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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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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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级上册语文教案－21.3 夏日绝句 ｜人教（部编版） 

 

《夏日绝句》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 

1、有感情、有节奏地朗读，并背诵古诗。读出对文中项羽宁死不屈、

李清照爱国情怀的赞美、敬佩情感。 

2、朗读课文，结合注释，说说诗句的意思。 

3、理解“人杰”、“鬼雄”，明白古诗大意。 

4、感受项羽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体会“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的人生价值。 

5、了解历史背景，感受民族豪情。 

 教学重点  

1、朗读课文，结合注释，说说诗句的意思。 

2、、感受项羽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及李清照的爱国情怀。 

教学难点  

结合时代背景，把握诗人复杂情感，提高鉴赏诗歌的能力。 

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课前谈话 

同学们，很高兴和大家见面。我们都知道，中国古典诗词是中华

民族几千年文化的积淀，所以老师想和你们一起玩一个看图说诗的游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戏。  

我们不仅可以把诗读得很美，还可以用书法的形式把诗写得更

美。请欣赏。 

 

一、引出诗人。 

1、你们真是一群善于积累的好孩子。期待你们更精彩的表现。接下

来老师还想和你们共赏一首词----《声声慢》。（视频配乐朗读） 

2、你们听出了词人怎样的心情？（愁闷、孤苦) 

3、“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十四个字无一愁字，

却写得字字含愁，声声是愁。整首词哀婉凄凉，读后使人感觉哀愁满

纸。 

4、想知道这首词的作者是谁吗？她是一位旷世才女，是中国文学史

上最伟大的女词人，在女作家中可谓“空前绝后”、“不徒俯视巾帼，

直欲压倒须眉”。她就是----李清照。 

5、关于李清照，你知道些什么？ 

6、这里有一份她的资料，谁能读给大家听。刚才我们欣赏的《声声

慢》就是她婉约词的代表作。 

5、今天，这样一位婉约词派的一代词宗给却我们带来了她的另一首

诗《夏日绝句》，又会是怎样一种风格呢？让我们从诵读开始，走进

诗人的文字。 

二、诵读 

1、出示诵读提示，学生自由朗读。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自由诵读古诗， 读准字音读出节奏。 

2、指名学生读。 

3、我们读一首诗，不仅要读得字正腔圆，还要注意停顿，读出节奏。

这首诗的节奏我们可以这样读：老师读每一行的前两个字，你们读后

面的三个字。（节奏是二一二。） 

我们还可以这样读：老师读 1、3 行，你们读 2、4 行。仔细听清

老师的节奏。（节奏是三二） 

4、古人作诗时讲究平仄，所以我们在朗读时可读出平仄的变化。一

二声的字是平声字，我们用横线表示，三四声的字是仄声字，我们用

竖线表示。你们看，这首诗中的平仄相互交错，非常和谐，就像一支

优美的乐曲。根据平仄的变化，我们可以用平长仄短的方法吟诵古诗。

平声的字可以读得慢一点舒缓一点，仄声的字可以读得短促一些。听

老师读一读。 

三、译读 

    刚才同学们的读书声，一定是世界上最美的声音。只是，我们刚

才的读，更多的是建立在语言的直接玩味上，要真正走进诗作内容的

深处，书下的注释是我们的好帮手，请看译读提示。 

       （1）结合注释或工具书进行自学，理解下列词语的意思：夏

提示：    

日、人杰、亦、鬼雄、至今、思、江东。 

     （2）、用自己的话说出古诗大意，不理解的地方可以标注出来。  

1、学生自学，教师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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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2、学生反馈自学情况。 

