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高中语文荷塘月色教案 高中语文荷
塘月色教案设计(优质5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那么我
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
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高中语文荷塘月色教案篇一

《荷塘月色》是朱自清散文的经典之作，其清新的语言、灵
巧的构思、写景状物的高超技艺让人叹服!

抒情散文不好上，我想是许多老师一致的看法。原因不一：
情感不好把握有之，分析不到位有之，不知从何讲起有之，
等等。而《荷塘月色》是众多散文中比较难上的一篇，不好
找突破口，我上课喜欢找突破口。你从文眼“这几天心里颇
不宁静”开始，但不好继续讲下去，想去开导学生，课堂死
气沉沉。你从作者行程开始，显得单调肤浅。你从朗读开始，
课堂重点不突出。难，真的难，难于上青天了。大多老师上
公开课喜欢分析描写荷香月色的那几段，因为比较好驾驭。

今天我也上了《荷塘月色》，总的感觉不好，不喜欢这堂课，
可以说是一节失败的课。其一，缺乏激情;其二，重点不突
出;其三，分析不透彻;其四，学生活动不够。

现细细想来，觉得有几点值得我好好反思的。

第一,课堂教学不是百家讲坛唱独角戏，而是要调动学生的积
极性，要学生去探究合作。

第二,散文教学要突出朗读，要学生读去体味作者的情感和优
美的散文语言。如何读，要课前设计好，面要广、要意义。



第三,抒情散文教学要突出文中的情和景，如何梳理把握情感，
怎样品味文章的景物描写，中学语文老师不是大学教授不必
要那么深奥，要讲得通俗易懂。但也不能流于表面毫无启发。

第四,教学要设计亮点和高潮，教学要有波澜，有余味。

第五,教学要选好突破口，设计好有价值的提问。

第六,散文教学不需面面俱到，要有所取舍。

高中语文荷塘月色教案篇二

教学目的

一.学习《荷塘月色》中细腻、传神的语言,体会新鲜贴切的
比喻表达效果及移觉修辞手法的运用。

二.掌握《荷塘月色》刻划景物及情景交融的写法，体会其严
谨结构。

三.了解作者创作的心情以及这种心情的社会内容。

四.通过朗诵欣赏《荷塘月色》的韵味。

教学设想

1、教学重点放在文章的结构安排、写景层次、语言特色上。

2、安排一课时。

教学内容与步骤

一、    请两位同学分别用几句话描绘一下自己印象中的
荷塘景色,然后引入课文。



二、      解题 

1、 荷塘,指朱自清先生当时任教的北京清华大学清华园里的
荷花池,是本         文所要描绘的特定处所。月
色,则点明了时间,是一个有月亮的夜晚。

2、写作背景

[提问]：本文写于1927年，这段时期中国历史上发生什么事
情？

[解答]：朱自清在青年时代曾参加过“五四”运动,向往过俄
国十月革命,后来也投身过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1927年蒋介
石叛变革命，中国革命处于低潮，蒋介石、汪精卫的法西斯
暴行激起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人民的奋起反抗，同时引
起一部分正直的知识分子的不满和谴责。朱自清是一位有正
义感的作家。他不满于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但因受阶级的局
限，没 勇气正视血淋淋的现实，只能用消极态度表示不满和
反抗。《荷》正是通过“我”在荷塘月夜的独步、深刻地表
现了作者在时代的政治低下寂寞、苦闷、彷徨无路的情绪和
出污不染、洁身自好的情操。

三、    请学生听朗诵带,并注意体会其中的语言、思考
如何划分层次。

[提问]：怎么划分层次,并归纳大意。

[解答]：全文分三大段:

一段(1):  月夜漫步荷塘的缘由。(点明题旨)

