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念奴娇教案品读鉴赏 念奴娇·赤壁
怀古教案(大全9篇)

教案的编写需要注重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和策略，以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在这里，我们为大家提供了一些经
典的初三教案范文，希望可以对大家的教学有所帮助。

念奴娇教案品读鉴赏篇一

1 了解苏东坡的生平思想及豪放词的特点;

2 学习本文写景、咏史、抒情相结合的特点;

3 理解苏东坡的情感矛盾。

多媒体

1 导入

许多古人，每见名山大川，必有所感怀。如孔子“登泰山而
小天下”，范仲淹临洞庭忧苍生，欧阳修游滁州而醉山水。
他们心为山动，情为水发，锦文华章喷薄而出，留下许多千
古绝唱。宋代词人苏东坡来到历经沧桑的赤壁古战场，同样
情难自已,醉书一曲《念奴娇》,让世人传唱。(展示赤壁风景
图及苏轼原作，进入主页面。)

2 朗读全文

(1)一位同学读，正音。

(2)齐读，感受文章。

3.疏通词语



(1)千古：长远的年代。

(2)风流：有文采有功绩。

(3)樯橹：樯，桅杆;橹，浆。这里指北军的战船。

(4)灰飞烟灭：像灰烟那样消失。

(5)华发：白头发。

(6)酹：以酒洒地，用以祭祀

4.课文分析

(1)说说你自己对这首词的感受。

(2)回答下列问题：

上阙

a 描写景色的有哪些句子?

字词 特点 角度 修辞 基调

乱 险怪 形 夸张 豪迈奔放

穿 高峭

惊 汹涌 声 比拟

拍 水石相击

卷 狂澜奔腾 形 比喻

雪 水色纯白 色



(作者抓住悬崖、陡壁、怒涛、波浪这些可视性极强、变化宏
大的形象，大刀阔斧，横画纵抹，描绘了一幅奇险雄伟的画
面，格调高昂。)

c、对活动在这里的英雄人物，作者又是具有怎样的情感呢?

大江滔滔，犹如历史长河，英雄人物的业绩，被淘洗变淡。
这些英雄人物现在又在何方呢?不尽的怀念从中可见。“故
垒”句具体话怀古的时、地、人。

d、上阙末句有何作用?

承上启下。

(是啊，“江山如此都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锦绣河山必
然产生、哺育和吸引无数的英雄人物，而三国时期正是英雄
辈出的时代，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猛张飞一声断喝长板陂
上，俊吕布方天画戟无人能敌，诸葛亮运筹帷幄世所难当。
〈展示人物脸谱〉在诸多英雄中，作者选择了谁作为咏诵的
对象?)

下阙

a. 作者是从哪几个角度描写周瑜的?基调怎样?

b.作者自身的状况又是怎样的?基调怎样?

(补充:建安三年东吴孙策亲自迎请二十四岁的周瑜,授予
他“建威中郎将的职衔,并同他一齐攻取皖城。周瑜娶小乔，
正在皖城战役胜利之后。)

项目 周瑜 苏轼

年龄 24岁 47岁



婚姻 幸福美满 屡遭不幸

外貌 英俊儒雅 早生华发

职位 东吴都督 团练副使

际遇 功成名就 功业未就

基调 感奋 感伤

c.怎样理解这一矛盾(感奋与感伤)?

(结合苏轼的生平思想来看：苏轼,北宋著名文学家,眉山人。
二十岁中进士，力图有所作为。他觉察到北宋国力的软弱和
辽夏军事政权的严重威胁,希望能抵制外辱,立功疆场。他的
政治思想比较保守,宋神宗时,王安石当政，行新法，他极力
反对，写诗讽刺。结果被新派官员弹劾朝廷，捕之入狱。后
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时一度迁为翰林学士。又贬惠州，
远徙琼州。终逝于常州。本首词是词人经历了乌台诗案，几
乎被杀，几经周折被贬黄州，“魂飞汤火命如鸡”，经过这
样的忧患被贬到黄州来，他内心有他的忧患和悲慨，但是他
把这种悲慨融合在开阔博大的景色之中，而且融合在古往今
来的历史之中。他把自己放在整个大历史背景之中，不是我
一个人盛衰成败荣辱，而是古往今来有多少盛衰成败荣辱。
本首词主要表达了词人悲慨之中的旷达和豪放。)

对周瑜的追述表现的是一种理想，而落泊失意是一种现实，
感情基调的矛盾实际反映的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d. 作者又是如何解决这种矛盾的?

(“逝者如斯夫”，人生美好却短暂，于是有人叹息不
已，“人生苦短”;有人及时行乐，“对酒当歌，人生几
何”;有人借酒消愁，“与尔同消万古愁”;也有人玩世不恭，



“一场游戏一场梦”。那么，苏轼又是如何对待的呢?)

“人生如梦”，人生是短暂的虚幻的，又何必执着?洒酒入江,
以酒祭月,是希望万古愁怀随江而去。感慨和动作中现出一种
超脱与旷达。

总结全文

内容：感怀写景咏史抒情

基调：昂扬感奋感伤超脱

1. 比较阅读

展示《江城子·密州出猎》。

江城子·密州出猎

苏轼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欲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1)归结这两首词的共同特征，即豪放词的特征。

角度 特点

思想 积极、乐观

意境 高远、壮阔

风格 奔放、洒脱



2.课堂检测

(1)、名称：词的全名为 ，又称 、 、长短句、琴趣、乐章
等。

(2)、分类：按字数分有 、 、长调(92字)。按节数分有 、 、
三叠、四叠。

(3)、流派及代表词人：豪放派，代表词人有苏轼、 ; ，代
表词人 、 、姜夔等。

全文赏析(略)

附录：历代评论家对本首词的评价和相关资料：

大艺术家即便错，也会错出些魅力来。

一个人是要在忧患艰危之中，才能看到他的感情品格操守的。
【加拿大】叶嘉莹

根到九泉无曲处，此心只有蛰龙知。 苏轼《王复秀才所居桧
二首之二》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苏轼《六月二十日夜渡
海》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李煜《虞美人》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李煜《乌夜啼》(只有悲哀没有反省
和超脱)

举杯邀明月，对影三人。 李白(是寂寞悲哀之中的飞扬)



