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丹青不知老将至，贫贱于我如浮云。——杜甫

《出塞》优秀的教学设计 

 

  《出塞》优秀的教学设计 1 设计理念： 

  新课程标准要求学生阅读要个性化。因此，本课教学设

计注重培养学生的搜集整理资料、品读吟诵、拓展想象的能

力，使学生在学习古诗的过程中，读出自己的理解，读出自

己的体验，读中感悟，读中欣赏，激发学生热爱我国古老、

灿烂的文化的思想感情。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古诗，背诵并会默

写。 

  （2）借助注释了解古诗的意思。 

  （3）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诗歌所描绘的情景，体会

作者渴望平息战事的感情。 

  2、过程与方法： 

  （1）以朗读、背诵的方式感悟诗歌内容，想象诗歌所

描绘的情景。 

  （2）学生能够通过交流、研讨了解诗歌的大意，体会

诗人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3、情感、态度、价值观： 

  通过学习，激起学生对祖国诗歌的热爱之情，培养学生

热爱我们伟大祖国的灿烂文化，为我国的悠久历史而骄傲自

豪及热爱和平、渴望和平的思想感情。养成主动诵读课外诗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增广贤文》

歌的良好习惯。 

  教学重点难点： 

  引导学生理解诗句的意思，想象诗歌所描绘的情景，体

会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 

  教学准备： 

  教师：多媒体课件。 

  学生：预习课文，搜集相关资料。 

  教学过程： 

  一、情境导入，揭示课题 

  1、播放古典乐曲《十面埋伏》，引导学生想象古战场的

悲壮场面。 

  2、背诵王之焕的《出塞》——“黄河远上白云间”，初

步感知古人的慷慨激昂的出征场面。 

  3、学生介绍搜集到的有关诗人的资料。教师补充。 

  “出塞”是乐府一种曲调，此外还有“前出塞”、“后出

塞”、“塞上曲”、“塞下曲”等题。 

  4、请学生完整地表达诗歌的题目的意思。板书课题： 

  出塞 

  王昌龄 

  二、初知诗意，质疑解疑 

  1、自由读全诗，注意读准字音，认清字形。 

  2、小组之间互相读，相互正音。 

  3、自读自悟，引导学生运用工具书或注释等多种方法

了解诗歌的大意，鼓励学生质疑。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4、指名读诗歌，讨论交流。小组之间讨论诗意，提出

疑问，师生交流，确定有研究价值的问题。 

  三、精读全诗，入境悟情。 

  1、教师讲述古诗的历史背景，引入境界。 

  2、赏析“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1）朗读古诗，引导学生想象，诗中所描述的景象。

板书：秦汉 

  （2）再读“万里长征人未还”，师生共议“人未还”的

内涵，学生想象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悲剧。板书：人未还 

  （3）课件展示，师生共同在音乐、景物中想象古时征

战的悲壮景象。联想战争的残酷。 

  （4）拓展理解“人未还”所表现的战争激烈。 

  （5）朗读前两句： 

  ①学生自由读。 

  ②指读，品味诗歌所描写的场景。 

  ③同学间互相评读。 

  ④想象画面朗读。 

  ⑤在音乐的烘托下朗读。 

  3、赏析“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学生自由读后两句。 

  （2）自由谈谈对“但使”的理解。 

  （3）抓住“但使”、不教“一词，体会飞将军李广的威

武、英雄气概。板书：但使 

  （4）小组讨论后，说说对这两句诗的理解。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5）指名朗读，教师平读。 

  （6）学生带着对飞将军的崇拜之情读文。 

  （7）教师激情引读。 

  （8）理解诗人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9）再次朗读体会作者赞颂汉将李广，渴望平息战事

的理想和慨叹边将无能，朝廷无能的悲痛。 

  四、赏读全诗，背诵全诗。 

  1、学生自由组合朗读全诗。 

  2、学生展示自己的朗读个性，配乐朗读全诗。 

  3、在教师的引导下试背全诗。 

  4、观看课件背诵全诗。 

  五、展开想象，入情练笔。 

  1、师：人间最难过的是离别亲人，远征战场。作者面

对荒凉的关山，举头望月，思念亲人，此时此刻你一定被作

者的情感所打动，用你的笔描绘出当时的悲壮景象好吗？ 

  2、练笔。 

  3、全班互相交流。 

  六、拓展思路，布置作业。 

  1、搜集有关边塞的诗歌，比较、赏读、摘抄下来。 

  2、结合自己的感受，试创一首古体诗。 

  《出塞》优秀的教学设计 2 学习目标： 

  1、朗读古诗，理解诗意，体会诗中的感情。 

  2、学习阅读古诗的方法，激发学生对中国古典诗歌的

热爱。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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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培养学生主动搜集资料，合作学习的能力，在学习

