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丹青不知老将至，贫贱于我如浮云。——杜甫

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白居易》

第一篇：《说木叶》 教案 

《说“木叶”》教学设计  

三维目标 1.理解中国古代诗歌中“木叶”意象的意蕴；比较 “（落）木（叶）”与“树（叶）”的不同，

把握“木”的艺术特征。  

2.学习把握诗歌中意象所表现出的感情色彩，了解诗歌语言具有潜在暗示性的特点，明确本文写作目的。  

3.培养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热爱之情，、初步培养、感悟诗歌中意象所表现出的丰富意蕴，提高诗歌的阅

读欣赏能力  

教学方法：  

1、学生探究为主，师作引导； 2指导学生通过抓关键词句，筛选主要信息来解答有关问题，把握文意；

3多媒体辅助教学  

四、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面对飘零的落叶，古往今来无数的诗人，将之定格成永恒的风景，凝聚

成挥之不去的情结。诗词填空  

1、（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论明确，以上诗句中“落木”与“落红”分别是“落叶”与

“落花”，作者为何不用“落叶”与“落花”，却用“落木”与“落红”？这个问题我们请著名学者林庚先

生来作解答，导入课文学习。  

二）释题：“说”属于议论文体，本文是文化随笔（文艺短评）；“木叶”是文章论题，本文是就古诗中

“木叶”意象进行分析说理。我们的古诗人是“敏感而有修养的”，他们似乎参透了深奥的美学和心理学原

理，创造了耐人“触摸”的精妙的诗歌语言，这语言是不可能作出所谓的科学的解答的，需要我们用心灵

去解读。 “诗歌是激情和想像的艺术。只有用你的激情与想像去品读，“诗的感觉”才会喷涌而出。” 同

学们，就让我把这几句话作为本堂课的“题记”献给大家。让我们一起带着的激情和想象，走进诗歌的殿

堂吧。 三）作者介绍（指生读屏幕上内容）阅读思考 1.“木”与“树”的意味有什么异同？  

2.“树叶”与“木叶”的潜在意味有何不同？ 3.“落叶”与“木叶”的意味有何不同？ 4.“落木”与

“木叶”的意味有何不同？ 5.“木”在形象上有哪些艺术特征？  

四）研读课文（老师作方法指导：各种读法结合，通过抓文段中关键词句，筛选有效信息，来把握文

意，回答有关问题。） 

1、略读文章前三段，讨论明确以下问题： 1）本文谈到了一个什么文学现象？‘‘木叶’’是历代诗人

笔下钟爱的对象。  

2）“木叶”是什么？对此作者有何质疑？“木叶”一用再用，且有所发展（落木）产生过许多精彩的

诗句； “树叶”“落叶”却无人过问。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追问 1：从概念上讲，“木叶”就是什么？讨论，明确：就是“树叶”。  

追问 2：既然二者在概念上完全一致，为什么会给人如此不同的感觉呢？请同学们结合作者所引用的诗

句来体会。  

引 1：树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 桂树丛生兮山之幽。 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叶： 叶密鸟飞得，

风轻花落迟。 皎皎云间月，灼灼叶中华。  

思考：这所有的诗句，都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枝繁叶茂，浓阴匝地  

树与叶之间的联系：树与叶之间的形象并不互相排斥，而且十分一致，它们都带着密密层层林荫的联

想因此树叶可以简化为叶。  

3）“木叶”到“落木”，其与“落叶”或“树叶”的不同，关键点在哪？ 4）小结前三段：我国历代诗

人们钟爱“木叶”这一形象，其关键在“木”字。（下文具体分析“木”的特征。  

2、重点研读第 

4、 

5、6段（全文中心） 1）读第 4段，探讨以下问题：（1）“木”一般用在什么场合？秋风叶落的季节中 

（2）生读这段内容，找出引用的诗句，仔细体会其内涵。（方法：找文中关键词句来谈） 

品味诗句“秋月照层岭，寒风扫高木” 和“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比较诗中“高木与 “高树”

的不同意味。（方法提示：朗读感悟，划出文中关键词句，相互讨论交流）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

