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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古诗二首

一、教学要求

1. 会读会写本课的 12个生字。
2. 会认读下列字，但不要求会写：杏。
3. 熟练地背诵这两首古诗。

二、课文简析

本课是两首很有名的唐诗。

第一首《清明》，选自《樊川诗集》。全诗无一难字和典

故，语言通俗易懂，写法自如。音节和谐圆满，景象清新生

动。全诗用了顺叙的写法，第一句交代情景、环境、气氛，是

“起”；第二句是“承”，写出了人物，显示了人物凄迷纷乱的

心境；第三句是“转”，提出了如何摆脱这种心境的办法；这

就直接逼出了第四句，成为整篇的精彩所在———“合”。

第二首《枫桥夜泊》，写诗人在一个秋天的夜晚泊舟苏州

城外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感。如果忽略一个“愁”字，那么，

诗中只不过勾勒了一幅夜半客船停泊在姑苏城外的图景。这图

景可以体现恬淡、宁静的心境，也可以体现夜静多感的心境。

但是，如果抓住了这个“愁”字，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诗中虽

然一字不说旅人的境况如何，但“江枫渔火对愁眠”，显然不是

“江枫渔火”愁，而是人愁。至于此愁是思乡之情还是身世之

叹，当然就难以具体说了。不过，与人之愁相衬的是“月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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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啼”、“霜满天”，是“夜半钟声”。试想一想，在如此宁谧

的夜晚，在这样的色彩、声音的烘托下，带愁的人会产生一种

怎样的感情呢？不写出具体的愁，但愁绪蕴藏其中。而且，旅

人的不成眠也可以从诗人所营造的氛围中看出，能知月落、霜

满天，能闻乌啼、钟声，不正是不眠的旅人细心观察和静心体

会的结果吗？

学习本课两首古诗，意在让学生领略中国古诗之美，接受

古诗美的熏陶，了解中国古诗的一些特点，记住古诗中的一些
名句。

三、教学建议

1. 字音教学
“魂”的韵母是“uen”，写作“un”，不要读成“en”。
“霜”的声母是“sh”，不要读成“s”；韵母是“u倩n倮”，不

要读成“u倩n”或“倩n倮”。
“愁”的声母是“ch”，不要读成“c”。
“苏”、“寺”的声母是“s”，不要读成“sh”。
注意本课的多音字：

{ x侏n倮———行走 人行道

行

h佗n倮———一行字 银行

注意区别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

杜———度———斗 牧———木———目 欲———遇———余

魂———昏 霜———双———酸———商

愁———除 苏———书 寺———四———市
ch佼u ch俨 s俦 sh俦 s佻 s佻 sh佻

d俅 d俅 d侬u m俅 m俅 m俅 y俅 y俅 y俨

h俨n h俦n shu佟n倮 shu佟n倮 su佟n sh佟n倮

104



中文第八册

2. 字形教学
唐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广”，共 10画。
杜 左右结构，部首是“木”，共 7画。
牧 左右结构，部首是“牛”或“攵”，共 8画。书写时注

意左边是“ ”，不要写成“扌”。

欲 左右结构，部首是“欠”，共 11画。书写时注意右边
是“欠”，不要写成“攵”。

魂 左右结构，部首是“鬼”，共 13画。
枫 ［楓］ 左右结构，部首是“木”，共 8 画。繁体字

“楓”，左右结构，部首是“木”。书写时注意繁体字“風”的

写法。

泊 左右结构，部首是“氵”，共 8画。
霜 上下结构，部首是“雨”，共 17画。
渔 ［漁］ 左右结构，部首是“氵”，共 11 画。繁体字

“漁”，左右结构，部首是“氵”。书写时注意“鱼”和“魚”的

区别。

愁 上下结构，部首是“心”，共 13画。
苏 ［蘇］ 上下结构，部首是“艹”，共 7 画。繁体字

“蘇”，上下结构，部首是“艹”。

寺 上下结构，部首是“土”或“寸”，共 6画。书写时注
意上边是“土”，不要写成“士”。

注意区别形近字：

杜———吐———土 牧———收 魂———鬼

霜———雷———雪 渔———鱼 愁———秋 寺———持———待

3. 词语教学
教学中需要讲解的词语：

［清明］ 中国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在阳历四月五日前

后，历代有踏青扫墓垢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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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节］ 节令，季节。

