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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授课教材：《中文》初中版，第四册 

    二、授课题目：《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三、教学对象： 

海外有一定中文基础的华裔青少年，本班人数共 10 人。 

    四、教学目标： 

    1.在前一课学习《虞美人》，初步掌握“词”的基本知

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培养学生理解欣赏“词”的兴趣和能力。 

    2.在品读重要词句中，感受词作的意境，理解其含义；

学习苏轼豁达的胸襟和乐观的生活态度，领悟他对天下离人

的美好祝愿。 

    3.在已有的诗歌知识基础上，学习鉴赏词作，进一步培

养学生对我国古代文化的兴趣，热爱我国悠久辉煌的文化。 

    五、教学重点： 



    1.朗读，背诵诗词，体会其意境。 

    2.结合写作背景，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六、教学难点： 

    1.掌握“词”这一文学样式的基本知识，培养对词的理

解和鉴赏能力。 

    2.掌握“联想”和“想象”的区别。 

    3.体会词作丰富深刻的意蕴，品味精妙的诗歌语言。 

    七、教学思路设计： 

 了解一个人——通过对词人苏轼的出身，政治遭遇及性

格特征等的形象化认识，增强其个人魅力，了解和喜欢上这

个人物，从而理解这首词；学唱一首歌——通过欣赏和学唱

歌曲《明月几时有》，从情感和意境上接受熏陶，激发学生

学习的兴趣和探索的精神。 

    八、教学方法：情景教学法，启发式教学。 

    九、教学用具：多媒体课件；歌曲，王菲《明月几时有》；

生字卡；板书。 

    十、课时分配：教学总时长 90 分钟。 

    十一、教学过程与步骤： 

    第一课时（45 分钟） 

   （一）复习旧课（5 分钟） 

  1．复习《虞美人》，让学生单独、集体背诵。 

  2．复习词的相关知识： 



  词：一首词的格式由它的词牌决定，有多少句，每一句

有多少字，平仄等，只要选定一个词牌名，这首词的格式也

就定了。词一般分两段，第一段叫上阕；第二段叫下阕。上

节课我们学的是《虞美人》，今天我们来学一首千古流传的

名篇，首先请大家听一首熟悉的歌。 

    （二）导入新课。（10 分钟） 

播放王菲的经典歌曲《明月几时有》，也许不少学生已

经听过甚至会唱这首歌了，鼓励学生一齐唱。 

同学们也许已经听过这首歌了吧？原来它出自一首词

作名篇，名字你们知道吗？它的词作者还大有来头呢，是宋

代的大文豪，豪放派词作家的代表人物—苏轼。大家能从歌

词中猜测出其中的故事和情感吗？鼓励学生对词作发表自

己的理解，然后带着问题，去深入了解和学习。 

    （三）讲解课文。（60 分钟） 

1．初读，读通，读顺。（10 分钟） 

请同学们齐声朗读一遍，找出不认识的字词，同时老师

把重点的生字词写在板书上。 

生字、生词： 

宫“阙”（qùe)，宫殿。 

“绮”（qǐ)户，雕花的窗户。 

“琼”（qióng)楼玉宇，指想象中的宫殿。 

“婵”（chán）娟，月亮。 



多音字：不“应”（yīng）有恨，高处不“胜”（shēng）

寒。 

学习生字、生词，学生点读，齐读，然后利用生字卡训

练记忆。 

老师领读全篇，学生齐读，注意节奏、停顿及感情色彩。 

2．品读，读懂，读透。（40 分钟） 

分析全文。介绍写作背景、作者，分析全文，理解作者

的情怀及感想。 

放 映 音 乐 动 画 《 明 月 几 时 有 》，（ 附 链 接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Rjw-Q17DlSY/ ）从