念奴娇教案品读鉴赏篇二

知识目标：初步了解豪放词，体会豪放词的风格。

能力目标：体会写景、咏史、抒情相结合的特点，品味鉴赏
诗歌的语言。

情感目标：在字斟句酌中体会诗人的感情。

“还原”――通过对字词运用的探讨和想象，还原写景之状。

“体悟”――通过对诗歌内容的挖掘和诵读，体悟苏轼之情。

一交流热身

二在朗读中初步感知豪放的特点

抽读一生，初步体会豪放词的特点

师：这首词历来被认为是豪放词的代表，你觉得“豪放”体
现在哪里？

学生1

学生2

学生3

三在字斟句酌中深入领会豪放特色

1、写景气势磅礴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
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



《唐宋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朗读另一版本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学生回答

2、战争场面和英雄形象

通过词语的本义和上下文的揣摩，领会相关评点，体会英雄
豪情。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教学目标：

1、理解《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中写景、咏史、抒情相结
合的写法。

2、培养学生搜集、整理、分析、处理资料的能力；培养学生
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

教学设想：

1、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学生通过发现问题、自主探
究解决问题的方式，逐步养成一种自主学习的习惯。

2、以情驭教，以趣激情、营造民主、平等的课堂教学氛围。

教学背景：

课前要求学生就有关这首词及作者的资料进行搜集整理、查
阅分析。并要求学生试分析内容，自设自答个人认为是对课
文理解最有代表性的几个问题，并确定一个有代表性的问题，
以供上课时交流。



教学情景：

【上课铃响，老师精神饱满地走向讲台，师生互致问好。】

生：（齐答）是宋代词人苏轼。

师：（指定一个声音最宏亮的同学）你能把苏轼的情况简单
介绍一下吗？

生：好，苏轼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不但会写词，诗与散文也
很有名。不过，苏轼就是官运不顺，经常被贬，他还到我们
广东的惠州做过官。

师：回答得很好，你对苏轼很了解。（语调高昂，神情恳切。
顿了一下，又问）

师：你能说说苏轼这首词是在什么境况下写的吗？

生：贬官失意时。

师：对，那么，贬官失意的滋味如何呢？与一般人的感觉相
同吗？下面听一遍录音朗读，同学们体会一下词人的情感。
（用多媒体放映，学生听朗读，神情专注，约两分钟后）

师：同学们，听别人朗读得那么富有感情，我们也来体会一
下这种激昂高壮的情感。下面请同学们集体朗读一遍。（学
生朗读，约两分钟后）

师：（非常肯定的语气）读得非常流畅。要是开头一句再读
出点气势会更好。（示范第一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
古风流人物。”

师：大家思考一下，感觉哪句写得比较有气势？可自由发言，
能展开辩论更好。（约一分钟后，学生举手）



生：第一句。你看“大、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几个词用
得很好，有一种横空而来的磅礴气势，开篇就定下了这种高
昂的气势。

生：我不同意。我觉得“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
雪”这三句更有气势。你看这三句分别从形、声、视等角度
结合起来写，由岸边到江面、由江面到大江深处，写出
了“赤壁”的雄伟壮丽，波澜壮阔的画面。

生：（略显激动）那是其中的一部分，是分写。第一句是总
写，集中写。

生：（异口同声）：对！

生：老师，这里的“风流人物”与“浪花淘尽英雄”中
的“英雄人物”相同吗？

生：（反应很快）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你说来说去还不是在
解释“英雄人物”，没有说服力。

师：（微笑着说）那么，怎样才更有说服力呢？想一想，能
否从课文中找到答案？

生：（沉思了一会）啊，我明白了，下文不是写到了小乔吗？
难道不是用来衬托周瑜吗？美人配英雄。也就是说，苏轼心
目中的风流人物除了文武双全之外，还得懂点儿女情长，刚
柔相济。（鼓掌）

生：（点头，若有所思）噢，我明白了。

给大家一段时间，回忆一下原词，认真对比一下是否相同。
然后自由发言，谈谈自己的看法。（约一分钟之后，学生举
手）



生：“风流人物”，不能都解释成一般理解中的“英雄人
物”。毛词中的“风流人物”，当然不能等同于苏轼词中
的“风流人物”，毛词中的“风流人物”有一定的政治意义，
是指才能出众，品格超群、对历史发展有巨大影响的杰出人
物。毛泽东在词中也一一列举历史上的“唐宗宋祖，稍逊风
骚”，“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说他们够不上“风
流人物”，也就是说，他们这些人是“武”有余而“文”不
足，只有武略而缺少文韬。所以，毛泽东才说“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鼓掌）

师：（投以赞许的目光）老师非常同意你的见解！

生：（不解的神情）老师，三国时期有横槊赋诗的曹操，驰
马射虎的孙权，隆中定策的诸葛亮等风流人物，为什么苏轼
就只选周瑜呢？（一石击起千重浪，顿时，课室里议论纷纷）

师：问得好，有创意，同学们也认真想一想，为什么呢？我
只提示二人的经历与现状。

生：苏轼选周瑜，是因为他年轻有为，潇洒飘逸，与自己年
老少成形成了较鲜明的对比，借此来抒发自己的情感，而其
他人无论从出身，经历上都与苏轼有较大的差异，所以苏轼
心目中的风流人物只能是周瑜。（鼓掌）

师：回答得非常好！可见，解读诗意必须做到知人论世。

生：老师，由于版本不同，“樯橹”有的版本作“强虏”，
这两个词，你觉得哪个更好？

师：你的见识真广，连不同的版本也注意到了。大家看看注
释，也想一想，就本义，引申义的比较上哪个更符合实际情
况呢？（过了一分钟，有学生举手）

生：我觉得：“强虏”好，强调了人的强大，恰好与“灰飞



烟灭”形成一种强烈对比的艺术效果。

生：我不同意，“樯橹”更巧妙，更含蓄。大家都知道，文
章的用词，直接好呢，还是含蓄好呢？当然还是含蓄好。强
橹这里不应该只指舰船，更应指曹操的所有八十万水军。樯
橹，更能体现水军的特点。

生：我不同意。（很着急，但讲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向
老师投去急切的眼神，希望得到老师的提示）