［纷纷］ （飘洒得）多而杂乱。

［行人］ 路上来往的人。

［欲］ 将要。

［魂］ 精神或情绪。断魂：神情凄迷，烦闷不乐。

［借问］ 请问。

［酒家］ 酒店。

［何处］ 哪里。

［牧童］ 放牛放羊的孩子（多见于诗词和早期白话）。

［遥］ 远远地。

［枫桥］ 苏州城西的一座小桥。在今江苏苏州市阊门外。

［夜泊］ 夜间把船靠在岸边。

［月落］ 应是上弦月，天边还留着余光。

［乌啼］ 乌鸦啼叫。

［霜］ 在气温降到 0益以下时，接近地面空气中所含的水
汽在地面物体上凝结成的白色冰晶。

［江枫渔火］ 江边的枫树，渔船上的灯火。

［对］ 对着。

［愁眠］ 满怀忧愁地睡觉。

［姑苏］ 苏州。

［寒山寺］ 苏州城西的一座寺院。

［夜半钟声］ 当时寺院的习惯，在夜半的时候敲钟。

［到］ 传到。

4. 课文教学
教师可利用图片把每句的意思讲清楚，着重对一些关键词

句进行讲解，让学生对课文有个整体的理解，然后再带学生朗

读。课文教学的重点是理解和背诵。

以下是这两首古诗的现代汉语简易译文，教师在教学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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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可以作为参考：

清明节的时候偏赶上细雨蒙蒙，路上的行人心情更加愁闷。

问一声牧童哪里才有酒家，他指了指远处的杏花小村。

月亮西沉，乌鸦啼鸣，霜色满天。我对着江边的枫树和渔

船上的灯火，忧愁地睡在船上。半夜里，苏州城外寒山寺的钟

声，一声声地传到我休息的船上。

《清明》中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是一

句千古名句，学生可能很难理解句子所传达的含义，教师在教

学的过程中，不妨进行如下较为深入的解释。这一天正是清明

节，柳绿花红，春光明媚，天空却细雨纷纷。“纷纷”在此自

然毫无疑问是形容那春雨的意境，实际上它也在形容那位雨中

行路者的心情。清明节是个色彩情调浓郁的节日，这天本该是

家人团聚，或游玩观赏，或上坟扫墓的日子；而今行人孤身赶

路，触景伤怀，心头的滋味是复杂的。再加上身在细风冷雨中

冒雨前行，那心境更是加倍的凄迷纷乱了。天气如此，心情也

如此，找家酒店避雨休息，借酒消愁，当然是很自然的事。诗

人捕捉到这一情景，而且描写得格外生动。“借问酒家何处

有”，是问谁？从下一句得知是问牧童。“牧童遥指杏花村”，

告诉人们什么？从上句得知是指酒家。这种两句互相补充、互

相阐明的写法叫做“互文见义”。它节省了字句，增加了诗歌的

跳跃性。一问一答，情景十分生动。

《枫桥夜泊》的写作背景、写作特点有必要向学生阐述，

这样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内涵。秋天的夜晚，一艘远道而

来的客船停泊在苏州城外的枫桥边。明月已经落下，几声乌鸦

的啼叫，满天的寒霜，江边的枫树，点点的渔火，这清冷的水

乡秋夜，陪伴着舟中的游子，让他感到多么凄凉。此诗只用两

句话，就写出了诗人张继的所见、所闻、所感，并绘出了一幅

凄清的秋夜羁旅图。但此诗更具神韵的是后两句，那寒山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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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半钟声，不但衬托出夜的宁静，更在重重地撞击着诗人那颗

孤寂的心灵，让人感到时空的永恒和寂寞，产生出有关人生和

历史的无限遐想。这种动静结合的意境创造，最为典型地传达

了中国诗歌艺术的韵味。

四、参考资料

杜牧（803—852年） 唐代诗人，字牧之，京兆万年（今

陕西西安）人。杜佑孙。太和进士，曾为江西观察使、宣翕观

察使沈传师和淮南节度使牛僧孺的幕僚，历任监察御史，黄、

池、睦诸州刺史，后入为司勋员外郎，官终中书舍人。后人称

为“小杜”。以济世之才自负，诗中多指陈时政。写景抒情的小

诗，多清丽生动。有《樊川文集》。

张继 生卒年月不详，字懿孙，襄州（今湖北省襄樊市附

近）人，是中唐时期颇负盛名的诗人。唐玄宗天宝年间（742—
756年）中进士。在洪州（今江西南昌市）做过盐铁判官（协助
地方长官处理事务的文官）。他常用白描的手法写风景。

