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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江花月夜》说课稿 

《春江花月夜》说课稿 1 

    开场白：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大家好。今天我说课的题目是《春江花月

夜》。  

    一、说教材:  

    《春江花月夜》是高中语文选修教材《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第二单元

第一篇。这门选修课既是对学生以前诗歌学习的继续，也是对学生诗歌学习的

深化。作为选修内容，本教材更是一个专题，旨在引导学生通过学习积累古诗

文鉴赏的方法。第二单元是“置身诗境、缘景明情”，重在通过对古典诗歌意

象的把握，发挥审美想象，体会和品味中国古典诗歌特有的意境美。  

    《春江花月夜》作为单元首篇，最能体现诗歌意境美的特点。本诗是流传

千年的经典，被闻一多先生誉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是本单元的重

点赏析篇目。基于以上认识，我确定的教学目标是：  

    本诗的教学目标是：  

    知识目标：挖掘和把握诗歌的主要意象；  

    能力目标：  

    ⑴、赏析本诗的景、情、理相融的手法，提高鉴赏诗歌的能力。  

    ⑵、提高学生联想和想象能力，进入诗歌意境。  

    ⑶、培养学生在诵读中感受诗歌的能力。  

    德育目标：反复朗读中启发阅读兴趣，领会诗歌的意境美、语言美，受到

美的熏陶和感染。  

    重点和难点解析：  

    诗歌鉴赏的重点是培养学生如何在反复吟诵中通过联想和想象把枯燥的、

抽象的语言文字还原成立体的、生动的画面从而把握隐藏在文本背后的诗人的

内在情思。这是欣赏诗歌至关重要的一环,因此我把提高学生联想和想象能力，

进入诗歌意境作为本节课的重点。我们的教育对象是中专学生，他们对古文学

方面的知识不是很深，但他们却需要从总体上提高自己的文学水平、文化修养

和人格素质,因此我把赏析诗歌的景、情、理相融的手法，提高鉴赏诗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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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本节课的难点。  

    二、说教法  

    适当的教学方法尽可能多地为学生创造动口、动脑、动手的机会，让他们

更多地参与教学，根据该课的教学目标、教材特点和学生的年龄及心理特征，

我采用以下方法进行教学：  

    1、诵读教学法  

    诗歌中蕴含着诗人丰富的想象和情感，有着和谐的韵律，最适合出声朗

读。通过教师和多媒体音像资料反复的声情并茂的吟诵，能使学生感受古典诗

歌的格律美、音韵美。同时通过反复吟诵，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语感，激发他

们的联想和想象能力，进入诗歌的情境。  

    2、讨论法。  

    语文课堂教学过程是师生之间针对文本这个平台平等对话和心灵沟通的过

程。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建议》中说："每一个孩子就天性而言都是诗

人。但是要让他们心灵的琴弦响起来。"语文课应该成为他们发表个人见解的舞

台。只有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参与讨论，平等对话，才能有助于培养和激发学

生阅读的兴趣和灵感，才有利于关注个体差异，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要，使

每个学生得到更充分的发展。  

    3、讲析法和点拨法。具体到诗歌《春江花月夜》的鉴赏中，由于学生接触

文本的时间有限，知识积淀和人生经历有限，很难理解诗歌中作者所发出的深

沉的宇宙人生的思索，因此在教学中进行简要的点拨很必要。  

    4、情境教学法。利用多媒体课件创设情境，启发学生去想象春江花月夜的

美、理解春江花月夜的美，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进而激发学生创造美的才

能。  

    三、说学法  

    教学的过程是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双向互动过程,在教学过程中要

重视师生的语言交际和心灵勾通,据此，我确定了以下学法：  

    1、联想、想象教学法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用语言塑造的文学形象是间接的形象,但它却能比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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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给人更多的审美感受,这是因为它给人提供的想像空间更大,回味余地更