师：同学们，让我发表一下意见好吗？

生：（齐声）好！

师：我更倾向于用“樯橹”。理由就是刚才这位同学说的，
体现“水战”的特点，又含蓄，而“强虏”过分直白了。
（仍有部分学生不同意）

生：（齐说）好！

师：大家都知道最后几句，是词人感情抒发最强烈的地方，
下面老师朗读一遍，同学们感受一下，并认真思考一下词人
抒发的是怎样的情感，应抓住那些词句来理解。（老师有感
情的朗读）

生：（齐声）好！

生：（齐声）好！（约一分钟后，学生举手）

生：我觉得还是同意课本上的解释。“神游者”是苏轼，他
从上片的来到大江边，描写长江的景观，然后又怀想英雄豪
杰，怀想风流人物，也就是怀想周瑜，想做周瑜那样的风流
人物。这些都是苏轼在“神游”的吧！

生：（忽的站起）我不同意课本上的解释。我同意“神游



人”是周瑜。因为这里的“故国”只能是周瑜的故土，不是
苏轼的故土。

师：（微笑着说）如果说周瑜是“神游者”者的话，那么死
去了的他怎么神游呢？

生：（有点急）是周瑜的灵魂嘛！苏轼是假设周瑜的神灵还
在旧战场上的话，周瑜会笑他，并且“多情”二字正好扣合
着前面“风流人物”，周瑜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

师：这样说来，你认为“多情人”是周瑜，是他笑苏轼啦。
你能再具体谈谈吗？

生：（比较轻松地）我是这样想的，“多情自古伤离别”中的
“多情”就是“多情人”，是名词。如果理解为“应笑我多
情”，那么，就是苏轼“多情”，“多情”就是动词了。

师：（投以赞许的目光）非常有见地，很新鲜。能联系起柳
永词来理解，可贵。“故国”非“古国”，此地是周瑜
的“故地”而非苏轼的“古地”。

生：（不同意的口吻）老师，那么你同意了“神游人”是周
瑜啦？

生：（齐说）有！

师：对词人的情感的抒发，还有不同看法的吗，请发扬个性，
大胆发言。（约十五秒后，一学生举手）

师：（微笑着说）又来了一个新问题，还带两种解释呢，同
学们的看法如何？

（约十秒后，一学生举手）

生；我同意第二种。



师：（神情恳切）你能具体说说吗？

生：我是从整首词的格调来理解的。因为全词的格调比较昂
扬向上，所以我认为第二种比较符合词意。

生：（毫不犹豫地站起来）我也同意。苏轼虽然融儒、佛、
道三家思想于一体，思想比较复杂，但总的来看他还是比较
乐观的，这从他的仕途便可知道。

师：（询问的语气）都同意苏轼是比较达观的说法吗？有没
有不同的意见？

生：（齐说）没有。

师：想听听老师的意见吗？

生：（齐说）想！请老师说说吧！

师：好，如果谈我个人的意见，我个人觉得，两方面都得顾
及才好，不能过分强调哪一方面。不是老师折中，大家想一
想，苏轼此时已经47岁了，他被贬到黄州，游览赤壁美景，
如画江山，肯定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年华老大，功业少成，
想想人家周瑜，在三十四岁的时候，就已经名垂青史，已经
立下赫赫战功。而自己还可能如周瑜那样吗？想到这，苍凉、
消沉之情是难免的。

但是苏轼毕竟是苏轼，他并没有真正消沉，他又特别想得开，
苏轼可能在想，所有的风流人物都已经随着历史的潮流而被
荡涤了，即使周瑜这样的风流人物不也是被“浪淘尽”了吗？
人生就如梦境一般，何必过于执着呢？不如意事十之八、九，
所以他特别洒脱，把酒洒在地上祭奠江月。（鼓掌）

师：（高兴、轻松的神态）与同学们讨论真长见识。好，下
面我们再来听一次朗读录音，再次感受一下苏轼那激情昂扬



的豪迈风格。（用多媒体放映，学生聚精会神地听）

师：下面我们一起背诵这首词。（响起了背诵的声音）

师：（微笑着问）课后的两篇小议论文能及时完成吗？

生：（齐说）可以。

师：那么下课！（师生互道再见）

原文：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
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
梦，一樽还酹江月。

译文：

长江朝东流去，千百年来，所有才华横溢的英雄豪杰，都被
长江滚滚的波浪冲洗掉了。那旧营垒的西边，人们说：那是
三国时周郎大破曹兵的赤壁。陡峭不平的石壁插入天空，惊
人的巨浪拍打着江岸，卷起千堆雪似的层层浪花。祖国的江
山啊，那一时期该有多少英雄豪杰！

遥想当年周公瑾，小乔刚刚嫁了过来，周公瑾姿态雄峻。手
里拿着羽毛扇，头上戴着青丝帛的头巾，谈笑之间，曹操的
无数战船在浓烟烈火中烧成灰烬。神游于故国（三国）战场，
该笑我太多愁伤感了，以致过早地生出白发。人的一生就象
做了一场大梦，还是把一杯酒献给江上的明月，和我同饮共
醉吧！

注释：

1、纶巾：以青丝做成的头巾。



2、酹：（古人祭奠）以酒浇在地上祭奠。这里指洒酒酬月，
寄托自己的感情。以酒洒地，是向鬼神敬酒的方式。

3、遥想：远想。

4、小乔：乔玄的小女儿，嫁给了周瑜为妻。

5、羽扇纶巾：手摇羽扇，头戴纶巾。这是古代儒将的装束，
词中形容周瑜从容娴雅。

6、樯橹：船上的桅杆和橹。这里代指曹操的水军战船。强大
的敌人，又作“强虏”“狂虏”。

7、故国：这里指旧地，当年的赤壁战场。指古战场。

8、华发：花白的头发。

9、尊：通“樽”，酒杯。

10、大江：长江。

11、淘：冲洗。

12、故垒：黄州古老的城堡，推测可能是古战场的陈迹。过
去遗留下来的营垒。

13、周郎：周瑜，字公瑾，为吴建威中郎将，时年24岁，吴
中皆呼为“周郎”。

14、雪：比喻浪花。

15、穿空：插入天空，又作“崩云”。

16、英发：英俊勃发。



念奴娇教案品读鉴赏篇三

1、熟读并背诵全词。

2、理解作品中景物描写的作用及作者借古抒怀的表达方式。

3、理解作者在词中表达的思想感情。

4、感受苏词的豪放风格，培养学生面对挫折时具备博大胸怀
的能力。

1、理解和掌握作品中借古抒怀的抒情方式。

2、体会品味作品中蕴含的思想感情。

1、诵读法。

2、提问法。

3、讲授法。

4、合作探究法。

借助多媒体完成教学。

一、导入新课

课前播放《滚滚长江东逝水》。

同学们，刚才播放的应该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它是
《三国演义》的片头曲，这首歌曲会让我们想到那个鼓角争
鸣、充满纷争的乱世——三国，那是个催生英雄的时代，如
今虽世殊时异，但那些人的名字至今流传。请看下面的诗句：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鞠躬尽瘁的诸葛亮）



