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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相》《蜀道难》教学设计优秀 6 篇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可能需要进行教案编写工作，编写教案有

利于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那么应当如何写教案呢？以下

是人见人爱的本店铺分享的《蜀相》《蜀道难》教学设计优秀 6 篇，

如果能帮助到您，本店铺的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蜀相教案 篇一 

  知识与能力： 

  1、了解诗歌创作的时代背景，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初步掌握

古诗的诵读。 

  2、把握重点词语，分析景物意象，体味作者的思想感情和作品

的深层意蕴。 

  过程与方法： 

  1、反复吟诵，细细品味诗歌蕴含的思想感情，感知诗歌的声韵

美。 

  2、充分调动学生的参与意识，采用讲析和讨论相结合的方法。 

  3、点拨法。对于诗歌，点拨最能体现意境的语句或诗歌的特点。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感受诗人忧国忧民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 

  教学重难点： 

  1、体会作者思想感情的变化过程。 

  2、把握文中对比和“比兴”手法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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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把握重点词语，分析景物意象，体味作者的思想感情和作品

的深层意蕴。 

  教学方法： 

  诵读法，讨论法 

  课时安排 ：1课时 

  教学步骤 

  一、导入新课 

  他是一位距今一千二百多年前的诗人， 一位用他的诗歌感染了

一代又一代心灵的诗中圣哲。他是仁爱传统精神的集大成者，他是辉

煌唐诗队伍的领军人物，他是目光敏锐烛照黑暗的孤独的歌手，他是

上下求索壮志难酬的执著的斗士。他是谁？今天，让我们再一次走近

他。 

  二、知人论世：(学生展示课前预习，教师适时补充强调。) 

  杜甫的一生约可分为四个时期： 

  1、三十五岁以前，是他的读书和壮游时期。 

  2、三十五到四十四岁，十载长安的困守时期。当权的是奸相李

林甫和杨国忠。杜甫不仅不能实现他做宰相的政治抱负，而且开始过

着屈辱的生活。十年困守的结果，使杜甫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 

  3、四十五岁到四十八岁，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贼与为官时

期。这是安史之乱最剧烈的时期。曾被乱贼所劫，脱贼后，他被任为

左拾遗，这是一个从八品、却又很接近皇帝的谏官。就在作谏官的头

一个月，上疏时不料触怒肃宗，几受刑戮。从此他屡遭贬斥，但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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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加接触人·民生活。 

  4、此后杜甫弃官，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

了两三年，最后死在由长沙到岳阳的一条破船上。 

  杜诗在语言艺术方面是有突出成就的。他的语言经过千锤百炼，

用他自己的话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在文

学史上的成就是把现实主义推向高峰。 

  《蜀相》是一首七律，是上元元年（公元 760 年）杜甫寓居成都

游诸葛武侯祠时所作。全诗对诸葛亮献身于国家统一大业的一生作 m. 

了高度评价，表达了诗人对诸葛亮的无限敬佩和悼惜。 

  三、诵读感知，觅得诗心 

  １、古人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学习古代诗文，尤其要

重视诵读。下面我们把这首诗齐读一遍，希望大家读准字音，读准节

奏。 

  《蜀相》是一首七言律诗，律诗的句式一般是每两个音节构成一

个节奏单位，每一节奏单位相当于一个双音词或词组，音乐节奏和意

义单位基本上是一致的。七言句的节拍有两种方式：X X一 X X一 X X

一 X 和 X X 一 X X一 X一 X X。 请同学们据此给《蜀相》的诗句划

分节拍。 

  ２、纠正字音。 

  ３、集体再次齐读。 

  ４、把握诗歌情感基调。——悲凉、伤感。（读得稍慢，读得深

沉，读出点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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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请班里朗读水平最高的同学来读一读。（同学们推荐） 

  ６、诗言志。我们读诗，要学会揣摩作者的思想感情。如果要你

将全诗表达的情感浓缩到一个字上，你会想到诗中哪个字？ 

  “寻”字。因为作者表达的是对诸葛亮的敬仰之情。 

  “泪”字。因为全诗表达的是作者的惋惜之情，为诸葛亮出师未

捷而惋惜，为不得志的英雄而惋惜。 

  ７、小结：在这首诗中作者表达的正是这两种情感：对诸葛亮的

景仰之情以及对他和像他一样的英雄壮志未酬、功业未就的惋惜之情。 

  四、涵咏字句，品出诗味 

  （一）谈谈对题目的理解？谈谈标题改为“诸葛祠”好不好？ 

  揣摩词句 研读景情关系 

  （二）全诗八句四联，可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前两联，即首联和颔联）：写谒武侯庙之所见。 