四、品读 

过渡语：刚才的译读让我们理解了这首诗的大意，接下来让我们品读

品读这首诗。 

1、引导：诗人在这首诗中提到了一个人，请你们找一找。 

2、点拨：在这首诗中，诗人对项羽怀着怎样的情感？你是从哪句诗

感受到的？ 

3、此时此刻，你们有什么疑问？ 

4、这是关于项羽的两个成语，我们一起来读读，这两个成语的意思

是------ 

这也是关于项羽的一个成语，大家读读。 

刚才我们积累了三个成语，都是关于项羽的。从这三个成语中你看到

了一个怎样的项羽？（力大无穷、勇猛） 

项羽认为人活着，就要成为人中豪杰。诗中的哪个词向我们展示了项

羽的这种英雄气概？（人杰） 

5、就是这样一个人中豪杰却选择自刎于乌江渡口，让我们一起回顾

那段悲壮的历史。（出示项羽乌江自刎资料） 

6、议一议：项羽是不可过江东吗？是不能过江东吗？结合这段资料，

说说你的理由。 

7、项羽的最终选择是-------不肯过江东。他为什么不肯过江东？ 

8、透过“不肯”一词，你又读出了这是-------的项羽？（宁死不屈、

大义凛然、浩然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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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项羽，无愧八尺男儿之身，无愧江东父老所托，无愧于鬼雄之名。

“不肯”！不是“不能”、不是“不想”、不是“不可”。一个“不

肯”笔来神韵，一种“士可杀不可辱”的英雄豪气，漫染纸面，力透

纸背。 

10、那么就让我们读出项羽的宁死不屈、浩然正气。 

五、赏读 

1、、人杰也好，鬼雄也好，历史上这样的英雄有很多。项羽是秦朝

末年的楚霸王，李清照却生活在 1300 年以后的宋朝，她为什么要追

思一位一千多年前失败的英雄呢？ 

2、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知世也．”要

讨论作者所处的时代,才能走进作者的内心世界。让我们走进李清照

生活的宋朝，细细赏读这首诗。 

3、视频：李清照生活在社会动荡、政治腐败、朝廷软弱无能的北宋

末年，宋钦宗靖康元年，金兵大举进犯，北宋无力抵抗，节节败退，

金兵长驱直入，攻破北宋都城汴梁，俘虏了徽宗、钦宗两位皇帝。堂

堂一国之君沦为阶下囚。北宋正式灭亡，这就是靖康之耻。战争使中

原大片土地沦落金人之手，老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他们衣不蔽体，

食不果腹。在老百姓最需要朝廷的时候，宋钦宗的弟弟赵构带着达官

贵族们仓皇南逃，他们逃过长江，逃过黄河，一直逃到临安，成立了

一个小朝廷，历史上称为南宋。 

4、这些南宋统治者们逃到南宋后，他们在干什么？ 

5、宋代诗人林升写过一首诗，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一起来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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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6、北方的老百姓在金兵的铁蹄下呻吟的时候，南宋的统治者们在干

什么？（醉生梦死、饮酒作乐） 

7、 师边结合图片边讲解：靖康之乱后，李清照随家颠簸南下，后来

丈夫病死，国破继之以家亡，李清照流离失所。1127 年，李清照在

逃亡的过程中途径项羽当年自刎的乌江渡口，她无限感慨，便写下了

这首著名的《夏日绝句》 

8、此时此刻，你们一定听出了诗人心中的痛楚和愤慨。谁来说一说。 

9、配乐感情朗读： 

师：国破家亡，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南宋统治

者却饮酒作乐，不思恢复中原，面对腐败无能的统治者，

李清照悲愤不已，她大声地疾呼：“南宋的统治者啊！你

们面对金兵，为什么不能像项羽那样-----生接读：生当作

人杰，死亦为鬼雄。 

师：祖国大好河山已失，百姓家园以毁，李清照悲痛万分，

她发出了这样的悲叹：南宋的统治者啊！你们什么时候才

能像项羽那样————生接读：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师：如此慷慨雄健、掷地有声的诗篇，出自女性之手，实

在是压倒须眉了。一个内敛、含蓄的女诗人竟有如此的胸

襟和气魄，实在令人佩服。所有的女生让我们站起来，读

出诗人的豪迈气概。（女生读）老师感受到了这种豪迈气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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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魄。来，男生们，拿出你们的男儿气概，读出你们的敬佩