二段(2~6):荷塘月色的恬静迷人。（主体）

三段（7~8）：荷塘月色的美景引动乡思。（偏重抒情）



四、释义：

幽僻：幽深、僻静。

蓊蓊郁郁：草木茂盛的样子。

踱：慢步行走。

弥望：满眼。弥,满。

袅娜：柔美的样子。

脉脉：这里形容水没有声音,好象深含感情。

风致：美的姿态。

斑驳：原指一种颜色中杂有别的颜色,这里有深浅不一的意思。

梵婀玲：小提琴。

一例：一律。

丰姿：风度仪态,一般指美好的姿态。也写作“风姿”。

碧：青翠欲滴的样子。

大意：大概的轮廓。

五、讲读第一段

[提问]：作者为什么忽然想起荷塘，深夜离家去荷塘？

[解析]：文章第一句就说：“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强调了
“颇不宁静”，显示了作者的烦躁、不安。而且时间上也不
是一天半天，而是几天以来的心情了。我一烦闷便想到外面



散步，这就忽然想起荷塘，想到满月的光，于是便离家去荷
塘。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作者如此“不宁静”呢？是不是家里的
矛盾？注意联系一下背景来体会可知不是家事矛盾。文章第
一段写道：“妻在屋里拍着闰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
孩子安详地睡着，母亲还哼着眠歌，一切都很平静、温
馨。“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这些举动都体现
了作者对家人的关心。可见不是家里的矛盾。联系一下作者
所处的社会就可知道，作者是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与苦闷。这
正是作者通过文章表达出来的。全文的第一句是文章的“文
眼”。

[板书]：缘由：颇不宁静、忽然想起。

六、讲读第二段：

[解答]：按漫步荷塘的过程来写。按作者的活动、视线的转
移，有层次地来展示荷塘月色，同时，作者也是按漫步——
思索这样一条线索使得情景交融。

[幻灯片]：来路（2、3）——荷塘（4）——月色（5）——
四周（6）

漫步——思索

（二）、讲读第2节

[解析]：曲折、幽僻、树多是小路的特点。幽僻是基本的特
点。曲折和树多构成幽僻的重要条件。

[幻灯片]：白天（少人走）——夜晚（更寂寞）；没有月光
（阴森森）——淡淡月光（很好）



[解析]：这一对比就给以往那种阴冷的氛围蒙上一层朦朦胧
胧的诗意。

形成了静悄、幽寂、朦胧的氛围，这也是笼罩全文的氛围。

（三）、讲读第3小节：

[解析]：重点理解这个句子：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
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作者怀着排除烦闷的心情来到荷塘
边上，月色淡淡，独步塘岸，似乎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里“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作者成了
一个“自由的人”。写得很超脱现实，应该说这是作者内心
所渴望而在现实达不到的。越是超脱越是自由，便越显出作
者在现实中的苦闷。

[板书]：来    小路：曲折、幽僻、树多（对比）

路    感受：自由——（苦闷）

（四）、讲读第4小节：

请同学朗读第4节，并划出本节的比喻句。

[提问]：作者依次写了哪些景物？用了哪些比喻？

[解析]：先是写了叶子、出水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接着
写花，白色的，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
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再接着是荷香，微风
过处才能闻到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
最后还写到流水，流水脉脉，虽被遮住，不见其形，但留给
我们的想像余地是极大的。         田田（多）

。                      荷叶 
亭亭（美）



[板书]：             零星点缀、白
（色）      形态美

荷     荷花  如明珠、如星星（光）

袅娜、羞涩（态）

塘      荷香：缕缕—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
声    动态美

象闪电（快）

荷波    凝碧（色）

流水：脉脉（态）   静态美

[讲解]：这里用了许多比喻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先来看这一
句：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 裙。亭亭的舞女是些高
挑有风姿的女郎。亭亭的舞女的裙更是给人一种美好、轻盈、
动感的联想。这一比喻生动地写出了荷叶出水很高的娇美姿
态，洋溢着情趣。由此可见，贴切的比喻可以把所要描绘的
景物生动、具体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使人产生身临境的感
觉，使事物的特征更加鲜明具体，起加深印象的作用。