多。因此要感受这些形象，欣赏它们，就要通过想像把语言还原成可视可听的

画面，进而走进这画面中去。  

    2、粗读和精读相结合的方法。  

    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说：“好读书，不求甚解。”其实就是采取粗

读的方法，整体感知。但《春江花月夜》这首诗意蕴极深，还应通过仔细揣

摩、深入探究即精读才能更好地走入文本、跳出文本。  

    3、意象分析法。  

    分析诗歌意象是学习诗歌的基本方法。本诗就包含有许多经典意象，如

“明月、江水、落花”等，学生要多品味，要将意象连缀，揣摩、感悟诗情，

方能体会诗境之隽永、高妙。  

    四、说教学程序：  

    课前准备：课前让学生搜集关于“月亮”的诗句，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和

情感体验。  

    1、新课导入。  

    好的导入，能营造适宜的课堂氛围，集中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对学习内

容产生浓厚的兴趣，以学生学过的有关明月的诗句切入，从明月意象导入全

篇。这样导入亲切自然，学生不感到陌生，还能引发学生探究热情——即将学

习的诗是如何写月的呢？  

    2、整体感知。  

    这一部分我承接导入语首先介绍了作者和对诗歌进行简单的介绍,其中把古

今对《春江花月夜》的评价介绍多一点,这也是这首诗的独特之处、从而使学生

对这首诗有一个整体的、全面的认识,然后播放配乐诗朗诵,使学整体感受诗歌

的美妙意境时能够有的放矢。  

    3、赏析诗歌。  

    首先给学生介绍了一点欣赏诗歌的方法和理念，中专一年级的学生已经有

了一定的自学能力，因此在教学中不仅要教给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教给学生

欣赏诗歌的方法，授之于鱼不如授之于渔。这一部分我分三个层次,也是三个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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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来赏析这首诗歌,一是欣赏诗的景物美,二是领悟诗的哲理美,三是鉴赏诗的情

感美、  

    其中在欣赏诗的景物美的过程中,我让学生根据诗歌内容展开联想想象,描

绘画面意境,使学生充分参与到课堂活动中去、在领悟诗的哲理美的教学过程

中,我在同学理解诗意的基础上拓展了古人对人生探索的内容,扩大了学生的知

识面,开拓了学生的视野、鉴赏诗的情感美是本首诗的主要部分,我把"思妇怀远

"这一片段作为重点赏析部分,基于此,我让学生以思妇的口吻，用第一人称改写

这一片段，写出思妇的情感和心理。学生交流所写的内容，感受诗歌的情感

美。收到很好的效果。  

    4、景情理相融的手法。  

    借助教材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人文主义教育是语文教育的重点，在这一

课中张若虚描述了动人心弦的春江花月夜之景，探索了宇宙的神奇奥妙,抒写了

游子思妇的离恨闺怨之情。使诗歌的内容和形式达到了完美统一,这是这首诗的

主要特点也是这节课的教学重点,因此我把分析情景理相融的手法作为教学一个

重要的教学环节、在这里,我用"月"这一意象作为切入点,引导学生理解作者是

怎样以月为纽带，贯通了情景理这一写法的,提高学生鉴赏诗歌的能力。  

    5、总结。  

    小结是教学的必要环节，学生自主总结本课内容及学习心得。让学生发挥

主体作用，感受到课堂学习的乐趣和意义，为进一步的学习奠定良好基础。  

    6、布置作业：  

    作业部分我是把它作为课堂的延伸比较部分来设计的。把张九龄的《望月

怀远》与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比较，分析两首诗的异同。  

    张若虚的诗显然远远超过了前者，特别是它反映的宇宙意识和人生哲理，

更是前者所没有的。让学生试着从意象的组合、意境的创造、题材的选择、主

题的提炼加以比较，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7、关于板书设计也即结语，如下图所示：  

    月生——月照——月斜——月落  

    我这样设计主要是根据作者的写作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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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说课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希望各位老师多提意见，给我们年轻人一

个不断进步的机会！我的说课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春江花月夜》说课稿 2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今天我要说的课是《春江花月夜》，我将从七个方面来说这篇文章，依次从