  1、开头两句用了什么修辞手法？题为“蜀相”，却从“丞相祠

堂”写起，有何用意？“柏森森”用在诗中有何深意？（“锦官城”

是成才的别称。因织锦业发达，汉朝曾设有锦官来管理，所以后来又

把成都称为锦官城。） 

  2、第二联中“自”、“空”如何理解？ 

  第二部分（后两联，即颈联和尾联）：写谒武侯庙之所感，是主

旨所在。 

  3、颔联上半句何以写刘备三顾茅庐？是否走题？ 

  4、尾联“英雄”具体指哪些人？为什么诸葛亮的结局“长使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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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泪满襟”？ 

  5、本诗的主旨是什么？抒发了诗人怎样的情怀？ 

  6、总结拓展 怀古诗的特点 

  怀古诗：由凭吊古迹而产生联想、想象，引起感慨而抒发·情怀

抱负。如杜甫的《蜀相》、刘禹锡的《乌衣巷》、《石头城》、李白

的《登金陵凤凰台》、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辛弃疾的《永遇

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等等 。 

  内容特点： 

  ①表达像古人那样建立功业志向，抒发对古人的缅怀之情； 

  ②抒发昔盛今衰的感慨，暗含对现实的不满甚至批判，多借古讽

今； 

  ③忧国伤时，揭露统治者的昏庸腐朽，同情下层人·民的疾苦，

担忧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 

  ④悲叹年华消逝，壮志难酬。 

  附：参考答案 

  （子美，少陵野老，杜工部，诗史，诗圣，现实主义 

  《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

别》） 

  （浪漫主义，太白，青莲，诗仙，笔落惊风雨） 

  1、对题目的理解：“蜀相”就是诸葛亮。公元２２１年，魏、

蜀、吴三国鼎立之时，刘备在四川成都立国称帝，历史上称为蜀汉，

任命诸葛亮为丞相，所以杜甫称诸葛为“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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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本诗表达的感情是对诸葛亮的敬仰而不是诸葛祠。全诗着

眼点在诸葛亮这个人不在诸葛祠这个地。如果用诸葛祠就偏了。 

  2、设问，自问自答，点明丞相祠堂的所在地。 

  从“丞相祠堂”写起，而题为“蜀相”，写祠堂是为了写人，表

达了对诸葛亮的追思、仰慕和钦敬。一个“寻”字突出了这种感情。

因为心思其人，所以才要寻访其庙。 

  “柏森森”一词，“森森”是高大茂密的意思。一是写出武侯祠

的历史悠久，静谧、肃穆的气氛，适合追奉先人；二是衬托诸葛亮高

大、正直的形象，表现了历代人·民对诸葛亮的爱戴，表达了诗人对

诸葛亮的崇敬之情。 

  3、第二联写祠中之景。其中包含着诗人的感叹。“自”与“空”

使句意相反相成写出祠中凄凉，冷落的景象和气氛，渗透着作者瞻仰

祠堂时无比感伤的内心感受。寓情于景，耐人深思。 

  4、这上句实为从侧面烘托诸葛亮的才智和抱负。下句则是对诸

葛亮一生功业的最精辟的概括，赞扬他鞠躬尽瘁、忠心耿耿的的精神。

是正面描写。两句是工整的对偶句。 

  因为许多人与诸葛亮的经历相似，也壮志未酬，他们甚至还不如

诸葛亮，如杜甫，尽管想当贤相，却不得重用，只有仰慕别人的份，

因此必然会“泪满襟”。 

  5、英雄指像诸葛亮一样壮志未酬而含恨终身的英雄人物。也包

括杜甫自己，从小立志干一番事业，却郁郁不得志，一生坎坷。 

  诗人借歌颂诸葛亮的过人才智和丰功伟绩，惋惜诸葛亮的壮志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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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抒发了自己的功业未就的深沉感慨。 

  初中语文《蜀相》公开课教案 篇二 

  一、学情分析和教学设想 

  古诗鉴赏是高考的一个重要考点，也是一个难点。在平时的教学

中，语文教师经常面临着这样的困惑：在鉴赏古诗时，学生对课文把

握透彻，领悟深刻；但是，单独做题时，却一筹莫展，无从下手。怎

样把课内知识与课外知识联系起来，如何指导学生运用课堂上掌握的

方法去解决课外的问题，从而培养学生融会贯通、举一反三的能力，

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本课便是笔者在这方面进行的一些探索和尝试。 

  教授《蜀相》这首诗时，笔者的设想是让学生通过本诗的学习，

掌握单元要求“知人论世”的赏析方法。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课堂教学设计时，采用“提问法”来授课。为此，设计了读、问、