古诗的过程中激发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4、背诵并默写这首诗。 

  学习重点： 

  理解诗意，体会诗中所包含的感情。 

  学习难点： 

  体会古诗所描绘的意境。 

  教学准备： 

  1、学生：预习古诗，借助注释初步理解诗意；搜集边

塞诗，并朗读；搜集中国现代国防知识。 

  2、教师：多媒体课件、与课文内容有关的唐诗。 

  学习过程： 

  一、古诗接力。 

  我们已经学习过不少古诗，让我们先来做一个小小的游

戏…——古诗接力，怎么样？ 

  二、导入新课，交流学法。 

  1、今天我们来学习一首著名的边塞诗《出塞》，了解“塞”

的意思（板书：边关）介绍王昌龄（出示幻灯片） 

  过渡语：熟读古诗，初步读懂古诗，是学习古诗的第一

步，而要深深地把古诗烙印在自己的心上，理解就很重要。 

  2、学生全班齐读古诗。 

  三、结合注释，理解古诗，感悟诗意，体会诗人情感 

  1、感悟“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⑴读一读。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丹青不知老将至，贫贱于我如浮云。——杜甫

  ⑵想一想。这两句诗讲了什么呢？古诗描绘的是哪个时

期的情景？ 

  诗中的边塞在哪儿？这两句诗有没有讲述一件有关征

人的具体事情？ 

  ⑶说一说。同一时间在边塞看见到的景象，怎么月亮是

秦朝的，而关塞是汉代的呢？ 

  ⑷学一学。想象：同学们，如果你是边塞的一名战士，

白天不知生死而疲劳作战，夜晚孤独望明月，会想些什么

呢？ 

  ⑸叹一叹。假如你是征人，面对这样的生活，你心中可

能会作何感叹？（思念家人、恨、渴望、愁、盼、苦） 

  ⑹诵一诵：征人们这一切一切的感受，都化成了一个愿

望，那就是——回家（生答）要知道，这征人是千百年来的

千百万征人啊！千百年来千百万人萦绕心头的梦，却都只化

成一句：（引读）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过渡：征人在万里之外喋血沙场，在同一轮明月之下的

他们的家人可能在做些什么？这千百年来千百万白发双亲、

这千百年来千百万可怜的妻子、这千百年来千百万孤苦无依

的孩子对儿子、丈夫、父亲的期盼，却也只能化成一句（引

读）“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可是征人们回家

有望吗？ 

  ２、感悟“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⑴学生读诗。把古诗中隐藏的名将找出来，想想匈奴人

为什么称李广为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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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将军”？“但使”是什么意思？ 

  ⑵作者在这里假设了什么？介绍李广。 

  ⑶学生汇报，教师引读。从这种假设中，你感受到了诗

人怎样的观点和希望？（这两句诗表达了王昌龄希望起任良

将，早日平息边关战事，使人民过着安定的生活。） 

  ⑷这两句诗仅仅表达了王昌龄的希望吗？还表达了谁

的希望？学生谈，教师引读“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

未还。” 

  是啊，这是千百年来千百万征人的希望，这也是千百年

来千百万征人父母的希望，他们希望——但使龙城飞将在，

不教胡马度阴山。 

  ⑸整体读全诗。然而，战争停止了吗？ 

  （是啊，没有，但历史却留下了王昌龄的《出塞》，一

个良知者渴望和平、关爱所有生命的最强音） 

  六：屏幕出示《出塞》全诗理解（课件），学生齐诵全

诗。背诵古诗。 

  七、交流边塞诗。 

  你在课外还读过哪些边塞诗？能读给大家听吗？（会背

更好） 

  教师出示《塞下曲》《凉州词》，学生齐读。 

  八、课堂小结 

  教师总结：这首古诗不仅反映远离家乡的士兵为抵御外

侮而长期戌边“万里征战”的艰苦生活，而且表达消除边患，

使人民过上和平生活的强烈愿望，这样把个人安乐与国家命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是此诗的难能可贵之处。全诗写得悲壮而

不凄凉，畅明而不浅露，体现了王昌龄七言绝句的特有风格。 

  《出塞》优秀的教学设计 3 教学目标： 

  １、结合注释及工具书，自学古诗，了解古诗大意。 

  ２、诵读古诗，展开想象，体会诗人丰富的情感，感受

诗歌彰显出的博大人性美。 

  ３、课内外相结合，激发学生对唐诗的兴趣以及对祖国

灿烂文化的热爱之情。 

  教学重点： 

  通过想象，体会诗人丰富的情感，读出诗的味道。 

  教学难点： 

  正确理解“秦时明月汉时关”的意境。 

  教学方法： 

  1、想象法。 

  2、以诗解诗法。 

  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与课文内容有关的边塞诗资料。 

  教时：一课时 

  教程： 

  一、想象解题，营造意境。 

  1、简介边塞诗，引出课题《出塞》 

  2、齐读课题，诗题中的“塞”是什么意思？（边关、

边塞） 

  3、看到这样的诗题“塞”，你想到了什么？用一个词描

述、用一句话说一说、用一句古诗呢？（学生想象，感知边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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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的环境恶劣、战事频繁、生死惨烈） 