教材分析、学情分析、目标分析、教法分析、学法分析、教学过程、教学延伸

等七个方面来说。  

    一、我们来看教材  

    《大学语文》是 21 世纪高职高专规划教材，旨在以浓厚的优秀历史文化积

淀构筑学生的精神支柱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把大学生真正塑造成具有高尚情

操、完美人格、丰富知识、学有所长的高素质优秀人才。而《春江花月夜》是

文学欣赏里很重要的一首诗歌，它选自上篇的第二单元，生命之悟单元，是唐

初张若虚写的一首著名的诗歌，它融美景、美理、美情与一体，让我们不但欣

赏到美景，感觉人世间的真情，而且还能引起我们对生命，对人生，对宇宙进

行深思。从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古人对这首诗的评价是“孤篇压

全唐”、“盛唐第一诗” 、“春风第一花” 、“孤篇横绝，竟为大家”。现

代著名诗人闻一多先生誉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而且通过这首诗的

欣赏，我们会掌握一些欣赏诗歌的基本方法。  

    二、学情分析：  

    高职一年级的学生，欣赏诗歌基本上只是从感性上来欣赏，还停留在高中

时候的学习方法，习惯于听老师讲，所以要改变他们原有的固有的模式，调动

他们的积极参与的意识。让他们欣赏诗歌从感性欣赏上升到理性欣赏。  

    三、目标分析：  

    主要完成三个目标。  

    知识目标：通过本诗的欣赏讲解，掌握欣赏诗歌的一些方法和技巧，提高

自己的欣赏水平。这也是教学中的重点。  

    能力目标：训练同学们进入诗歌的意境，说出诗歌的美妙之处，锻炼同学

们领悟诗歌韵味的能力、朗读能力和说话能力。这也是教学中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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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感目标：通过本诗的讲解，培养同学们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珍惜一切

美好的东西（包括热爱大自然，热爱全人类；珍惜亲情、友情和爱情；珍惜时

间、珍惜青春）等情感。  

    四、教法分析：  

    《春江花月夜》是一首韵律优美的诗歌，它带有一点淡淡哀愁的离别愁

绪。这种离愁始终透露出一种空蒙、迷惘、柔和的情调，象轻梦飘过。因此，

我的教学设计把本课教学分为四大板块，  

    即“听读？朗读？品赏？迁移”。根据本课的教学目标和重难点，我准备

采用诵读法、欣赏法、发现法、情境法、讨论质疑法。  

    诵读法：正所谓：“熟读百遍，其意自现。”诵读可让学生体会情感美，

节奏美，音乐美。  

    欣赏法：引导学生欣赏本诗的美景，美理，美情。  

    情境法：再现诗歌的情境，走进诗歌的意境。  

    发现法：引导学生发现，比方说此诗中月亮的变化，此诗月亮与其它诗歌

的月亮有何异同。  

    讨论质疑法：就一些评论和问题进行讨论和质疑，提高我们的思维能力和

创造能力。  

    五、学法分析：  

    我将结合教学中的四大板块，听读、朗读、品味、迁移，指导学生“美美

地听”、“美美地读”、“美美地品”、“美美地说”。力争能通过这四个环

节，使学生感受诗歌的意境之美，并在此过程中培养审美能力。  

    1、自主学习法。自己诵读，自己欣赏本文，说说自己的感受。老师作点

评。  

    2、合作探究法。通过“问题？？探究”教学途径，促使学生进行主动探究

学习，让学生在分析、比较、思考、讨论、释疑中达到“问题由学生提出，过

程让学生参与，疑难由学生解决”的目的，把学习的过程、学习的时间和学习

的权利还给学生，帮助学生在积极体验中学会学习，善于学习。  

    六、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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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用两个课时来完成这首诗歌的教学任务。  