我们再来看这一句：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
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

[提问]：这一句与一般的比喻有什么不同？里面蕴含了几种
感官感觉？

[解析]：清香是嗅觉上的感觉，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是听
觉上的感觉。这两种不同感觉的相互沟通叫通感。把嗅觉中
感到的香味换成从听觉中去感受、品味，使人产生了对香味
的另一具体形象，变换欣赏角度，有焕然一新，奇趣无穷之



感。歌声是细柔飘忽，婉转渺茫的，荷香是时有时无，持续
不断的。这两种感觉有相似之处，把它们沟通起来，艺术的
魅力也就出来了。但在运用这种比喻时一定要注意掌握事物
之间在感官的感觉上的相似之处，或在特定环境下有这种沟
通一气的感觉，做到妙不可言却不是故弄玄虚。

[提问]：这种修辞手法以前的课也出现过，试举些例子。

[解答]：1、“……他滑滑的明亮着，象涂了‘明油’一般，
有鸡蛋清那样软，那样嫩”。（《绿》）

2、“……绿茸茸的草板，象一支充满幽情的乐曲”。（《长
江三峡》）

[解析]：作者不仅描绘了叶子、花、荷香的静态美，还描绘
了它们动态的神韵。用了“颤动、闪电、霎时、传过”等词，
传神微妙地写出了一刹那间，往往不被人注意的动态。这是
作者用词的精妙之处。

（五）讲解第五节

先请一位同学朗读第五节，其他同学思考作者如何写荷塘的
月色。

[提问]：作者写月色时用了哪些动词？

[解答]：泻、浮、洗。

[提问]：假如把“泻”改成“照”，把“浮”改成“升”，
好不好，为什么？

[解析]：当看到“照”字你不会想到流水，而“泻”字唤起
了人们对流水的想象，巧妙地写出月光流动轻柔的情态，化
静为动，“照”字就显不出这种效果，只有呆板的



分。“浮”同样写出一种轻柔的动态，“升”则失之轻柔。

[板书]：         （正面）月光    

泻—轻柔

（反面）（侧面）

黑影、倩影

(六)讲读第六节

请全班学生朗读第六节

这一节重点在写树，从方位、距离、高低几个角度来写，视
线由荷塘内部扩展到荷塘四周。树多而密，重重围住荷塘，
与前面的“幽僻”相照应，这是总写四周，接着写近处的树
色、树姿、远处的树梢上的远山、又回过头写树缝里的灯光、
树上的蝉鸣和水里的蛙声，层次分明，富有立体感，再一次
展示出清淡朦胧、宁静深远的环境特点。最后一句“但热闹
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笔锋一转，流露出作者内心的空
虚与哀愁。

[解答]：（在讨论的过程中拿一支笔从半空扔下，再请全班
学生不要发出一丝响声，拿起一支笔从半空扔下。）

问：哪一次声音清晰？（答案当然是后者。）

问：刚刚大家是不是很安静，笔落地的声音是不是很响？
（是）

那刚才那个问题还是不是自相矛盾呢？

这是用了反衬的手法，与王维的“鸟鸣山更幽”有异曲同工
之妙。



[提问]：请同学们在这一段中继续找出运用反衬手法的例子。

[解答]：文中用两个“漏”字，借月光、灯光衬托四周的灰
暗，以蝉蛙的热闹衬托内心的烦恼。

[板书]：                 

树：重重、阴阴（沉郁）  

远山：隐隐约约

四周       灯光：没精打采（月色迷离）

（ 自远而近）  蝉鸣、蛙叫

（七）总结：第二段着重写荷塘月色的优美景象。有勾勒，
有细描，有渲染，有衬托，灵活多样，井井有条。特别是语
言运用得准确生动，有神韵，流露作者淡淡的喜悦与淡淡的
哀愁与苦闷。