之情。（男生读） 

师：同学们，这一首诗中的“人杰鬼雄”，既是对项羽英雄

气概的赞颂，又是对宋朝统治者的尖锐讽刺，更是李清照

高尚民族气节的铿锵表白。让我们振奋精神，再次齐读这

首诗，读出诗人这浓浓的爱国情怀。 

10、在金兵入侵的动荡年代，南宋统治者仓皇逃窜，与项羽的宁死不

屈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借评论古代的人和事来评论现实的写作手法叫

借古讽今。 

五、拓展延伸 

     正因为李清照遭遇了国破家亡，正因为宋朝统治者的苟且偷安，

所以她心中的项羽是这样一位有气节的英雄。其实对于项羽的不肯过

江东还有两位诗人在他们的诗中也写到了。在杜牧的诗中。他认为胜

败乃兵家常事，项羽应该卷土重来-------- 

     一个问号问出了王安石心中的怀疑：大势已去，还能卷土重来

吗？ 

    下课后，对此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用上我们这节课一诗四读的方

法，结合诗人的时代背景、人生际遇去探究这两首古诗，看看他们为

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慨。                 

板书：               夏日绝句 

                     借古讽今             诵读 

                 人杰        鬼雄         译读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

  思
                          品读 

                 项           羽           赏读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

                  《夏日绝句》说课稿          

  

一、说教材 

   《夏日绝句》是古诗三首中的一首古诗。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是公元 1128 年发

生了著名的靖康之变，靖康知府赵明诚见大势已去,于是携带妻子李清照从北向

南逃窜，当他们逃至乌江口时，在这里停顿了下来，也就是在这个项羽拔剑自刎

的地方，李清照看到民族屈辱，山河破碎，感慨万千，于是面对着浩浩江水随口

吟出这首诗。据说其丈夫读了这首诗，想到自己不抵抗金兵，缀城逃跑的行径，

非常羞愧，不久之后抑郁而死。 

    整个诗的意思是：人活着的时候应当做人中豪杰，死了也要成为鬼中英雄，

直到今天还思念项羽，思念他那种死也不肯逃过江东的英雄气概。整个诗的文字

高亢、激昂，字里行间，包含两段历史，三个典故，作者借古讽今，从而表达自

己家国爱恨，爱国情怀表达得淋漓尽致。 

  二、说学情 

  六年级的学生目前通过反复的诵读，基本就理解古诗表现的意思和所叙述的

事情。但由于其本身的年龄和阅历的限制，还是不能深入真切理解诗人的情怀。

必须结合诗人当时的生平和时代背景，教师的适当指导品悟才能体会词所表达的

情感。 

  三、说教法、学法 

  朗诵法：在反复散读、诵读、品读等各种朗读形式下，能让学生对诗词有一

个感性的认识和情感上的调动。 

  迁移法：通过作者生平和时代背景介绍，帮助学生理解诗词内在情感。  

  比较法：通过分析比较该诗中所处两段历史的相同之处以及历史中人截然不

同的态度，感悟作者的情怀，和文本的风格。  

  四、说教学目标和重难点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当堂背诵古诗，学会结合作者生平时代背景去理解诗词所包含

的情感。 

  方法与过程：以读促品，通过朗读、品读词句，理解作者情感，了解作者前

期和后期作品的风格的不同之处。 

情感态度价值观：通过读、品、吟，培养学生学习古诗的兴趣，激发学生

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教学重点：理解“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意思。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增广贤文》

教学难点：理解项羽为什么“不肯过江东”。 

五、说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听歌曲《心恋》找出“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歌词“我想偷偷望呀望一望他，假装欣赏欣赏一瓶花”。这首诗写一个在院子里