  5、引出《出塞》诗句，齐读。 

  二、读准字音，读出节奏。 

  1、纠正读音：教应读一声。《古代汉语字典》中教的意

思是让、使，不让胡马度阴山，这里应读 jiāo。按韵律的时

候，也应该读教。唐人写诗通常要遵循平仄的规律，这个字

读仄，跟我读，再读。 

  2、古人吟诵讲平仄规律，我们也试着把一声当平声，

这样的字音可以拉长，读的平缓；三声、四声当仄声，读的

短一些。学生试读。 

  3、这是一首七言绝句，还要根据这种诗体的特点来读，

前面每两个字停顿以下，谁来试一试？ 

  4、师范读。 

  5、师做手势，学生读。 

  6、学生读，把古诗的节奏读出来。 

  三、读中想象，读出情感。 

  1、再把诗读两遍，试着想一想这首诗大概在讲什么。（学

生自学，默读，思考诗的大意。） 

  2、展开想象，读出情感。 

  第一句：“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1）读完这首诗，你的眼前会浮现怎样的画面？ 

  （在荒凉的边关，一轮明月将皎洁的月光洒向大地。） 

  （2）对于“秦”和“汉”，你了解多少？ 

  （2）在“明月”和“关”前面加上“秦时”和“汉时”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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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时间词，让你想到了什么？（说明边塞上的战争经历

了很长时间，经历了许多朝代，从未停止。） 

  （3）正确理解“秦时明月汉时关”的意思，是“秦汉

时的明月照耀秦汉时的边关”。像这样前文含有后文省略的

词，后文含有前文省略的词的修辞手法叫“互文见义”。 

  （4）引读：明月依旧，边关如故，只是这延续了千百

年的战争，从未停止过，依然是——“秦时明月汉时关。” 

  （5）再来看第二句，“万里长征人未还”，这里的“人”

指的是谁？（征人）他们在那里？他们在干什么？一句“人

未还”让你想到了什么？（拓展思维，引导学生想象战争给

人民带来的痛苦。征途遥远、历尽苦难。感悟诗歌的情感。） 

  （6）出示“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车

辚辚，马萧萧，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怨

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7）想象练笔：征人的亲人们，又会想些什么？ 

  白发苍苍的双亲，拄着拐杖，倚在门口，对远方的儿子

说—— 

  勤劳善良的妻子，牵着一双儿女，站在村口，对远方的

亲人说—— 

  孤苦年幼的孩子，对远方的父亲喊一声——（学生在音

乐的伴奏声中完成练习） 

  （8）引读： 

  这千百年来的千百万征人啊！千百年来千百万人萦绕心

头的梦，却都只化成一句——“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人未还。” 

  这千百年千百万白发双亲，千百万可怜妻子，千百万孤

苦孩子，对征人的期盼却也只能化成一句——“秦时明月汉

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9）一句“人未还”让我们尝尽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

痛苦，诗人是怀着怎样的情感写这一句的？（体会诗人对征

人的同情，对和平的渴望。） 

  （10）带着这种感受，再读这一句，把这种情感带到字

里行间去。学生有感情地朗读第一句。 

  第二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根据课前搜集的资料，谈谈对这句的理解。 

  （2）“龙城飞将”是谁？（学生交流自己搜集的历史资

料） 

  （3）出示课外资料，引导学生体会作者对良将的渴求，

和对朝廷的不满。 

  （2）介绍阴山：阴山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是一座东西

走向的山脉，自古以来以来是中原地区抵挡外族入侵的天然

屏障，阴山这边，就是我们可爱的家园，怎能任由侵略者的

践踏？王昌龄啊王昌龄，你为什么对朝廷不满，为什么这么

渴望能征善战的将军？同学们，在读读这一句，有没有更深

的体会？（通过探问，激发学生更深层次的思考，体会作者

满腔的爱国之请，把对诗歌的理解推向高潮。） 

  （3）正是因为王昌龄这满腔的爱国热情，才发出了这

气壮山河，流传千古的感慨——“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

马度阴山。” 

  （4）闭上眼睛，品读诗的意境，背诵诗歌。 

  四、拓展读诗，读懂诗人。 

  1、一句“万里长征人未还”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想象

空间，而王昌龄在《出塞》（二）中恰好又给这“人未还”

交上了另一份鼓舞人心的答案。（出示诗歌内容——“骝马

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光寒。城头铁鼓声犹振，匣里金刀

血未干。”） 

  2、你听到了什么声音？ 

  3、师生一起用拍桌子代替击鼓，问：战士听到这样的

鼓声，会有什么表现？（引导学生想象战士奋勇杀敌的表

现。） 

  4、有没有疑问要问这些战士？（你们为什么这么勇敢

无畏？难道你们不怕死，不想念亲人？） 

  5、战士们会怎样回答？（引导学生体会作者的一片爱

国之情） 

  6、激情总结：战争从未停止，但历史却留下了王昌龄

的《出塞》一个良知者渴望和平、关爱所有生命的最强音。

屏幕出示《出塞》全诗，学生齐诵全诗。 

  尾声：回到现实，今天的世界仍不太平，仍有邪恶的组

织给国家的和平和人民生活的安宁造成威胁，我们不得不警

钟长鸣。对于战争，你有什么看法，这是老师留给大家的一

份思考。大家桌面上还有一份唐代边塞诗的资料，有兴趣的

同学可以读一读，背一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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