予人以一种饱满感，感觉到了枝叶繁茂乃至层层树叶的波动。 “秋月照层岭，寒风扫高木。”则是一种落

木千山的画面，感觉到的是“空阔”。  

2、讨论：从特征、意味、实用场合等方面总结“树”与“木”的不同。  

特征 树：繁茂的枝叶；枝叶绿色，树干褐绿色。木： 枝大疏朗；黄色，本质的干燥。 

意味 树：饱满，飘零。 木：疏朗，干燥，空阔。  

场合 树：满树叶子吹动，浓荫密密层层，没有悲愁。 木：秋风叶落，常跟离愁别绪联系起来，有悲

愁。 小结：“木”和“树”的区别：  

3由此概括出“木”在形象上第一个艺术特征。“木”比“树”更显得单纯，它仿佛本身就含有一个落

叶的因素。（它有着一般“木头”“木料”“木板”等的影子，这使读者更多地想到了树干，而很少想到叶子，

“叶”因此常常被排斥在“木”的形象之外，这排斥暗示着落叶。）  

4说说作者引用以上诗句作用何在？ 

1、引出议论话题； 

2、作为例证，使得下面的析理有凭有据；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尽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3、增加了文章的文化内蕴，表现出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木”是否还有别的特征？引入第 6段研读。）  

2）读第 6段，明确下列问题： （1）比较：“木”和“树”的区别：  

3）概括“木”的第二个艺术特征：“木”不但让我们容易想起树干，而且还会带来“木”所暗示的颜

色，它可能是透着黄色，而且在触觉上它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它带来了整个疏朗而清秋的气息。 “落

木”则比“木叶”显得更加空阔。“木叶”中“叶”带有绵密的意思，“落木”则连“叶”这个字所保留的

一点绵密之意也洗净了。 （2）根据“木”的形象特征，品读比较文中“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与“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 中“木叶”与“落叶”的不同意蕴。 （方法提示：朗读感悟，抓关键词

句，相互讨论，合作探究）  

（3）填表比较“（落）木（木叶）”与“树（叶）”的不同，进一步明确“木”的特征，以突出强调。  

3、 

2、理解：“‘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落下的绝不是碧绿柔软的叶子，而是飘零、透些微黄

的叶子，我们仿佛听见了离人的叹息，想起了游子的漂泊。”  

3）杜甫为何用“落木”而不用“落叶”？  

小结： 原来“木”仿佛本身就带有落叶因素，颜色是微黄的，触觉是干燥的，让人想起清秋的性格，

游子的漂泊。而《登高》正是作者经历“安史之乱”寄寓夔州所作，诗人饱尝战乱颠簸，长年漂泊，老病

孤愁集于一身，诗人就是在这样一个深秋独自登高望远的。为什么读者看到古诗中的“此景”，就会知道古

人的“此情”呢？ “树叶”：浓密繁华；----“木叶”：是疏朗与绵密的交织；---“落木”：以“木”代“叶”

洗净叶的繁密，更有力地烘托了悲秋之意。  

4、思考：为什么“木”就有了这种暗示呢？明确：可见，“木”之所以有了那样的暗示性内涵，全是

由“传统”造成的；那么什么又是“传统”呢，从文学上来说，尤其是从诗歌的“意象”上来讲，这个“传

统”就是历代诗人们的诗句所够成的文化氛围，即一句句诗中的意象赋予了该意象的暗示性内涵，如果屈

原最初不用“木”，而要说“洞庭波兮树叶下”又会如何呢？  

这是典型的深秋景象。“木叶”、“落叶”其意象没有离开一个“愁”字。时令到秋，一年快完，古人由

此联想感叹：人到中年，一生将逝。古代文人进入中年或暮年，或因壮志未酬、抱负未伸，或因仕途失意、

功名难就，或因身处逆境 、穷途末路，或因羁留异地、倍感思亲，或因宦游在外，思念家人„„对肃杀、萧

索、冷落的秋景，凄然悲凉之情随之而生（触秋景而生悲情），看到“木叶”、“落木”，就会想到诗中主人

公的颓然之貌，悲怆之情。 4）读第 5段，思考：本文仅仅是为了介绍“木叶”的艺术特征吗？写“木叶”