听觉到视觉上，通过创设的情景，进一步熟悉和理解词作及

词人的情感和胸怀，并且一边看一边听，利于背诵。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

东坡居士，史书记载苏轼身长八尺一寸有余（186cm）苏轼

为人豁达心胸宽广。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被贬。与父苏洵弟

苏辙，合称“三苏”。其文明白畅达，为“唐宋八大家”之

一。其诗清新豪健，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

派，对后代很有影响。丙辰年（即 1076 年）中秋，当时 41

岁的苏轼任密州太守，政治上失意，苏轼的弟弟子由被贬谪

到离苏轼数百公里的山东济南，兄弟六七年没有见面。望月

思亲，心情抑郁惆怅。此刻，词人面对一轮明月，心潮起伏，

于是乘酒兴正酣，挥笔写下了这首名篇。 



（1）学习小序，了解作者写作的时间与目的。  

词的小序往往用来交代写作背景和写作目的。交代了写

作时间是什么时候？写作目的又是什么？ 

丙辰年的中秋节，高兴地喝酒直到第二天早晨，喝到大

醉，写了这首词，同时思念弟弟苏辙。 

明确：小序交代了写作时间是中秋，目的是“兼怀子由”，

同时思念弟弟苏辙。 

（2）把学生分成两组，上阕情景组，下阕抒情组，每

一组各 5 人，进行释文竞赛。中国古代的诗词,大都先写景, 

词的上下两阕主要写什么?两者的联系何在? （借景抒情、

情景交融） 

上阕主要写什么？（什么景？）上阕情景组的同学回答

问题。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这两句话，你读出了什么？ 这时作者的心情是怎样

的？ 

皎洁的明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我端起酒杯询问青

天。 

苏轼把青天当做自己的朋友，把酒相问，显示了他豪放

的性格和不凡的气魄。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这两句表达了作者对天上宫阙的什么情感 ？（向往之



情） 

不知道月中宫殿，今晚该是哪一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一个“欲”，“恐”字既想去又不想去，这句话看出作者

的心理是怎样的？ （矛盾）；“归”字怎么理解呢？（朝廷，

官场）；为什么高处不胜寒的？（朝廷中的排挤和中伤，不

愿回朝廷做官，讨厌那里的党派斗争，勾心斗角；没有志同

道合的朋友的孤单冷清；禁不住人世间的人情冷暖，世态炎

凉等）。小故事：“乌台诗案”。  

我想要乘御清风回到天上，又恐怕返回月宫的美玉砌成

的楼宇，受不住高耸九天的寒冷。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清影”，是指月光之下自己清朗的身影。“起舞弄清

影”，是与自已的清影为伴，一起舞蹈嬉戏的意思。从这一

句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什么样的感情？（对生活的赞美和热

爱。） 清冷的月宫怎比得上人间。  

词中哪些是实景，哪些是虚景？  

实景：明月、酒、青天、“我”、风、清影、朱阁、绮户 

虚景：宫阙（琼楼玉宇）。.哪些地方用到了想象？ 

哪些地方用到了联想？联想：由明月（月圆）－团圆（人

圆）。想象：明月－宫阙－琼楼玉宇 。联想：由一个事物想

到另一个事物叫联想。想象：创造出新的形象或意境叫想象。 



分析下阕，请下阕抒情组同学回答问题。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这句话在文中有什么作用的？（承上启下）。月儿转过

朱红色的楼阁，低低地挂在雕花的窗户上，照着没有睡意的

人们。为什么无眠？（想念弟弟，不得志）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作者问月：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这是什么语气

的？（责备，埋怨） 

明月不该对人们有什么怨恨吧，为什么偏在人们离别时

才圆呢？ 

作者因什么而恨？因为与亲人别离，也因为被贬。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人有悲欢离合的变迁，月有阴晴圆缺的转换，这种事自

古来难以周全、圆满。哪一个字最能表达作者对人生的理

解？（难）。作者这时候的心情是怎样的？（豁达）。人生不

如意事十有八九。既然如此，又何必为暂时的离别而感到忧

伤呢?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体味到了什么？ （对他人的祝愿）。  

但愿世上所有人的亲人能平安健康，虽然相隔千里，也

能共享这美好的月光。 

作者认识到，任何事情都不会因为我们的喜好而改变，



虽然我们不想和亲人别离，但别离却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所

以作者在最后，提出美好的愿望，希望自己和弟弟子由能够

年年平安，虽相隔千里，但可以共享美好月光，也就 “不

应有恨”了。以美好境界结束全词，是积极乐观的。作者仕

途失意，幻想超然物外，但积极的处世态度终于战胜了消极

“遁世”的念头，表现了旷达的胸怀和乐观的情致。 

3．赏读，读出韵味和情感。（10 分钟） 

具体学习词作后，再放一遍歌曲《明月几时有》，学生

有感情地朗读，在上阕情景组，下阕抒情组选出读得声情并

茂的学生表演。 

    （四）学以致用。（10 分钟） 

1．中秋之夜，妈妈思念在外工作的爸爸，你会用哪句

话劝慰她？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2．离家在外异地求学，你会用哪句话表达你对远方亲

人和朋友的祝福？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3．因时间而定举行“明月”诗词填空竞赛。  

    （五）布置作业。（3 分钟） 

有感情地背诵词作；学会唱歌曲《明月几时有》。 

    （六）结束语。（2 分钟） 

同学们！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时常



会遇到很多的不如意，我们应该像苏轼那样，虽失败，莫悲

伤；苦闷时，莫彷徨。用一颗乐观旷达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中

的一切挑战。 

 

 

教学心得 

这首词由于时代的久远与所处生活坏境的变迁，纵使是

千古名篇，读起来琅琅上口，学生未必能完全理解与领会作

者的思想与情怀。可是，这不影响其成为海外子弟了解中国

历史文化，与培养豁达胸襟和乐观的生活态度的范本。具有

其教学上的经典意义及人生观培养上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