天下英雄谁敌手？生子当如孙仲谋。 （驰马射虎的孙权）

酾酒临江，横槊赋诗。 （文武双全的曹操）

赤面秉赤心，骑赤兔追风，驰驱时无忘赤帝。

青灯观青史，仗青龙偃月，隐现处不愧青天。

（忠肝义胆的关羽）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三国时期的英雄，作为苏轼，他又最欣
赏谁呢？（周瑜）三国英雄如此众多，为何他偏偏对周瑜如
此推崇？（板书：为何独爱周瑜？）

现在，就让我们放声朗读全词，在其中寻找答案吧。

二、朗读全词。

1、教师范背。

2、全班齐读，并思考：这首词的基本感情基调是怎样的呢？
（豪放）

好，这就是我们对这首词的初步感知了，而苏轼如何体现出
这种豪放的呢？我们后文见分晓。（板书：如何体现豪放精
神？）

三、分析题目。

“念奴娇”是本词的词牌名，其调高亢，念奴是唐代一个很
著名的歌妓，调因此而得名。

“赤壁怀古”是这首词的题目，告诉我们的主要信息是：苏
东坡在赤壁这个地方游览的时候，触景生情，缅怀古人。
（板书：写景——怀人）



那么，苏轼是如何安排这两块内容的，我们接着往下看。

四、写景片段分析。

1、学生齐读本词的上阕。

2、提问：上阕描写赤壁景色的句子是什么？体现了赤壁的什
么特点？

讨论后明确：

1、“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2、雄伟壮观。（意思接近即可）

3、我们虽不能亲眼目睹赤壁的壮观景象，但从作者字里行间
可以感受它的雄奇，这完全归功于作者高超的写作艺术，试
就以上面三句为例分析。

学生讨论后明确：用词：“穿”、“拍”、“卷”；手法：
夸张、拟人、比喻。

“穿”字写出山石直插云霄的高峻；“拍”字写出波涛撞击
岩石发出的声响；“卷”字则写出波涛起浪后的汹涌澎湃。

4、试分析此段景描写的作用。

明确：渲染气氛，为下文英雄人物——周瑜的出场蓄势。

研讲：滚滚东去的长江水汹涌澎湃，然后镜头慢慢前移，我
们会依次看到散乱高耸的山石直冲云霄，汹涌的骇浪猛烈的
撞击着江岸，滔滔江流卷起千万堆似雪的波浪。如果在这样
的镜头中在配上诗朗诵，那就是“大江东去”、“乱石穿
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而这就是我们的赤
壁古战场，我们的“如画江山”。



五、人物形象分析

同学们，我们的舞台布置已然完毕，背景就是这如画的江山，
当追光灯亮起，照在哪里啊？（豪杰。最终聚焦在周瑜的身
上，此时，主人公出场。）

这个周瑜怎么样啊，请同学们读有关周瑜的部分“遥想公瑾
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
飞烟灭”。

1、称呼：公瑾。称字表示尊敬。

2、婚姻状况：小乔初嫁了。思考：为何不是出嫁？作用何在？

要点：年轻有为；衬托手法，美女配英雄；周瑜同孙权的亲
戚关系也是其成功的重要条件。

3、相貌打扮：雄姿英发，羽扇纶巾。

总结； 威武英俊、风度翩翩，儒将风采（当时比较时髦的装
扮）。

4、作战能力：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点拨：以少对多，却能如此淡定，更显其英雄本色。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遥想”以下几句塑造出一
位春风得意、威武英俊、意气风发的青年将领的形象。

六、苏轼内心活动。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江山依旧，可人事全非。赤
壁是周瑜建功立业的地方，却是作者被贬之后游历的去处，
面对这样的周瑜，面对如此的功业，他心里是有个比较的，
且看下图：



周瑜————————苏轼

年龄： 刚过而立 年近半百

生活： 幸福美满 屡遭不幸

外貌： 英俊儒雅 早生华发

际遇： 功成名就 壮志未酬

我们所认识的苏轼是何许人也？他很有才华，散文方面很有
造诣，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开创宋代豪放词风，与辛弃
疾同为豪放派的代表，擅长书画，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
“宋四家”。可他的仕途却极为坎坷，“乌台诗案”不仅使
他官场受挫，更险遭杀头之祸，于是他是带着一身的疲惫，
满心的伤痕，来到黄州这个荒凉的小镇，想到自己年近半百
却不能同周瑜一样建立功勋，可以说壮志未酬，但他还是渴
望建立功业，这正是他仰慕周瑜的地方，也难怪他发出“多
情应笑我，早生华发”这样的感慨了。

七、合作探究：“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体现是积极还
是消极的情感？（解决词中体现的豪放精神）

明确：苏轼此时已经47岁了，他被贬到黄州，游览赤壁美景，
如画江山，再想想人家周瑜，在三十四岁的时候，就已经名
垂青史，已经立下赫赫战功。而自己虽然不失优秀，可年华
老大，功业少成，还可能如周瑜那样吗？想到这，苍凉、消
沉之情是难免的，肯定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但是苏轼毕竟
是苏轼，他并没有真正消沉，他又特别想得开，苏轼可能在
想，如画的江山，儒雅的英雄，多情的美人，还有流传千古
功业，即使周瑜这样的风流人物不也是被“浪淘尽”了吗？
人生就如梦境一般，何必过于执着呢？所以他特别洒脱，放
得下，才能拿得起，看得开，才能出得来，因此，苏轼才会
情不自禁倒一杯酒祭奠江水和月亮，因为同他们为伴，才是



永恒。（忆《赤壁赋》）这就是苏轼的生存智慧，这就是苏
轼的达观豁达态度。

总结：此句反应了作者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貌似**的言辞
中激荡着一腔追慕英雄、渴望建功立业的豪迈情怀。