的真正目的何在？明确：是为了阐述诗歌语言暗示性的特点。作者又是如何具体阐释暗示性的特点的呢？

明确：这种暗示性“仿佛是概念的影子，常常躲在概念的背后。我们不留心就不会察觉它的存在。敏感而

有修养的诗人们正在于能认识语言形象中一切潜在的力量，把这些潜在的力量与概念中的意义交织组合起

来，成为丰富多彩一言难尽的言说”，诗歌的语言具有很强的感染性和启示性。  

5）分析“木”何以会有如此特征，探讨诗歌语言的潜在暗示性问题。明确： （1）文中是怎样具体阐

述这一问题的，结合实践准确把握其内涵。 （2）明确诗歌语言富有暗示性观点是本文作者的写作目的所

在。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洪应明》

3、读第 7段，作全文小结。  

4、全文思路梳理，整体把握。  

启示与收获 1.阅读与欣赏的过程就是咬文嚼字的过程。2.在文字上推敲，骨子里实在是在思想情感上“推 

敲”。3.文学的魅力在于联想。4.不断创新才能始终保持文学新鲜而真切的情趣。  

五）拓展练习。 

五、思考同类文学现象，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了解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的相对稳定性特点，提高对古

典诗歌的理解力和领悟力。诗歌的语言富于暗示性，那些微妙的意味往往寄诸言外。因此，我们在鉴赏诗

歌的时候，不仅要品尝言内的意思，而且要品尝言外意味。意象是诗歌中浸染了作者感情的东西 读者只有

在领悟意象寓意的过程中，才能把握诗歌的内容，领会诗歌的主旨，进入诗歌的意境，感知诗人的情感。

所以，诗歌的阅读鉴赏，必须以解读诗歌的意象为突破口，以熟知诗歌意象为突破点。 六）运用文中诗歌

语言富有暗示性这一观点，学以致用，作连线题。  

练习请从“落花”“落红”“乱花”“乱红”中选择合适的词填入下面诗句空缺处，并说明理由。 浣溪

沙 晏殊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 

满目山河空念远， 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六）课堂总结。最后用一首小诗来结束今天的这堂课：风雅颂是诗，古乐府是诗； 三闾大夫的狂放是

诗，诗仙太白的神游是诗；大江东去是诗，把酒临风也是诗； 诗，可以静静的坐下倾听；也可以在微雨街

头温柔吟唱……  

爱诗，其实是在爱着，我们的生活。 希望同学们在今天品味诗句的审美体验之后，能更加热爱我们的

传统文化，读诗，学诗，爱诗，成为有激情，有修养的人。 ．阅读下面两首唐诗，然后回关问题。（8分）  

山中 

山中 

王勃 

王维  

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 

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 

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 

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尽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增广贤文》

5．两首诗都写了“山中”的落叶，表达的情感是否相同？请结合诗歌作简要分析。  

答： 

15.填空。（6分）  

(1)古代散文有许多劝说君王爱民的名句，如贾谊《过秦论》“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

者，何也？ 

①_  

”；杜牧《阿房宫赋》“使秦复爱六国之人， 

②_  

_，谁得而族灭也？”。也有许多经典的写景的名句，如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木欣欣以向荣， 

③ 

。”王羲之《兰亭集序》“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 

④ 

。” (2)著名评论家里健吾评论 

⑤__（作者名）的《边城》说，《边城》是“一部田园诗的牧歌式的杰作”。  

(3)俄国短篇小说家契诃夫的短篇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刻画了一个典型的套中人形象 

⑥__（人物形象名）。  

14．阅读下面一首唐诗，然后回答问题。(8分)  

对雪① 

杜甫  

战哭多新鬼，愁吟独老翁。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 瓢弃樽无绿，炉存火似红。数州消息断，愁坐

正书空②。 

【注】①作此诗时，诗人身处长安，当时的长安已被安史叛军占领。②原指晋人殷浩忧 愁无聊，用手

在空中划字。  

19(1)诗歌第二联，诗人是采用怎样的艺术手法来表达内心感情的？(4分) (2)结合诗歌和写作背景分析本

诗的主旨。(4分)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17．下面的材料是用来准备《谈谈豆腐》这篇说明文的，为了做到条理清楚，请将这些材料分三类进