五、练习答案

星期一

4.（1）唐 糖 （2）肚 杜 （3）欲 育

（4）渔 余 （5）霜 伤

5.（1） A （2） C （3） B （4） D （5） B
星期二

3. 月落乌啼霜满天 《枫桥夜泊》 张 继

每逢佳节倍思亲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王 维

少小离家老大回 《回乡偶书》 贺知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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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流直下三千尺 《望庐山瀑布》 李 白

临行密密缝 《游子吟》 孟 郊

5. 1 6 2 4 3 5
星期三

4.（1）落 （2）发愁 （3）纷纷 （4）借 （5）遥远 （6）满
5.（1） D （2） C （3） B （4） A （5） B （6） D
6.（1） 伊 姨 伊
（2）姨 伊 伊
（3） 伊 伊 姨
（4）姨 伊 伊
（5） 伊 伊 姨

7.（1） A （2） C （3） D
星期四

2.（1） B （2） A （3） C （4） B （5） D （6） B
3. 魂 村 天 眠 船 午 土 苦

5.（1）哪儿可以找到酒店？
（2）姑苏城的外面有一座寒山寺。
（3）我们把船停在江边。
（4）行人伤心得哭了起来。

6.（一）风 （二）水

7.（1） 伊 （2）姨 （3）姨
星期五

1. sh s s 俅 赠 糟澡
3.（1）苏 （2）牧 （3）错 （4）断 （5）办 （6）物
（7）借 （8）继

6.（1）一到清明节天就下大雨。
（2）他伤心得要哭了。
（3）半夜的时候我们把船停在江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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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瓶子里装满了水。
7.（一）月亮 （二）雪花

阅 读：诗曲二首

一、课文简析

这篇阅读由一首古诗和一首曲子组成。通过课文的学习，

不但要帮助学生理解诗和曲的大概意思，还要让学生体会蕴涵

在诗文字里行间的情感和意境。

二、字词解析

帆 左右结构，部首是“巾”，共 6画。
惟 左中右结构，部首是“忄”，共 11画。
沙 左右结构，部首是“氵”，共 7画。
藤（名词） 上下结构，部首是“艹”，共 18画。一种蔓

生植物名。

例：紫藤 枯藤

肠［腸］ （名词）左右结构，部首是“月”，共 7画。繁
体字“腸”，左右结构，部首是“月”。书写时注意繁体字右边

的上面是“旦”，下面是“勿”，不是“易”。

故人 （名词）老朋友。

辞 （动词）告辞；告别。

下 由于中国南北的地理概貌是南低北高，因此从北向南

行进说成“南下”，从南到北叫“北上”。由于文中是从北向南

前行的，因此说成“下扬州”。

孤 （形容词）孤单的，仅一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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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 （副词）只。

天净沙 （名词）曲牌名。

秋思 这篇曲子的标题。

三、课文教学

教授这篇阅读课文重点是让学生理解诗曲字里行间所蕴涵

的感情和意境，所以在给学生讲解文章的生字词后，要对文章

整体的意思进行阐释。

对第一首古诗，可以参考以下译文：老朋友在西面的黄鹤

楼与我辞别，在三月这烟雾迷漫、繁花似锦的春天去扬州。孤

船的帆影渐渐远去消失在碧空的尽头，只看见长江浩浩荡荡地

向天边流去。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诗文所蕴涵的感情，不妨

交代一下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李白与孟浩然的交往，是在他刚

出四川不久，正当年轻快意的时候，他眼里的世界，几乎像黄

金般美好。比李白大十多岁的孟浩然，这时已经诗名满天下。

诗人送友人远行，对老朋友要去繁华的扬州充满了羡慕，诗中

洋溢着欢快的情绪。诗人在江边极目远送，可见两人友情的深

厚。全诗自然清丽，境界开阔，形象传神。

对于《天净沙·秋思》这首曲子，可作如下赏析。

这首小令仅五句 28字，语言极为凝练却容量巨大，寥寥数

笔就勾画出一幅悲绪四溢的“游子思归图”，淋漓尽致地传达出

漂泊羁旅的游子心。这幅图画由两部分构成：

（1）由精心选取的几组能代表萧秋的景物组成一幅暮色苍

茫的秋野图景。

（2）抒写内心深处无尽伤痛而独行寒秋的天涯游子的剪影。

第一幅画共 18个字 9个名词，其间无一虚词，却自然流畅

而含蕴丰富，作者以其娴熟的艺术技巧，让九种不同的景物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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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读者带入的深秋时节：几根枯藤缠绕着几颗凋零了黄叶的秃