八、高考延伸。

提问：全词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情感？

念奴娇教案品读鉴赏篇四

1、了解苏轼及其创作

2、理解词人复杂的心情，丰富学生的情感世界

3、掌握一些常用的鉴赏诗歌的方法

二、教学重点

＊情与景的自然结合

＊用典的贴切自然

＊诵读本词

三、教学难点:情与景的自然结合

三、教学方法:谈话法 讨论法

五、教学时数 1

六、教学步聚

（一） 导入新课



同学们，我们先来颀赏一首由我国著名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的
《滚滚长江东逝水》，同不们可以任自己的思想任意驰骋在
古战场。 让我们踏着这雄浑的男声独唱，走进三国走进赤壁
走进《念奴娇赤壁怀古》。

（二） 生谈对苏轼的了解。

宋代第一起文字狱——“乌台诗案”。

从元丰二年（1079）到元佑元年（1086），苏轼在黄州生活
的这七年，对苏轼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黄州团练副使仅仅
是个虚名，他不仅没有俸禄，而且受到监督，当时苏轼在许
多信里反复叮嘱友人“看讫，火之”，“传闻京师，非细事
也”。他在黄州城东开垦了十亩荒地，田旁筑一茅屋，辛勤
躬耕，自得其乐。黄州的生活使苏轼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改
变：一方面，他观察问题变得比较通达，在一种超然物外的
旷达态度背后，仍然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另
一方面，又产生了较为严重的逃避现实的消极思想。

才华横溢的苏轼

文“ 唐宋八大家 ” 词“苏辛” 诗“苏黄” 书、画“宋四
家”

（三） 反复朗读本词（正音，生多读）

本篇是苏词中具有豪雄气格的代表作，是北宋词坛上最为引
人注目的

作品之一。它写于宋神宗元丰五（1082）七月。当时，由于
苏轼诗文讽喻新法，为新派官僚罗织论罪贬谪到黄州，这首
词是他游赏黄冈城外的赤壁矶时写下的。

（四） 生分小组表达阅读感受，派代表发言



（五） 讨论要点：

1、总领全词，江山如画，英雄可敬，而“淘尽”二字与篇末
功业无成的感慨也相呼应。为全词设置了一个极为广阔的空
间和甚为悠远的时间背景。

2、分析景的特点及其作用

大江、故垒、乱石、惊涛（实景）

强虏（樯橹）灰飞烟灭（虚景）

景物特点：气势宏大 雄奇壮丽

将江山之胜和怀古之情融为一体

3、为何写人物周瑜

周瑜：

“遥想”二字领起的六句都是抒发对周瑜少年得志的仰
慕。“小乔初嫁”写他婚姻如意；“雄姿英发”写他威武英
俊；“羽扇纶巾”写他风流潇洒；“谈笑间”写他临阵从容；
“强虏灰飞烟灭”写他战功卓著。

（六） 生反复朗读本词

（七） 小结：通过这首词的学习，同学们要对词的豪放风格
有个感性认识，掌握词中的重点字词，体会情景结合的技巧
和用典的贴切自然。

（八） 教后感：



念奴娇教案品读鉴赏篇五

1、了解苏东坡的生平思想及豪放词的特点；

2、学习本文写景、咏史、抒情相结合的特点；

3、理解苏东坡的情感矛盾。

多媒体

1课时

常规演讲

一、导入：

我们星期天到长江去采风，大家都写了不少作文，谁愿意交
流？

（3--4名同学交流）

面对浩瀚长江，苏轼和我们一样感慨万千。（多媒体范读
《赤壁怀古》）

尽管地点不同，但我们和大文豪还是有不少共同的情愫。接
下来请大家一边阅读苏轼的《赤壁怀古》，一边拿自己的作
文与之比较，看看有什么收获。（学生阅读、比较）

我们还是老规矩，按学习小组先小范围讨论，然后派代表发
言。

（学生分组讨论、提交问题abc）

二、分组讨论



（一）写景

哪几句好？（学生读）

我们比较一下自己的作文是如何写景的，看课文写景好在哪？
（讨论）（写景：用词、修辞）

再看几句同样写水的诗句。（多媒体“写水”）

学生讨论3。

（二）写人

文中怀古的对象？（周瑜）

怎么写的？（学生齐读）

这是一个什么形象？（众说纷纭、介绍周瑜）

我们应该如何把人写好？（讨论）（写人：特征、典型）

解答问题a：作者为什么先写“小乔”？（讨论）

（1、人生得意2、裙带关系3、和自己对比）

（三）伤今

谁来介绍苏轼的生平？（介绍苏轼）

填表：

项目 年龄 婚姻 外貌 职位 际遇 基调
周瑜 24岁 幸福美满 英俊儒雅 东吴都督 功成名就 得意
苏轼 47岁 屡遭不幸 早生华发 团练副使 功业未就 感伤



文章写出内涵需要注意？（讨论）（写意：比联、真实）

解决问题bc等并小结全课。

念奴娇教案品读鉴赏篇六

1、理解词的思想内容：借咏史怀古抒发壮志难酬的思想感情。

2、理解词的表现手法：借景抒情借古抒怀及旷达豪放的意境。

3、理解词的相关知识及流派风格。

借古抒情和旷达豪放的意境。

之前学生接触过词的知识以及苏轼的作品，教授本课应在复
习相关知识的基础上，温故知新，讨论诵读为主，教师点拨
为辅。

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诗词歌赋如绚丽的星空，辉
耀古今。今天我们就欣赏一首宋词，苏轼的《念奴娇、赤壁
怀古》（板书题目）。

说到宋词，我们不能不说词的发展，说到词的发展则必须说
到苏轼。

词是一种和乐可唱的诗体，兴起于隋唐，盛于宋代。初始是
民间艺人走街串巷时所唱的曲词，故叫曲子词，又叫诗余，
长短句，乐府。词在唐代还不能入大雅之堂，诗人在写诗之
余偶尔为之，晚唐五代到宋早期，词也只是写些男女恋情和
离愁别绪，题材极窄。那种深邃阔大的怀古之情装不进词的
形式里，词风也以婉约清丽为主。到苏轼为之一变，他扩大
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凡入诗者皆可为词。且大气
豪放，一改传统，开一代词风，成为豪放一派的领军人物，
使词这一文学式样，发展到空前的程度。这以后的词坛，豪