行概括。(每句不超过 8个字)(6分) 6． 

①豆腐中含有丰富的硫胺素、核黄素、烟酸。②吃豆腐可以清热、利尿、益气宽中、消胀散气。③拌

豆腐清凉可口，鲜嫩色美。④用豆腐一斤，麦芽糖二两，生萝卜汁一杯，混合煮开，一日两次可治哮喘病。

⑤豆腐可以煎，可以炒，可以涮。⑥豆腐对便秘、下血、白浊、乳少有明显的疗效。⑦鱼头豆腐、砂锅豆

腐、麻辣豆腐都是我国驰名中外的传统名菜。⑧根据科学分析，二两鲜豆腐中含有蛋白质 7．4克，脂肪 3．5

克，钙 227毫克，磷 57毫克，铁 2．1毫克。  

7．(1)概括 

，归此类的序号： 

(2)概括 

，归此类的序号： 

(3)概括 

，归此类的序号： 

14、(1)、第二联先写黄昏时的乱云，次写旋风中乱转的急雪，通过对天气、景物的描写借景抒情(融情

手景)，表现了时局的混乱和危机，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前途的忧虑。 

8．(2)、作此诗时，国家正处于**之中，战场上战斗异常惨烈，困居长安的诗人一心救国却苦无机会，

一腔烦闷无处排遣，只能以手在空中划字，表现了作者对国家和亲人命运的深切关怀(深沉的忧思)(忧国忧

民。)以及无能为力的苦闷心情。  

17．(6分) (1)、豆腐的吃(做)法。序号： 

3、 

5、7(2)、豆腐的营养。序号： 

1、8 (3)、豆腐可以治病。序号： 

2、 

4、6  

第二篇：说木叶教案 

《说“木叶”》教案  

【学习目标】  



丹青不知老将至，贫贱于我如浮云。——杜甫

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

1、读懂课文，整体把握文章内容。  

2、培养学生筛选课文中的主要信息的能力，从而引导学生理解作者的主要观点。  

3、了解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富于暗示性的特点，进而提高鉴赏古典诗歌的能力。  

【学习重难点】  

1、理解“树叶”和“木叶”以及“落叶”和“落木”的不同意味，从而明确“木叶”的艺术特征，把

握其在古典诗词中的意蕴。  

2、理解课文内容，弄清文章由“木叶”所阐释的诗歌语言暗示性的理论。  

【教学方法】  

1.以学定教，以学生的阅读发现为线索，教师的阅读提示为指导，培养学生整合阅读信息的能力。积极

引导学生大胆踊跃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认识。  

2．采用感知、品读鉴赏、合作探究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帮助学生形成自己对作

品的理解和观点。  

3．点拨法。在关键处，教师进行恰到好处的启发引导，为学生的思考导航。  

【教学时间】  

一课时  

【教材助读】  

一、走近读者  

林庚（1910—2006），著名学者，诗人。字静希，原籍福建闽侯，1910年 2月出生于北京。他是现代文

学史上的杰出诗人，1933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自由体诗集《夜》。俞平伯在为《夜》所作的序言中称之为“异

军突起”。此后，林庚陆续出版了《春夜与窗》、《北平情歌》、《冬眠曲及其他》、《林庚诗选》等诗集和诗、

论合编的《问路集》及诗性哲理随笔《空间的弛想》。  

林庚先生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也有突出的贡献，先后出版了《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诗人李白》、

《中国文学简史》、《中国历代诗歌选》等著作。此外，林庚在楚辞、唐诗研究、明清小说等方面也有较高

的造诣。  

二、写作背景  

本文选自《唐诗综论》一书。作者林庚，既是一位诗人，又是一位学者。他从中国古代传统诗歌中，

发现了诗人极少用“树叶”一词而大多用“木叶”一词。从这一很容易被人忽略的细微用语中的差别入手，

作者展开了深入的分析研究，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艺术欣赏的大门，令我们惊奇地发现，在貌似平常的简单

用语的后面，是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是诗人的感情，是诗人精心遣词用语的良苦用心。本文作者在“木



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白居易》

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

叶”上所下的功夫，对我们体察诗歌艺术中的精微之处颇有启发。它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该怎样欣赏古诗

词，推而广之，启发我们去思考该怎样欣赏文学作品。在古典诗词中，类似“木叶”这样的意象的事物不

在少数，本文作者的分析，促使我们举一反三，融会贯通。  

【教学过程】  

一、情景导入 各位同学，正式上课之前我想先给大家复习一个成语叫“一字千金”，相信大家对这个

成语的意思非常熟悉了。那“一字千金”是从哪个故事来的呢？  

战国末期，大商人吕不韦做了一笔中外历史上最大的投机生意。他不惜巨资，把作为人质的异人立为

秦国国君。异人当了秦王之后，为报答吕不韦的恩德，封吕不韦为丞相，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

