，这一带还被看作荒僻边远的不毛之地，
也正是王昌龄要去的贬所。读了这两句诗，我们不难想象出：
寄游在外的诗人，时当南国的暮春三月，眼前是纷纷飘坠的
柳絮，耳边是一声声杜鹃的悲啼。此情此景，已够撩人愁思
的了，何况又传来了好友远谪的不幸消息?这起首二句看似平
淡，实际却包含着比较丰富的内容，起到多方面的作用：它
既写了时令，也写了气氛，既点明题目，又为下二句抒情张
本。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二句紧承上文，集中
抒写了诗人此时此地的情怀。“君”字一作“风”。这里所谓
“夜郎”并不是指汉代的夜郎国，而是指隋代的夜郎县，其
地当在今湖南辰溪一带(见《舆地纪胜》卷七十一);而龙标恰
恰在辰溪以西，所以才有“直到夜郎西”的`说法。句中“愁
心”二字也是蕴藏着丰富内容的，值得细细玩味。诗人为什
么满怀愁思呢?不妨说，这里既有对老友遭遇的深刻忧虑，也
有对当时现实的愤慨不平，有恳切的思念，也有热诚的关怀。
王昌龄贬官前为江宁丞，去龙标是由江宁溯江而上的(见傅璇琮
《唐代诗人丛考》);远在扬州、行止不定的诗人自然无法与
老友当面话别，只好把一片深情托付给千里明月，向老友遥
致思念之忧了。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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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王昌龄左迁龙标教案一等奖篇十四

这首诗使用了联想表现手法，借明月以抒发旅思乡愁怀旧念
远的感情，这种联想和表现手法在李白以前的诗作中便不止
一次地出现过。

南朝乐府《子夜四时歌》中也有“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
光”之句。但拿它们和李白这两句诗相比，李白写的诗可以
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前代诗人还只是在看到明月之后
联想到异地的亲友或进而想托明月寄去自己的一片深情，而
李白在这里不仅要托月寄情，而且要让明月作为自己的替身，
伴随着不幸的友人一直去到那夜郎以西边远荒凉的所在。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教案一等奖篇十五

夜，已深了，望着那轮明月，我无语。陪伴我的，是那颗忧
愁，寂寞的心。我仿佛，仿佛在月亮中，看到了你那冰清玉
洁，永不变的心。是的，我对你的友谊与思念，也不会改变。
朋友，是无谓外界的干扰。距离，只能阻隔我们的欢聚，但
却不能阻隔心与心之间的交流。不论，路有多长，我也会用
心，陪你走下去的。

月亮中的那颗心，越来越清晰，哦，是两颗水晶心。我对你
的思念之心，已经托着风儿，飘到了你那，飘进了月宫。那
月宫已不再凄凉，因为有我，在陪伴着你。

牵挂已化作了一团雾，朦朦胧胧的，但却，不会散去。它会
缭绕着你那颗冰清玉洁的心。记着，月亮代表我的心。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教案一等奖篇十六

杨花/落尽/子规/啼，

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

随君/直到/夜郎/西!

2.学生齐读，体会文中蕴含的作者感情。

(四)作者简介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代著名诗人。青年时曾漫游
全国各地，后应诏入京，三年后离开，长期游历，安史之乱
时，因参加王璘幕府，被流放夜郎，中途遇赦，晚年漂泊。
李白思想教复杂，总有报国之志，但一生遭遇坎坷曲折。他
是继屈原之后的最伟大浪漫主义诗人。本诗是李白听到王昌
龄遭贬远调时写给他的，表达了对他的同情。

(五)讲解诗意：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首句写景兼点时令：
景物描写独取漂泊不定的杨花，泣血悲啼之鸟子规，渲染一
种哀愁气氛，融情于景，既有漂泊之感，又有离别之
恨。“杨花落尽”正是春天季节，诗人没有选取明媚春光，
而是用杨花描写此时景物，可见独具匠心。“过五溪”可见
迁谪之荒凉，道路之遥远、艰难，诗人虽无悲痛之语，悲痛
之意自见。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此句为抒情：抒发了
对好友的不幸遭遇担心与关怀之情。人隔两地，难以相从，
而月照中天，千里可共，所以要将自己的愁心寄予明月，随



好友到龙标。诗人驰骋丰富的想象，用本来无知无情的明月
作信史，代转自己的一片情意。如此寄愁心与明月常相随，
不仅表现牵挂友人命运之心无时不在，而且有此情此心明月
可以做证的意味，感情真挚，脍炙人口。

(六)名句欣赏：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共有三层意思：一是
自己充满愁思，而相隔两地，只有托之于明月;二是惟有明月
分照两地，自己和朋友都能看见;三是只有依靠他才能寄予，
别无他法。后人常用来表达对远方挚友的慰问。

(七)板书设计：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教案一等奖篇十七

1.读题，介绍背景，解题。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是李白从天宝三年离京漫游，
此时正在扬州，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便题诗抒怀，遥寄给
远方的友人。王昌龄：唐代诗人，天宝年间被贬为龙标县尉。
左迁：贬谪，降职。龙标：唐代县名，在今湖南黔阳县，唐
时这里还是非常荒远的地方。

2.初读课文，读准读通诗句。

(1)师范读，学生评一评。

(2)学生练读，互评。

(3)比一比，看谁读得好。

3.精读课文理解古诗



分组合作学习古诗，学生可以运用已有的方法，把你的理解、
感受、问题与小组交流。解决不了的可动笔记一记，以便在
班上交流解决。

4.品读悟诗情。

针对学生的疑问，引导学生悟情。

(1)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杨花落尽了，子规鸟儿不住地在啼叫，听说你遭贬了，被贬
到龙标去，一路上要经过辰溪、西溪、巫溪、武溪和沅溪。

(2)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

让我把为你而忧愁的心托付给天上的明月吧，伴随着君子你
一直走到那夜郎以西!