放与婉约并举，清丽与壮歌齐晖。

“词有定格，句有定数，字有定声”。词有词牌和题目之分，
词牌规定了句数字数和声律，与内容无关，如“念奴娇”。
词又分小令（58字内）、中调（59——90字内）、长调（91
字以上）。词的段叫片或阕。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眉
州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奇才和全才。散文、诗歌、
书法、绘画样样皆精，且成就卓著。散文与其父其弟皆为唐
宋八大家，诗与黄庭坚并称，词与辛弃疾并称，书与米芾等
并称四大家，画开徽州一派。苏门一家传世美谈甚多。有一
副联赞道：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文传千古，峨眉共
比高。

写作背景

这首词写于神宗元丰五年，当时47岁，两年前贬黄州团练副使
（民间自卫队的副队长），苏早年有大志，但在党争激烈的
环境下，屡遭贬斥。两年前因写诗遭人诬陷，被捕入狱，险
遭杀害。但他的达观使他从未对生活失去信心。这首词就是
被贬后复杂心情的反映，他借对古迹的描写和对古人古事的
叙述，抒发了自己壮志难酬的情怀。

这首词属中调，分上下两片，上片写赤壁之景，抒对古代英
雄的缅怀之情。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大江，指长江；淘，淘洗；风流人物，英雄人物。滔滔江水，
滚滚东流，多少历史英雄，被时间的流水淘洗而去。此句交
代赤壁的环境，既是写眼前之景，又含有暗喻，淘尽千古风
流人物的大江，不是历史的长河吗。此句开头，登高怀远，
视野开阔。一下子概括千古，真是大气磅礴，尽显豪壮情调。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故垒，黄州古老的城堡，一说古战场遗迹。“人道是”，
即“人说是”。据考，三国时的赤壁在武昌，苏轼游得赤壁
在黄州，名赤鼻矶。词人用“人道是”，可见他知，此赤壁
非彼赤壁，只是借以表达怀古而已。三四句写赤壁的地点，
并引出周瑜。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乱石”写山势。乱，多而杂，写山势，照应前面登高远望
视野开阔，奇峰异岭尽收眼底。凸显了山势的奇崛和高
峻。“惊涛”，因波涛汹涌，令人心惊，故曰“惊涛”；以
显水之汹涌。“千堆雪”，巧用比喻，即显宏大又显壮观。
此句写景，用笔极简，但笔力雄健，景色奇绝，场面壮观。
非大手笔不能。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江山如画，”上承“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
雪。”眼前所见，美不胜收，难以尽述，故曰“江山如画”。
接下来则盛赞“一时多少豪杰”，在赤壁大战这个舞台上，
一时间有多少英雄共同演出了着雄壮大剧。此句总结概括，
上承写景，下启周瑜，收束上片。

——上片写景感怀，视野旷达，气象万千，荡人心魄。尽显
豪放之风。

下片写周瑜和自己，重在叙事。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遥，因远曰遥；小乔句表面写婚姻，实则写其年少，有英雄
衬美人的作用，以凸显少年英雄，奋发有为————此句写



人，英雄年少。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羽扇纶巾”，《三国演义》给人们一个误解，以为只有诸
葛亮这样装束。实则不然，魏晋上层人物以风度潇洒，举止
雍容为美，“羽扇纶巾”则代表这种名士派头。“羽扇纶
巾”借写服饰显其风度闲雅；“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写其韬略，胸有成竹，指挥若定，从容不迫。诗人笔下的周
瑜，何其豪壮。此句凸显其英雄业绩。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神，指精神；故国，赤壁；神游故国，是说自己身临赤壁，
思接周瑜，精神进入到当年的环境。“多情应笑我”是倒置
句，即应笑我多情。想到周瑜34岁建立奇功，自己已近中
旬“华发早生”，一事无成，两者何其不同。写自己多情，
一事无成。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江山依旧，人事已非，沦落无聊，老大徒伤，于是慨叹人生，
借酒浇愁。酹，将酒洒地，表示祭奠。因月在江中，故用。
此句虽让人感受到作者的消极情绪和苍凉之感。但此句却难
掩作者达观之情。

——下片写人，先写周瑜，后写自己；周瑜让人景仰，自己
壮志难酬。

总看全词，上片重在写景，将江山之美和怀古之情融为一体，
视野开阔，景色奇绝，气象万千，荡人心怀，尽显豪壮之情
调。下片则重在写人，在对周瑜的塑造上，诗人借周瑜的雄
姿英发，赫赫战功，彰显了一种英雄豪气。写自己消极苍凉
不掩撒酒江月的豪气。这一切都营造出壮阔雄浑的意境。在



表达壮志难酬的同时，让人感受着词的巨大魅力。

写景抒情，人物塑造。

烘托映衬，是用乙托甲，使甲更为突出的手法。作品从“千
古风流人物”到“一时多少豪杰”。到周瑜步步缩小，而周
之后，笔锋一转，引出自己。这样，前边的一切都退居到陪
衬之位。到这儿读者才明白，写古人古事，只是手段，以古
比今，抒情言志才是目的。

《念奴娇﹒赤壁怀古》实是苏词的代表作品，古今词坛经典，
今天我们学习这首千古绝唱，不仅汲取着思想的营养，还能
感受到通篇散发的艺术魅力。

1、背诵。

2、整理有关词的知识。

3、体会作品表现的豪放风格。

念奴娇教案品读鉴赏篇七

1了解苏东坡的生平思想及豪放词的特点;

2学习本文写景、咏史、抒情相结合的特点;

3理解苏东坡的情感矛盾。

多媒体

1导入

许多古人，每见名山大川，必有所感怀。如孔子“登泰山而
小天下”，范仲淹临洞庭忧苍生，欧阳修游滁州而醉山水。



他们心为山动，情为水发，锦文华章喷薄而出，留下许多千
古绝唱。宋代词人苏东坡来到历经沧桑的赤壁古战场，同样
情难自已,醉书一曲《念奴娇》,让世人传唱。(展示赤壁风景
图及苏轼原作，进入主页面。)

2朗读全文

(1)一位同学读，正音。

(2)齐读，感受文章。

3.疏通词语

(1)千古：长远的年代。

(2)风流：有文采有功绩。

(3)樯橹：樯，桅杆;橹，浆。这里指北军的战船。

(4)灰飞烟灭：像灰烟那样消失。

(5)华发：白头发。

(6)酹：以酒洒地，用以祭祀

4.课文分析

(1)说说你自己对这首词的感受。

(2)回答下列问题：

上阙

a描写景色的有哪些句子?