人物。由一个商人摇身一变成了进退百官的权威，朝中的大小官员嘴上不说，心里却很不服气。吕不韦也

知道他的政治资历太浅，人们可能在私下议论，他觉得提高声望是让人们服气的最好办法。但怎洋才能迅

速提高呢？他一时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吕不韦为这件事大伤脑筋，召集门客进行商议。有的门客建议

吕不韦统兵出征，灭掉几个国家，立下赫赫战功，以此来树立威信。有人立即反对说：“这办法有百害无一

利，即使把仗打胜了，回来也升不了官，因为没有比丞相还高的职务了。重要的是战争风险太大，谁也没

有必胜的把握，万一战争失利，结果会适得其反。” 有人说：“我们知道孔子的学问很好，那是因为他写了

部叫《春秋》的书；孙武能当上吴国的大将，是因为吴王看了他写的《孙子兵法》。我们为什么不能写部书，

既能扬名当世，又能垂范后代呢？”吕不韦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命令门客立即组织人员撰写。 吕不韦当时

有三千门客，很快写出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文章，书名为《吕氏春秋》。书写成后，吕不韦命令把全文抄出，

贴在咸阳城门上，并发出布告：“谁能把书中的文字增加一个或减少一个，甚至改动一个，赏黄金千两。” 布

告贴出许久，人们畏惧吕不韦的权势，无人来自讨没趣。于是“一字千金”便流传至今。  

文学作品中，一个字精妙与否，足以决定作品是流光溢彩，还是黯然失色。尤其是我们的古典诗词，

用简短的几个字，造就的却是丰富的情感与博大的意境。读后满口余香，却是妙处难与君说。这跟诗歌的

语言是密不可分的。今天，我们就通过《说"木叶"》一文，对中国古典诗词语言特质作一番探幽。  

二、整体感知  

1、教师检查学生预习课文情况，要求学生整体把握课文结构。  

第一部分（1---3）列举了我国古代诗歌史上的一个现象，就是“木叶”成为诗人笔下钟爱的形象。（发

现问题）  

第二部分（4—6）说明了木的两个艺术特征，以及为什么有这些特征 ——暗示性。  

第一个特征是“它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 

第二个特征是“木”暗示了它的颜色。（分析问题）  

第三部分（7）总结。说明诗歌中“一字之差”，在艺术形象领域的差别几乎是“一字千里”的。（总结

全文）  

2、请同学们快速阅读课文，找出有关“树叶”和“落叶”、“木叶”和“落木”的诗句，分析“树叶”

与“木叶”、“落木”与“落叶”的不同。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汤显祖》

明确：（1）描写“树叶”的诗句有：①“叶密鸟飞碍，风轻花落迟。” ( 萧纲《折杨柳》 )② “皎皎

云间月，灼灼叶中华。”( 陶渊明《拟古》 ) ③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曹植《野田黄雀行》）【树

与叶之间的形象并不互相排斥，而且十分一致，它们都带着密密层层林荫的联想因此树叶可以简化为叶。】  

（2）描写“木叶”的诗句有：①“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屈原《九歌》 )②“洞庭始波，

木叶微脱。”（谢庄《月赋》）③“木叶下，江波连，秋月照浦云歇山。”（陆厥《临江王节士歌》）④ “秋风

吹木叶，还似洞庭波。”（王褒《渡河北》）⑤“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 柳恽《捣衣诗》 ) ⑥“九月

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 沈佺期《古意》 )【 “木”具有“木头”“木料”“木板”等的影子，让

人更多地想起了树干，把“叶”排斥到“木”的疏朗的形象以外去。木叶”暗示的是“落叶的微黄与干燥”，

带给我们的是“整个秋天的疏朗的气息”。这就是“木叶”的艺术特征。】  

（3）描写“落叶”的诗句有：①“秋月照层岭，寒风扫高木。”（吴均《答柳恽》）②“美女妖且闲，

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 ( 曹植《美女篇》 )【落叶在文中所引用的诗句来看 ，是春夏

之交饱含水分的繁密叶子，当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先想到的是秋天如蝴蝶随风飘飞黄叶】  

（4）描写“落木”的诗句有：① “辞洞庭兮落木，去涔阳兮极浦。”（庾信《哀江南赋》）②“无边落

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登高》）③“日暮风吹，叶落依枝。” ( 吴均《青溪小姑歌》 )【落