5.回读全诗，感受意境。

拓展延伸

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诗中也有目送友人乘舟而去
的情形：“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李白站在
高高的黄鹤楼上，远眺孤舟，写的是远景。而王维捕捉的是
船夫荡桨的细节，写的是近景。同样写送行，李白之潇洒与
王维之细腻，可见一斑。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教案一等奖篇十八

《新唐书.文艺传》载王昌龄左迁龙标尉(古人尚右，故称贬
官为左迁)，是因为“不护细行”，也就是说，他的得罪贬官，
并不是由于什么重大问题，而只是由于生活小节不够检点。在
《芙蓉楼送辛渐》中，王昌龄也对他的好友说：“洛阳亲友



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即沿用鲍照《白头吟》中“清
如玉壶冰”的比喻，来表明自己的纯洁无辜。李白在听到他
不幸的遭遇以后，写了这一首充满同情和关切篇，从远道寄
给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首句写景兼点时令。于景物独取漂泊无定的杨花、叫着“不
如归去”的子规，即含有飘零之感、离别之恨在内，切合当
时情事，也就融情入景。因首句已于景中见情，所以次句便
直叙其事。“闻道”，表示惊惜。“过五溪”，见迁谪之荒
远，道路之艰难。不着悲痛之语，而悲痛之意自见。

后两句抒情。人隔两地，难以相从，而月照中天，千里可共，
所以要将自己的愁心寄与明月，随风飘到夜郎。这两句诗所
表现的意境，已见于前此的一些名作中。如谢庄《月
赋》：“美人迈兮音尘缺，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兮将焉
歇，川路长兮不可越。”曹植《杂诗》：“愿为南流景，驰
光见我君。”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此时相望不相闻，
愿逐月华流照君。”都与之相近。而细加分析，则两句之中，
又有三层意思，一是说自己心中充满了愁思，无可告诉，无
人理解，只有将这种愁心托之于明月;二是说惟有明月分照两
地，自己和朋友都能看见她;三是说，因此，也只有依靠她才
能将愁心寄与，别无它法。

诗人李白通过丰富的想象，用男女情爱的方式以抒写志同道
合的友情，给予抽象的“愁心”以物的属性，它竟会随风逐
月到夜郎西。本来无知无情的明月，竟变成了一个了解自己，
富于同情的知心人，她能够而且愿意接受自己的要求，将自
己对朋友的怀念和同情带到辽远的夜郎之西，交给那不幸的
迁谪者。

这种将自己的感情赋予客观事物，使之同样具有感情，也就
是使之人格化，乃是形象思维所形成的巨大的特点之一和优
点之一。当诗人们需要表现强烈或深厚的情感时，常常用这
样一种手段来获得预期的效果。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教案一等奖篇十九

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盛唐最杰出的诗人，
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素有
“诗仙”之称。他经历坎坷，思想复杂，既是一个天才的诗
人，又兼有游侠、刺客、隐士、道人、策士等人的气质。儒
家、道家和游侠三种思想，在他身上都有体现。“功成身
退”是支配他一生的主导思想。

李白留给后世人九百多首诗篇。这些熠熠生辉的诗作，表现
了他一生的心路历程，是盛唐社会现实和精神生活面貌的艺
术写照。李白一生都怀有远大的抱负，他毫不掩饰地表达对
功名事业的向往。《梁甫吟》、《读诸葛武侯传书怀》、
《书情赠蔡舍人雄》等诗篇中，对此都有绘声绘色的展露。
李白自少年时代就喜好任侠，写下了不少游侠的诗，《侠客
行》是此类诗的代表作。在长安3年经历的政治生活，对李白
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政治理想和黑暗的现实，发
生了尖锐的矛盾，胸中淤积了难以言状的痛苦和愤懑。愤怒
出好诗，于是，便写下了《行路难》、《古风》、《答王十
二寒夜独酌有怀》等一系列仰怀古人，壮思欲飞;自悲身世，
愁怀难遣的著名诗篇。李白大半生过着流浪生活，游历了全
国许多名山大川，写下了大量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优美诗篇，
借以表达出他那种酷爱自由、渴望解放的情怀。在这一类诗
作中，奇险的山川与他那叛逆的不羁的性格得到了完美的契
合。这种诗在李白的诗歌作品中占有不小的数量，被世世代
代所传诵，其中《梦游天姥吟留别》是最杰出的代表作。诗
人以淋漓挥洒、心花怒放的诗笔，尽情地无拘无束地舒展开
想象的翅膀，写出了精神上的种种历险和追求，让苦闷、郁
悒的心灵在梦中得到了真正的解放。而那“安能摧眉折腰事
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诗句，更把诗人的一身傲骨展露
无遗，成为后人考察李白伟大人格的重要依据。

李白作为一个热爱祖国、关怀人民、不忘现实的伟大诗人，
也十分关心战争这一重要问题。对保卫边疆的将士予以热情



的歌颂(如《塞下曲》)，对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则给予无情的
鞭挞(如《战城南》、《丁都护歌》等)。李白还写了不少乐
府诗，描写劳动者的艰辛生活，表达对他们的关心与同情(如
《长干行》、《子夜吴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