字词特点角度修辞基调

乱险怪形夸张豪迈奔放

穿高峭

惊汹涌声比拟

拍水石相击

卷狂澜奔腾形比喻

雪水色纯白色

(作者抓住悬崖、陡壁、怒涛、波浪这些可视性极强、变化宏
大的形象，大刀阔斧，横画纵抹，描绘了一幅奇险雄伟的画
面，格调高昂。)

c、对活动在这里的英雄人物，作者又是具有怎样的情感呢?

大江滔滔，犹如历史长河，英雄人物的业绩，被淘洗变淡。
这些英雄人物现在又在何方呢?不尽的怀念从中可见。“故
垒”句具体话怀古的时、地、人。

d、上阙末句有何作用?

承上启下。

(是啊，“江山如此都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锦绣河山必
然产生、哺育和吸引无数的英雄人物，而三国时期正是英雄
辈出的时代，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猛张飞一声断喝长板陂
上，俊吕布方天画戟无人能敌，诸葛亮运筹帷幄世所难当。
〈展示人物脸谱〉在诸多英雄中，作者选择了谁作为咏诵的
对象?)



下阙

a.作者是从哪几个角度描写周瑜的?基调怎样?

b.作者自身的状况又是怎样的?基调怎样?

(补充:建安三年东吴孙策亲自迎请二十四岁的周瑜,授予
他“建威中郎将的职衔,并同他一齐攻取皖城。周瑜娶小乔，
正在皖城战役胜利之后。)

项目周瑜苏轼

年龄24岁47岁

婚姻幸福美满屡遭不幸

外貌英俊儒雅早生华发

职位东吴都督团练副使

际遇功成名就功业未就

基调感奋感伤

c.怎样理解这一矛盾(感奋与感伤)?

(结合苏轼的生平思想来看：苏轼,北宋著名文学家,眉山人。
二十岁中进士，力图有所作为。他觉察到北宋国力的.软弱和
辽夏军事政权的严重威胁,希望能抵制外辱,立功疆场。他的
政治思想比较保守,宋神宗时,王安石当政，行新法，他极力
反对，写诗讽刺。结果被新派官员弹劾朝廷，捕之入狱。后
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时一度迁为翰林学士。又贬惠州，
远徙琼州。终逝于常州。本首词是词人经历了乌台诗案，几
乎被杀，几经周折被贬黄州，“魂飞汤火命如鸡”，经过这



样的忧患被贬到黄州来，他内心有他的忧患和悲慨，但是他
把这种悲慨融合在开阔博大的景色之中，而且融合在古往今
来的历史之中。他把自己放在整个大历史背景之中，不是我
一个人盛衰成败荣辱，而是古往今来有多少盛衰成败荣辱。
本首词主要表达了词人悲慨之中的旷达和豪放。)

对周瑜的追述表现的是一种理想，而落泊失意是一种现实，
感情基调的矛盾实际反映的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d.作者又是如何解决这种矛盾的?

(“逝者如斯夫”，人生美好却短暂，于是有人叹息不
已，“人生苦短”;有人及时行乐，“对酒当歌，人生几
何”;有人借酒消愁，“与尔同消万古愁”;也有人玩世不恭，
“一场游戏一场梦”。那么，苏轼又是如何对待的呢?)

“人生如梦”，人生是短暂的虚幻的，又何必执着?洒酒入江,
以酒祭月,是希望万古愁怀随江而去。感慨和动作中现出一种
超脱与旷达。

总结全文

内容：感怀写景咏史抒情

基调：昂扬感奋感伤超脱

1.比较阅读

展示《江城子·密州出猎》。

江城子·密州出猎

苏轼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欲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1)归结这两首词的共同特征，即豪放词的特征。

角度特点

思想积极、乐观

意境高远、壮阔

风格奔放、洒脱

2.课堂检测

(1)、名称：词的全名为，又称、、长短句、琴趣、乐章等。

(2)、分类：按字数分有、、长调(92字)。按节数分有、、三
叠、四叠。

(3)、流派及代表词人：豪放派，代表词人有苏轼、;，代表
词人、、姜夔等。

全文赏析(略)

附录：历代评论家对本首词的评价和相关资料：

大艺术家即便错，也会错出些魅力来。

一个人是要在忧患艰危之中，才能看到他的感情品格操守的。
【加拿大】叶嘉莹



根到九泉无曲处，此心只有蛰龙知。苏轼《王复秀才所居桧
二首之二》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苏轼《六月二十日夜渡
海》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虞美人》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李煜《乌夜啼》(只有悲哀没有反省和
超脱)

举杯邀明月，对影三人。李白(是寂寞悲哀之中的飞扬)

念奴娇教案品读鉴赏篇八

《念奴娇·赤壁怀古》是宋代苏轼所作，是豪放派宋词的代
表作，词的主旋律感情激荡，气势雄壮。下面一起来看看这
首诗的教案范文吧!

古人云：仁者爱山，智者乐水。古代的文人雅士常投身自然，
抒发情怀，被贬黄州的苏东坡曾夜游赤壁，写下了脍炙人口
的名篇《赤壁赋》，当他来到历经沧桑的赤壁矶，感慨万千，
高唱大江东去，书写了一曲千古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
今天我们来学习这首词，共同来感悟东坡居士的复杂情感。

1、词，又叫“曲子词”(曲词、曲子) “诗余”、“长短
句”、兴起于隋唐，发展于五代，全盛行于两宋。因其美妙
的韵律与优美的意境深受读者的青睐。

因为格式是固定的，所以写词叫“填词”，即按词牌的格式
把词填进去。如“赤壁怀古”即题目，点明词的有关内容.

2、写作背景：



苏轼二十岁中进士，力图有所作为，但他的政治思想比较保
守，宋神宗时，王安石当政，行新法，他极力反对，写诗讽
刺，于是有人搜集苏轼对新政不满的诗句，弹劾苏轼，致其
入狱。这就是宋代第一起文字狱——“乌台诗案”。苏轼被
捕入狱，历时五个月，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1082年，苏
轼47岁，在心情极其复杂的情况下，他游赤壁时写下了这首
词。

(1)思考：题为“赤壁怀古”，本首词描绘了那些赤壁景观，
这些景物有何特点?