背、练这几个环节，力图让学生通过掌握作者和主人公的身世和所处

的时代背景，迅速进入诗歌中去，并能从诗歌中读出个人的体会。 

  二、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能力 

  了解杜甫的生平，背诵全诗。 

  （二）过程与方法 

  1、结合作品创作的背景，体悟诗人的思想感情。 

  2、品味关键词语，进而把握诗句意蕴。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感受杜甫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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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学重点 

  1、诗中有关诸葛亮的典故； 

  2、诗歌颔联所表现的意境，“空”、“自”两字的作用。 

  四、教学难点 

  品味诗歌语言，体悟作者感情。 

  五、教学方法 

  朗读法，讨论法，探究法。 

  六、教学时间 

  一课时 

  七、教学过程 

  （一）温故知新，导入新课 

  今天，让我们共同走近杜甫。 

  韩愈在《调张籍》中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杜甫，我国古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有着积极的入世思想：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有着心念苍生的博大胸怀：安得广厦千

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他坚持着这样的生活信念：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 

  但是，杜甫的生活并不如意，他一生颠沛流离。在他人生的最后

时期――“安史之乱”后的第五年――公元 759 年，诗人来到成都，

开始了他“飘泊西南天地间”的生活。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诗人飘泊成都期间所写的作品――《蜀相》。 

  （二）紧扣文本，知人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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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诗歌的题目是“蜀相”，所指的是三国时期刘备蜀汉政权的

丞相――诸葛亮。元代方回《瀛奎律髓》中说：“子美（杜甫字）流

落剑南，拳拳于武侯不忘。”那么，本首诗的哪个句诗，具体描述了

诸葛亮的事迹？ 

  明确：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 

  2、在这几个诗句中，杜甫提及了哪些史实？它可以让我们想起

诸葛亮的哪些际遇？ 

  明确： 

  “三顾频繁”、“两朝开济”、“出师未捷”这三个“史实”。 

  诗句史实际遇 

  三顾频烦天下计三顾茅庐 

  定计天下得到用武地 

  两朝开济老臣心开创蜀汉 

  济助后主施展个人才华 

  出师未捷身先死出师未捷 

  身死前线壮志未酬 

  4、“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这两句诗，包含了

作者杜甫怎样的思想情感？ 

  明确： 

  称颂，崇敬，仰慕的思想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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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结 1、 

  诸葛亮帮助刘备开创蜀汉事业，又辅佐刘禅支撑艰难局面，建立

了丰功伟业，是个德才兼备的人物。诸葛亮死后，被封为武侯。后人

建有武侯祠，用来纪念这位忠心耿耿的旷世英才。 

  5、诸葛亮虽然雄才大略，功业昭著，最终却英年早逝，赍志而

殁。这，就不能不使人为之叹惋了。至此，诗人情不自禁地写下了下

面的千古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句诗中的

思想情感，又是怎样的呢？“长”字，能否改为“常”字？ 

  明确： 

  深沉、叹惋、感伤的思想感情。 

  长：永远，永恒；毫无例外。常：常常，经常；偶有例外。 

  6、作者说，“长使英雄泪满襟”。这里的“英雄”，指的是什

么样的人？那些“泪满襟”的“英雄”群体之中，是否也应该包括作

者本人？ 

  明确： 

  英雄，指那些壮志未酬而含恨终身的人们。当然也包括作者本人。

作者从小志存高远，却一生坎坷，郁郁不得志。 

  7、既然“英雄”之中，包括杜甫自己，我们就来看看，杜甫为

何会为诸葛亮而泪满衣襟。请完成以下表格，比较杜甫和诸葛亮在某

些方面的异同。 

  诸葛亮杜甫 

  个人抱负北定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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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复汉室致君尧舜上，更使风俗淳 

  生平经历三顾茅庐 

  白帝城托孤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遭遇原因得逢明主怀才不遇 

  命运出师未捷 

  身先死壮志未酬身已老 

  小结 2、 

  诸葛亮的抱负，是“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

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杜甫的

志向，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由此可见，天下英雄，往往

以天下为己任，抱负相同，使命类似！也正因此，才有这样的说法：

“惺惺惜惺惺，英雄惜英雄。” 