    1、引入新课（让同学们听）：先欣赏民族音乐《春江花月夜》的曲子，再

听配乐诗朗诵《春江花月夜》，旨在营造一种优美的气氛。  

    2、整体感知（让同学们读与品）：让同学们读出自己最喜欢的句子，说说

自己最喜欢的句子及原因，并感受本诗主要写了什么内容。旨在培养学生独立

阅读、思考的能力。  

    3、欣赏此诗（让同学们品与说）：通过一些问题的设置，来引导学生怎么

来欣赏诗歌和怎么样走进诗歌的意境，然后根据同学们刚才整体的感知来谈每

一部分的内容与自己的感受。老师作点评与深化。旨在从独立学习转向合作探

究，同学之间、师生之间相互质疑、相互启发，拉近了师生间的距离，有利于

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落实了教学重点和难点，完成教学目标。  

    4、讨论一些问题（让同学们说）。针对前人对此诗的相反的评价，我们来

讨论，并适当的设置一些较有难度的问题来引起同学们的讨论。让他们畅所欲

言使他们的思维呈发散型，拓宽他们的思路。  

    （问题①：有人说这首诗哀而不伤，艳而不糜。怎麽理解这句话。  

    问题②：本诗写的明明是离别相思之苦，为什么还说是情美？）  

    5、板书设计：（见说课课件）  

    七、教学延伸：  

    1、本文最重要的意象是“月”，我们学过哪些关于“月”的文章和诗歌，

总结一下它们的特点，并说明一下“月”这个意象有哪些含义，想想为什么中

国文人为什么这么喜欢月亮。还有“江水”和“落花”这俩个意象，有哪些含

义。教学延伸旨在引导学生把学过的知识综合欣赏，发现它们中的相似点。提

高同学们的欣赏水平。  

    2、欣赏张九龄的《望月怀远》，并谈谈《望月怀远》与《春江花月夜》有

何异同。旨在让同学们巩固所学知识：怎么样来欣赏诗歌。并让他们找出异

同，提高他们的判断能力、思维逻辑能力和欣赏水平。  

    《春江花月夜》说课稿 3  

    说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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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江花月夜》是选修教材《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第二单元第一篇。

这个单元学习重点是要求“置身诗境，缘景明情”，即通过把握意象、发挥想

象，体会和品味中国古典诗歌特有的意境美。《春江花月夜》作为首篇，最能体

现诗歌意境美的特点。诗人通过对春江月夜美景的描写以及丰富的想象，将读

者引入一个情思浓郁的诗境，引领读者感受游子、思妇两地相望、相思之情。

全诗景、情、理完美融合，既描绘了一幅月夜的美丽画面，又表现了一种迥绝

的宇宙意识，一个更深沉、更寥廓、更宁静的境界，情韵悠长而又不乏深刻。  

    说学情  

    学生对诗歌是不陌生的，对学诗也有一定的经验体会，但对诗歌鉴赏方法

并不能系统的掌握。本诗作为选修内容，重在让学生通过学习积累诗歌鉴赏的

经验方法，所以教学过程要注重学法指导，让学生全程参与。  

    本诗内蕴丰厚，学生难以轻易把握，教学时我将及时点拨，引导学生探

究，鼓励学生想象和大胆质疑。  

    说教学目标(根据前面的分析设置相应的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了解张若虚，在诵读中初步感受诗歌。  

    过程与方法：通过想象和联想，感受意境，体验诗情，提高诗歌鉴赏能

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激发学生学习古诗词的热情，培养学生对古典文学的

热爱之情。  

    说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单元主要就是学习如何通过对古典诗歌中意象的把握，发挥想象，体会

和品味中国古典诗歌特有的意境美。本课也不例外，要求学生随着诗篇的进

度，循着月光的扩散，展开丰富、奇妙的想象，在脑海中再现一幅幅美丽的月

下风景变幻图，同时还要细细品味画境中缥缈、朦胧的情思，感觉诗人感情节

奏的变化和诗歌跌宕起伏的音乐美。因此设置以下重点和难点：  

    重点：展开联想和想象，进入诗歌意境。  

    难点：理解景、情、理如何有机地融合的。  

    说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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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课程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提倡学生参与确定学习目标、学习进度