荡秋千的少女看到一个翩翩少年走进来，满含娇羞的跑开，可是由于好奇，忍不

住又偷偷回头去看的一个小举动，出自居“婉约派之首”李清照的《点绛唇》。

据说这是她和丈夫初识时写的诗, 

2.简介： 婉约派为中国宋词流派。婉约，即婉转含蓄。其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

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音律婉转和谐，语言圆润清丽，有一种柔婉之美。那

么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首诗属于婉约派的吗，同学一起读读。  

二．初读诗歌： 

1.齐读。对于同学们的朗读，我暂时不做评价，等大家理解诗歌后，你们自己看

看读得如何，自己来评价，再看看如何朗读。  

2.用你喜欢的方式自由读诗歌，找出你不懂的地方。分红蓝两队比赛，看看哪一

边的同学提出的问题对学习这首诗更有价值。  

三．合作探究： 

形式：红队出题蓝队回答，蓝队出题红队回答，答不出来的老师和同学一起合作

完成。 

四．在理解全诗的基础上，对学生进行语言训练和朗读指导。  

1.这首诗中李清照用了两个词语赞颂项羽的英雄气概，找到了吗？  

“人杰，鬼雄”读出对舍身取义英雄的赞美之情来。  

2.诗人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写了这首诗？抒发了作者什么样的情感？运用了

什么写作手法？ 

金兵南下，宋军节节败退，逃到洛阳。南宋君臣苟安偷生，人民生活困苦。 

抒发了作者对南宋王朝君臣苟且偷安的谴责之情，表达了作者忧国忧民的爱国情

怀。运用了借古讽今的写作手法。 

五．即兴表演： 

我们一起来创设一个情境，你们就是南宋统治者和诗人李清照 

1.南宋统治者心里想什么，你能说几句吗？ 

2.诗人李清照会对南宋统治者说什么呢？ 

六．总结全诗，朗读升华 

   李清照，一个封建时代的弱女子，竟有如此的爱国情怀，竟有如此的胸襟

和气魄，实在令人佩服。全诗仅二十个字，连用了三个典故，但无堆砌之弊，因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为这都是诗人的心声。如此慷慨雄健、掷地有声的诗篇，出自女性之手，实在是

压倒须眉了。让我们带着自己的理解再读诗歌。  

七．拓展：同样是写项羽乌江自刎，杜牧,王安石和李清照所表达的意思相同吗？

课外查资料理解 

                        题乌江亭                    

                          杜牧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乌江亭 

                        王安石 

           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 

           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 

 

  教学反思：  

      《夏日绝句》是一首借古讽今、抒发悲愤的怀古诗，诗的开头两句是针对

那些贪生怕死，不思收复失地的南宋统治者而说的。诗的后两句承接前两句意思，

举一个历史人物继续发挥。李清照用项羽的骨气来强调自己“生当作人杰，死亦

为鬼雄”的观点。全诗围绕一个“思”字，直抒胸怀，写出了英雄对待生死的态

度，特别是“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已经成为格言警句，激励着一代又一代

读者。 

本节课：我采用打印好导学案，让学生自己提出不懂的问题，相互帮忙解

决问题的方式学习。初读，感知诗句；提出自己感兴趣的或者不懂的问题；使学

生在品词析句中潜移默化地感受赏析诗歌的方法。  

同学们通过初步了解婉约派之首的李清照，但写的这首《夏日绝句》不是

婉约诗，引出同学对这首诗的创作背景的兴趣，一步步抓住“生当作人杰，死亦

为鬼雄”这两句诗，从修辞手法和思想感情两方面入手，进行深入赏析，体会项

羽的英雄气节，李清照的赞颂、悲愤、担忧等复杂的感情。  

课堂上给孩子创设情境，从课前欣赏歌曲《心恋》→引出李清照和丈夫初

次相识的美好诗句“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引出李清照婉约派之首

的介绍→引出本节课学习的诗歌《夏日绝句》不是婉约诗→引出项羽和南宋的历

史资料→学生点明她丈夫读这首诗不久因羞愧而死去（本来是老师讲，结果有学

生懂历史事件的学生提出来），激发孩子们对诗歌的学习兴趣，从而使孩子们能

融情于文本中。学生的学习兴趣比较浓厚，在一次一次的朗读中将感情表达得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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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

漓尽致，并能结合古诗赏析明白做人的价值取向：有正气、有骨气、有气节。 

学生点明她丈夫读这首诗不久因羞愧而死去，再回顾课开头提到的《点绛

唇》。从初识的美好，到读诗后羞愧的死去，更激励孩子们自己努力去做有正气、

有骨气、有气节的英雄，而不做贪生怕死鬼，预设的教学目标就完成了。最后通

过欣赏写项羽的其它古诗，拓宽学生的视野，也感受到中华古诗词的魅力。  

   每节课都会有遗憾，我的这节录像课也不例外。回顾整节课的教学，心中有

一份失落感，为了在规定的时间录完完整的内容，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点： 

1、学生提问环节给的时间不够，没有展示孩子们更多精彩的提问。 

2、教师的激情没有更好地带动学生的激情，在情感上没能产生理想化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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