  8、对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为何“英雄”们尤其感到痛

心？ 

  提示：历史上“壮志未酬”的“英雄”，还有哪些？请以我们熟

悉的诗人和词人为例，说说其事迹和相关的诗句。 

  明确： 

  虽九死其犹未悔。 

  （战国？屈原《离骚》）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唐？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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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北宋？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南宋？陆游《书愤》） 

  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南宋？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南宋？辛弃疾《破阵子》） 

  小结 3、 

  世俗往往以成败论英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然而，英雄

的成功，既离不开个人的主观努力，更不可逾越客观环境和条件。这

是功利、浅薄的世俗，所不明白的地方。“未捷先死”之身，和诸葛

亮的“定计天下”的雄才，所构成的，是一种无法超越的客观矛盾。

这种矛盾，是宇宙的久远和人生的短暂之间的矛盾。这是人生诸种矛

盾之中最无法逾越的一种。诸葛亮得逢明主，拥有用武之地，尚且赍

志而殁。这更令那些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英雄”，断肠恸哭！ 

  后世的英雄，与其说，在为诸葛亮的结局和归宿而流泪，不如说，

也是在为自己的命运和遭遇，而流泪！ 

  （三）赏析景物，品味词句 

  教师过渡语： 

  这样看来，诗歌好像只要后面的四句，就已经说够了意思。那么，

作者为何还要写前面四句呢？让我们再来学习诗歌的首联和颔联（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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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前四句，紧紧扣住了哪一个字来写景？这一个字，表达了作

者怎样的感情？ 

  明确： 

  “寻”：特意去找，急切去找。 

  “寻”字，体现了作者的一种情感――崇敬、仰慕。 

  祠堂周围都是高大茂盛的柏树，渲染了什么氛围？ 

  明确：庄严肃穆 

  小结：松柏有万古长青之意，暗指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的精神常在。 

  10、作者在丞相的祠堂，到底“寻”到了什么景？ 

  明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11、这两句诗，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情感？ 

  试将这两句诗改动一下，大家对比分析，看原诗句用词之妙处：

映阶碧草“尽”春色，隔叶黄鹂“皆”好音。 

  明确： 

  改动之后，境界全变。 

  改动后的诗句，用“尽”和“皆”写出的，是春意盎然、赏心悦

目的景色，显露的是欣喜愉悦的情感。这，显然不符合作者景仰蜀相

诸葛亮的心境和原意。 

  而在原诗句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满院的碧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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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春色，却空空荡荡，无人欣赏。因为“自”“空”二字，却使诗

意逆转：碧草萋萋，无人欣赏；黄鹂婉啼，无人倾听。因为，人们（也

包括作者杜甫自己）景仰蜀相诸葛亮，其他一切，都已弃置一旁，无

心问津。衬托手法，乐景衬哀情，十分巧妙。 

  因此，原句用词，情感极其庄重，手法极其高明。 

  （四）走近诗人，探究题旨 

  12、杜甫在《诸葛庙》一诗中这样说：“久游巴子国，屡入武侯

祠。”很显然“丞相祠堂”，是用不着反复寻找的。那么，作者“屡

入”武侯祠，到底是要“寻”什么？ 

  明确： 

  当时的唐王朝，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藩镇割据，山河破碎；生

灵涂炭，民不聊生……心系国家的诗人杜甫，是多么渴望能有一 

  《蜀相》教案 篇三 

  知识目标 

  学习《登高》了解咏怀诗情景交融的特点。 

  学习《蜀相》了解咏史诗借古伤今的特点。 

  能力目标 

  通过参照对比，学会鉴赏作品，进而体会杜甫沉郁顿挫的诗歌风

格 

  把握重点词语，分析景物意象，体味作者的思想感情和作品的深

层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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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意目标 

  感受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操和对理想境界追求的精神。 

  教学设想 

  1．通过比较、涵咏，赏读结合，揣摩诗歌的丰富意蕴，体会诗

人的风格特征。 

  2．点拨、讨论、讲析相互结合，积极调动学生参与意识。 

  3．拟采用屏幕投影的方式，准备与诗歌内容相近的风景图片及

相关的诗词、资料，达到形象、直观的效果，并扩大课堂的容量。 

  4．教学用时：一课时。 

  教学重点难点 

  1．重点：引导学生学会涵咏鉴赏诗歌，提高审美能力和审美品

位。 

  2．难点：理解杜甫，真正领会诗人博大的胸襟、体会出诗中郁

勃的情势。 

  教学过程设计 

  步骤 

  教 师 活 动 

  学 生 活 动 

  设 计 意 图 

  诵读感知 

  觅得诗趣 

  【投影】课前投影杜甫肖像，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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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问】知道他是谁？熟悉他的诗吗？请几位同学读一句你最喜