树，在秋风萧萧中瑟瑟地颤抖在夕阳的清辉之下，天空中点点

寒鸦，声声哀鸣……这些像电影镜头一样以“蒙太奇”的笔法

在我们面前依次呈现，写出了一片萧飒悲凉的秋景，造成一种

凄清衰颓的氛围，烘托出作者内心的悲戚。我们可以想象，昏

鸦尚能有老树可归，而游子却漂泊无着，有家难归，这该是何

等的悲苦与无奈啊！接下来，眼前呈现一座小桥，潺潺的流水，

还有依稀袅起炊烟的农家小院。这种有人家安居其间的田园小

景是那样幽静而甜蜜，安逸而闲致。这一切，不能不令浪迹天

涯的游子想起自己家乡的小桥、流水和亲人。在这里，以乐景

写哀情，令人倍感凄凉，烘托出沦落他乡的游子那内心彷徨无

助的客子之悲。

第二幅画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萧瑟的秋风中，在寂寞的

古道上，饱尝乡愁的游子却骑着一匹延滞归期的瘦马，在沉沉

的暮色中向着远方踽踽而行。此时，夕阳正西沉，撒下凄冷的

斜晖。本是鸟禽回巢、羊牛回圈、人儿归家的团圆时刻，游子

却是“断肠人在天涯”，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漂泊他乡的游子

面对如此萧瑟凄凉的景象，怎能不悲从中来，怎能不撕心裂肺，

怎能不柔肠寸断？

一支极为简短的小曲，表达了难以尽述的内蕴，形象地描

绘出天涯游子凄楚、悲怆的内心世界，给人以震撼人心的艺术

感受。让人读之而倍感其苦，咏之而更感其心。读此曲而不泪

下者不明其意也。

四、参考资料

孟浩然 （689—740 年） 唐代诗人，字浩然，襄州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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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湖北襄樊）人。早年隐居鹿门山，40岁入长安应进士考落

第，失意东归，自洛阳东游吴越。张九龄出镇荆州，引为从事，

后病卒。他是不甘隐沦而以隐沦终老的诗人。其诗多写山水田

园的幽清境界，却不时流露出一种失意情绪，所以诗虽冲淡而

有壮逸之气，为当世诗坛所推崇。

李白（701—762 年） 唐代诗人，字太白，号青莲居士。

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西南），出生于碎叶（今吉尔吉斯斯

坦北部托克马克附近）。幼时随父迁居绵州昌隆县（今四川江

油）青莲乡，25岁起“辞亲远游”。天宝初供奉翰林，因遭权贵

谗毁，仅一年余即离开长安。安史之乱中，曾作永王璘幕僚，

因璘败而入狱，远谪夜郎，中途遇赦东还。晚年投奔其族叔当

涂令李阳冰，后卒于当涂，葬龙山，后迁青山。有《李太白文

集》三十卷行世。

马致远 元代著名戏曲作家、散曲家，大约生于 1250年，
卒于 1321—1324年间。号东篱（或谓东篱老），能考知的生平
事迹不多，据《录鬼簿》的记载，在 30岁左右，元世祖至元
二十二年以后，曾任江浙省务儒学提举。到 40岁左右（元贞年
间），已辞去官职，与花李郎、李时中、红字公等，合组元贞书

会，此后过着“酒中仙”、“风月主”的浪漫生活，不再担任官

职。晚年更以“林间友”、“尘外客”的闲适生活为主，卒年约

在元英宗至治元年以后，年寿在 70岁左右。他被尊称为“曲状
元”，在元代的文坛上具有极高的声誉，《太和正音谱》中他

被列于首位。他早期热衷功名，曾经在大都待过 20年，元朝统
一全国后，他南下江淮，任江浙省务官。他的杂剧作品以《汉

宫秋》、《青衫泪》、《荐福碑》最有名。《汉宫秋》描述

的是汉元帝和王昭君的故事，另有大量的散曲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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