木比木叶还要进一层，不仅触觉上有干燥之意，而且连叶字所保留的清秋气息和绵密之意也洗净了】  

4、本文仅仅是为了介绍“木叶”的艺术特征吗？写“木叶”的真正目的何在？(结合文章第五段相关信

息回答问题) 明确：作者写“木叶”真正目的是为了阐述诗歌语言暗示性的问题。  

5、作者是如何阐释诗歌语言的暗示性的特点的呢？筛选文中的相关语句回答。 明确：“这暗示性仿佛

是概念的影子，常常躲在概念的背后，我们不留心就不会觉察它的存在。敏感而有修养的诗人们正在于能

认识语言形象中一切潜在的力量，把这些潜在的力量与概念中的意义交织组合起来，于是成为丰富多彩一

言难尽的言说；它在不知不觉之中影响着我们；它之富于感染性启发性者在此，它之不落于言荃者也在此。  

三、课堂小结  

今天，林庚先生通过丰富的例子来告诉我们诗歌语言有暗示性，这就启发我们在诗歌鉴赏中要非常注

意对意象的细细体会，学会把握诗歌语言的暗示性特点，这样你就会找到一条从平常世界进入诗歌世界的

通道。我们还发现，含蓄的诗句可以令人回味无穷，所以苏轼说：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下

面我们一道赏析古诗中常见意象。  

四、拓展延伸  

月：寄托对家乡、亲人思念；怀古之情。 

梧桐：悲秋，愁，凄苦之情。  

折柳：喻送别。 

杜鹃：悲苦，渲染哀怨悲凄的气氛或思归的心情；乡愁乡思。 鸿雁：指书信。相思之情。 

松：象征孤直的品格。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顾炎武》

梅：象征高洁的品格。 竹：象征君子的品德修养。 

菊：表现隐逸、不随流俗、坚贞不屈的品格。 荷花：象征纯洁、清高。 

白云：见月怀人，望云思友；寓归隐。 蝉：指餐风露宿的雅士高人。高洁象征。 

芳草：常喻离恨；喻离别忧愁。 落花：代表生命的短暂，惜春、伤时的惆怅和对于死亡的焦虑、忧伤。  

南浦：水边送别之所。喻离别。 

长亭：陆上送别之所。喻离别漂泊。 西楼：相思之所。喻思念、忧愁。 

第三篇：《说木叶》教案 

《说“木叶”》教案  

【教学目标】  

1、本文主要是学习、理解诗歌语言的暗示性特质。  

2、根据诗歌语言的特质,进行迁移,领略诗歌的精妙之处,给同学如何鉴赏诗歌提供实感。  

【教学过程】  

导入: 文学作品中,一个字精妙与否,可以决定作品是流光溢彩,还是黯然失色。尤其是我们的古典诗词,

用简短的几个字,造就的却是丰富的情感与深远的意境。读后满口余香,却是妙处难与君说。这跟诗歌的语言

是密不可分的。今天,我们就通过《说"木叶"》一文,对中国古典诗词语言特质作一番探幽。  

整体把握课文,概括每个段落的大意。  

第 1段,说明从屈原《九歌》开始,“木叶”成为诗人们笔下钟爱的形象。文章举了谢庄《月赋》、陆厥

《临江王节士歌》、王褒《渡河北》为例。  

第 2段,说明“木叶”就是“树叶”,但是古代诗歌中有用“树”的,有用“叶”的,就是用“树叶”的十

分少见。大量的是用“木叶”,后来又发展到用“落木”。 

第 3段,说明“木叶”“落木”与“树叶”“落叶”的不同,关键在于“木”字。由此可见,在诗歌中,概念

相同的词语,也有可能在形象上大有区别。 

第 4段,说明“木”的第一个艺术特征:含有落叶的因素。从“木”所用的场合可以看出,自屈原开始把“木”

用在秋风叶落的季节之后,后代诗人都以此在秋天的情景中取得鲜明的形象效果。作者把曹植诗中的“树”

的形象与吴均诗中“木”的形象作比较,“树”没有落叶的形象,而“木”显然有落叶的景况。  

第 5段,说明“木”为什么有这个特征。因为诗歌语言在概念的背后,还躲着暗示性,它仿佛是概念的影子。

“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还具有一般“木头”“木料”“木板”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让我们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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