爱的杜甫写的诗。 

  蜀相教学教案 篇四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掌握诗歌诵读的基本方法。 

  2、了解诗歌常见的表现手法。 

  能力目标： 

  1、多诵读，多推敲，理解诗中的言外之意。 

  2、了解常见的艺术手法并运用其解读古代诗歌、体味意境。 

  3、把握重点词语，分析景物意象，体味作者的思想感情和作品

的深层意蕴。 

  情感目标：感受诗人忧国忧民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 

  教学重点： 

  了解诗歌创作的时代背景，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初步掌握古诗

的诵读。 

  教学难点： 

  把握诗歌的景与情，感受品味诗歌的意境。 

  教学方法： 

  1、反复吟诵，细细品味诗歌蕴含的思想感情，感知诗歌的声韵

美。 

  2、充分调动学生的参与意识，采用讲析和讨论相结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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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点拨法。对于诗歌，点拨最能体现意境的语句或诗歌的特点。 

  教学时间： 

  1 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语设计 

  1、聊聊流行歌曲，带出唐朝乐队，说《梦回唐朝》，介绍大唐

盛世和写作背景，明确教学任务。 

  同学们知道老师刚才给大家放歌曲的原因吗？（缓解紧张情绪）

想让大家知道我也曾和你们一样的年轻，不过现在老了；我也很喜欢

流行音乐不过老师比较喜欢那些有一定文化底蕴的。所以老师很喜欢

唐朝乐队的歌。唐朝乐队是中国当代最著名的摇滚乐队。老师最喜欢

他们的成名曲《梦回唐朝》。喜欢这首歌，不仅仅是因为它好听，更

重要的是这首歌总能将我带回大唐盛世。 

  大唐盛世是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这时国家统一、经济繁荣，

政治开明，文化发达，对外交流频繁，社会充满自信，民族的自信心、

自豪感，以及气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

不呈现出活跃的状态。其国势之强盛，气象之恢宏，确是令人叹为观

止，她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亮点，放到世界历史上也是值得我们

骄傲的一片辉煌。然而，遗憾的是，大唐盛世只维持了短短的五十年。

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大唐盛世便像纽约的世贸大楼一样轰然倒塌了，

而且，从此就走上了日益衰落的不归路。因此生活在那时的人们就仿

佛一下子从天堂掉到了地狱一般，他们的感受是可想而知，尤其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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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他们的感受就更强烈了。今天我们

要学习的古诗《蜀相》的作者杜甫就是这样一个忧国忧民，以天下为

己任，有极大抱负却壮志难酬的人。这首七言律诗《蜀相》就是他在

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写就的。当时正处于安史之乱。 

  2、《蜀相》是一首古诗。学习古代的文学作品，诵读是非常重

要的。古人云，读书百遍，其意自现。又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

作诗也会吟。我们今天虽然不提倡写古体诗，但是经常诵读，对提高

阅读古诗文的能力，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无疑会大有好处。今天我们

的主要任务就是从基调、感情、格律三方面来学习古诗的诵读。 

  二、了解诗歌基调，初步把握诵读。 

  1、基调就是指诗歌所抒发的基本感情，我们通常都是根据诗歌

的写作背景和主要内容来把握的。所以，首先就请同学们结合刚才老

师介绍的写作背景，迅速浏览诗歌，把握诗歌的感情基调：杜甫在这

首诗中抒发了一种怎样的情感？（或：那么，有谁能结合刚才老师介

绍的写作背景来说说这首诗歌的感情基调吗？） 

  明确：抒发的是感伤、叹惋的心情，这也正是全诗的基调。 

  2、诵读指导：诗歌的感情基调是感伤的、叹惋的，那我们在诵

读时该怎样来表现呢？是读得快还是读得慢，是读得激昂还是读得低

沉，是读得如奔流瀑布一泻千里，还是读得如百尺深潭潜流暗涌；是

读得如“间关莺语花底滑”，还是读得如“幽咽泉流冰下难”？ 

  要读得稍慢，读得深沉，读出点感伤。 

  3、请一个学生，再请学生评，再让评的学生读，再评，再听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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