和评价目标，在学习中积极思考，在解决问题中学习，这就是强调学生的自主

学习。而情境是个很好的引子，学生在教师创设的情境中，能够深刻体验情

感、闪现思维火花、发现疑难问题、交流心得体会、激发创新思想，实现主体

性的角色本位。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中指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与学生积极互

动、共同发展，要处理好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关系，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性

和自主性，引导学生质疑、调查、探究，在实践中学习，促进学生在教师指导

下主动地、富有个性地学习”。  

    依据以上分析，预设本课的教学方法主要为：  

    情境导入法、自主探究法  

    说课前准备  

    本诗意蕴丰富，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算是长诗了，学生必须要课前预习才能

一节课完成教学计划，根据教师的预设问题学生预习，学生能在上课前初步读

懂诗歌。  

    预习任务：了解作者，初读诗歌，根据注释疏通诗歌了解大意，阅读课文

后面的赏析示例，要求学生在欣赏时，展开想象，把语言文字还原成既符合原

作的描绘又带有学生自己审美情趣的画面。  

    初步感受写了何景？蕴含了何理？抒发了何情？  

    说教学过程  

    一、导入（2分钟）  

    当我们遥望夜空，看见朗朗明月之时，心中总是引起无限遐想。我们自然

会想到与月相关的诗句，(学生回忆有关“月”的明诗，教师投引收集的名句。

学生品味诗句，思考这些诗句通过写月表达什么情怀。学生基本能答出是思

乡、相思之情。教师因势利导，导出本节课学习内容。）月是古典诗歌的经典意

象，诗人们或在月中寄托自己的情思，或因月引发哲理思考。在唐代，有一位

诗人因为一轮明月而成就了诗坛的千秋美名，他就是张若虚，这首诗就是《春

江花月夜》。 （从古诗切入，引出月这一诗歌意象，创设情境，自然亲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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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明确本节课学习内容，激发学生的鉴赏热情）  

    二、整体感知：（10 分钟）(投影展示问题) （学生自主探究，把握诗歌主

要内容。）  

    1、一读 播放朗诵。（播放，展示图片和配乐）  

    学生倾听范读，体会感情和节奏。哪一种意象贯穿全篇？  

    明确：月。写月的诗句最多。月是一条生命纽带贯穿全诗，将景物和情感

联系起来，春、江、花、夜都只是作为月的陪衬。  

    2、找出写有月的诗句，品读这些诗句，思考全诗写了月的几种状态？  

    明确：写了月的四种状态，即初生的月（海上明月共潮生）——高悬的孤

月（皎皎空中孤月轮）——西斜的月（江潭落月复西斜）——落月（落月摇情

满江树）  

    从月生到月落，这是一条时间线索。  

    3、随着月的变化，作者写了哪些内容，感情的起落是怎样的？  

    明确：全诗围绕月的变化这样一条时间线索，写了月下美景、作者的哲理

思考、思妇怀人、游子梦乡、梦醒后的情韵几方面内容。诗情从高亢逐渐平

缓，又走向低回、哀怨，最后是梦醒后的孤寂。结尾情韵悠长，让人回味无

穷。这首诗虽然带着些许感伤和凄凉，但总的看来并不颓废。它展示了大自然

的美，表现了对青春年华的珍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种对于宇宙和人生

的真挚的探索，也有着深长的意味。  

    作者简介（教材注释①）  

    知人论世，主要是了解作者生活在盛唐时期，从而深刻感受诗歌的感情旋

律,诗人的情绪哀而不伤，我们听到的不是哀怨和绝望，而是青春、热情的盛唐

之音在诗人心中的回响  

    “孤篇压倒全唐”  

    “诗中之诗,顶峰上的顶峰”（闻一多）  

    问题的设置主要涉及对诗作内容的理解。教师预设的问题具有连贯性：  

    问题 1的“月”意象是本诗的主要意象，一切夜景正是因为有了月才能看

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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