答：化抽象为具体，变无形为有形;由江水而岁月。形象生动
传神。

3、“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这三句点明了什
么?

4、讨论：词的上片，你认为哪几个词用得好，为什么

明确：“穿”、“拍”、“卷”三个动词用得好，因为这些
词语生动准确的描摹出赤壁山势之险要高峻，水势之汹涌澎
湃。

明确：因为周瑜婚姻美满，英俊潇洒，少年得志，功成名就。
在作者心中周瑜是一位踌躇满志、叱咤风云的儒将，在周瑜
身上寄托着作者的人生理想。

6、思考：你认为哪几个词语写出了周瑜的儒将风度与指挥才
能?为什么?

明确：“谈笑间”生动的写出了周瑜指挥若定、从容不迫的
儒将风度，“灰飞烟灭”形象的写出了强大敌人在周瑜面前
不堪一击的情景。



读诗如品茶，只有用心去咀嚼，才能品出其中的真味，接下
来请同学们再默读这首词，去体会词人的内心情感。

明确：47岁的苏东坡此时不但毫无建树，反而被贬黄州，面
对此景，怀古思今，自然引发年岁渐老，功业未成的人生感
伤。

明确：苏轼是一位深受儒、道、佛三家思想影响的文人，思
想情感是复杂的，既有儒家“济苍生、报效国家”的积极进
取的精神，又有道家、佛家“齐生死、等是非”的虚无思想。
这首词中壮丽江山、英雄业绩，既激起了他的豪迈奋发之情，
也加深了他的思想矛盾，所以苏轼在时空交织的宏大背景上
抒发了人生失意的幽愤和惆怅，“酒酒入江，以酒祭月”的
豪举又表现了作者在理想与现实巨大反差的痛苦之中解脱出
来，把万古愁怀随江而去，从而体现了诗人超脱与旷达的胸
怀。所以豪放旷达是这首词的感情基调。

答：从上片的“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一句可以看出，苏
轼知道这并非历史上的赤壁，至少他对此有怀疑，但文学与
历史毕竟不同，文学的真实不等于历史的真实，当他站在波
涛汹涌的长江边，感受到天地的浩大与自身的渺小，在联想
到当时的处境，已经情难自己，故此以景为依托，咏史抒怀。

念奴娇教案品读鉴赏篇九

四、鉴赏下阙

师：对，这就是接下来我们一起要鉴赏这首词的下阙。

(指定一学生朗读)

师：这位同学朗读得相当有感情，作者描绘了哪些景象?



生：“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

师：这句写了周瑜的哪一方面?

生1：他爱情甜蜜，婚姻美满。

师：对。

生2：写他潇洒。

师：也不错。

生3：写他年轻。

师：也很有道理 (板书：年轻)

师：还有哪方面的?找具体的语句。

生: “羽扇纶巾,谈笑间，墙橹灰飞烟灭”

师：这句在写什么?

生：写他有指挥军队，战胜曹军。

师：指挥时，他的神态怎样?

生：“谈笑”。

师：说明什么?

生：指挥若定，展现了他高超的指挥才能。

师：想看看周瑜指挥大军和火烧赤壁的情景吗?

生：想。



师：好，让我们一起来认识周瑜，体会周瑜的卓越才能。

(播放《周瑜点将和火烧赤壁》)

师：到这里，即周瑜年轻有为的形象，不仅浮现在作者眼前，
也出现我们眼前。

(板书：年轻 有为)

师：这是作者在咏史。

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作者写这首词的画像，从这画相中，
你看出什么了?

(出示——画像)

生1：郁闷

生2：身体欠佳 (笑)

师：也对。

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苏轼写这首词的背景。

(出示 《念奴娇·赤壁怀古》写作背景的文字)

师：现在知道为什么要“多情应笑我”了吧?

生1：笑自己居然与周瑜相提并论。(人家一个大都督，我一
个凡夫俗子)

生2：笑自己老大无成

师：都有道理，是吗?



师：同学们，面对这大江赤壁，想到自己的老大无成，联系
自己的政治处境，于是作者发出了“人生如梦”的感叹。

师：同学们，自这首词问世以来，对“人生如梦”这句有许
多的争论，有人说反映了作者消极的思想，也有人有不同的
意见，你认为呢?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吧。

(学生讨论)

生：1、我认为，苏轼如此地执着，到头来也老大无功，壮志
未酬，而周瑜呢，年轻有为，功勋卓越，太伤感了。

2、即使是风流人物，英雄豪杰的周瑜，不也被这“大江”
的“浪”淘尽，淹没了吗?所以说，“人生如梦”，所以说有
消极的意味。

3、苏轼尽管有“人生如梦”的感叹，然而，作者的人生态度，
还是比较洒脱豁达的，“一尊还酹江月”，他“还是举起酒
杯，祭奠这万古长存的大江与明月吧”，还是把这苦闷，这
压抑寄情于这滚滚长的长江、高悬的明月吧!

师：同学们，这首词虽有消极的意味与成分，但，它并没有
影响全诗的格调与意境，这豪迈、雄壮的意境和略带消极(伤
感)的情绪与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主题歌同出一辙，两
词都写到了长江，也发表了对人生的态度，同时，也都用酒
表达了豁达的心胸。好，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感受同样豪放的
歌曲。

(学生欣赏《三国演义》的主题歌，提示学生关注歌词)

(五)拓展训练：

千里快哉风”作结。



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首词。

(出示苏轼图像与《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

(六)课堂小结：

生1：让我了解了宋词另一词派——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苏轼的
风格——雄壮、豪迈。

生2：让我更深入而全面地了解了词人苏轼，尤其是他写这首
词时壮志雄酬又不失豁达的胸襟，太让人感动了。

生3：让我再一次深刻体会到了“一切景语皆情语”的内涵。

生4：让我在课后会更深入地讲究宋词两派别的风格，也让我
在今后的业余时间有方法去鉴赏宋词----比较法、讨论法、
朗读法。

师：同学们，说得都很好，也很有体会。那就让我们一起来
背诵这首词来结束今天的课吧!

(学生背诵全词，播放音乐)

师：下课，同学们再见。

生：老师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