七 讲读第三段

[讲解]：这一段写夜游荷塘引起的联想。

[板书]：联想：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

“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这一句承上文宕开一笔，转出
新意。文章由此放开去，联想到古代诗词对采莲的描绘，然
后再收回到眼前，发出“只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
的缺憾。由此极自然地牵动出“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这
种思乡的哀愁，这种乡愁正是当时作者苦闷矛盾心情在作者
当时苦闷矛盾心情在作品中的投影，表达了作者内心的不平
和对光明美好生活的憧憬。这段文字，即景生情，忽远忽近，
善收巧放。最见疏朗又曲折的功夫。



“猛一抬头，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我”回到了现实，一
切照旧。到这里，我们可以从整体上来把握作者的感情。寂
寞、苦闷与彷徨让作者“心里颇不宁静”，于是漫步荷塘进
入醒着的“梦”境—“另一世界里”。作者有意地把自己置
身于超脱现实的环境中，“这一片天地好象是我的；”“便
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
现在都可不理。”沉浸在荷塘月色里，流露出淡淡的喜悦却
又无法摆脱淡淡的哀愁。“另一世界里的‘我’和现实世界
颇不宁静的‘我’拉开了距离。这样的超脱现实的描写越是
写得自由自在，则文末写回到现实世界的我也就越显得空虚、
烦恼；“路灯是没精打采”的,蝉声和蛙声是热闹的,“但热
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展示出一幅现实世界阴森可
怕的图画，巧妙地回应了文首的“颇不宁静”。最后，独步
月下荷塘排除烦闷的“我”回到家中，“妻已熟睡好久了”，
又再暗示出家中的宁静与和谐反衬出“我”那无法排除的烦
闷。那到底是什么造成作者的“不宁静”呢？这不是意在言
外吗？那就是作者当时在白色恐怖下隐约地流露出来对反动
派屠杀革命者和人民群众的不满的绝妙之笔。

在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感情是随立足点的变化而变
化，这可以用坐标轴来表示：

感情

独处的妙
处                        

八、小结

本文写夜游的动机、夜游的联想。从出门到回家，叙述线索
清晰而有变化，结构自然严谨。写景层次分明而富有特征，
朦胧的景色与淡淡的喜悦和哀愁交融在一起。借景抒情，情
景交融。语言优美、凝练而传神。运用比喻、联想、衬托等
手法把景象表达得极其真切而富韵味。



九.布置作业 ：

（一）思考和练习的二、五.

（二）背诵4-6三节

附注：板书

一、缘由：颇不宁静、忽然想起           

田田（多）

零星点缀、白（色）    

荷      荷花   如明珠、如星星（光）

袅娜、羞涩（态）

塘      荷香：缕缕—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
声    动态美

象闪电（快）

荷波    凝碧（色）  

荷                    流水：脉脉
（态）   静态美

塘                    

月              （正面）月光：  如流
水—流动

色
                          



      泻—轻柔

（反面）（侧面）

黑影、倩影

树：重重、阴阴（沉郁）

四周         远山：隐隐约约

（自远而近）   灯光：没精打采（月色迷离）

蝉鸣、蛙叫

三、联想：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

高中语文荷塘月色教案篇三

全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作者首先交代了作者去荷塘的时间
和缘由。开头就说出这几天“颇不宁静”的内心状
态。“颇”字是对不宁静心情的强调。下文中作者思绪翻飞，
神驰万里，或行或止，或喜或愁，都和这“颇不宁静”的心
情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一句是作者进行艺术构思的焦点，也是
《荷塘月色》这篇文章的文眼。它以强烈的直接抒情开始，
将淡淡哀愁流露在字里行间，为全文定下了感情的基调。

第二部分从荷塘周遭的环境写起，向“荷塘月色”的主体进
发。作者先写曲折幽僻的小煤屑路。通过“白天也少人走，
夜晚更加寂寞”的叙述，暗写了在这种气氛环境中作者的一
颗寂寞的心。继而实写荷塘四周的林木，虚写没有月光时的
阴森气象，虚实相参地，勾勒出此刻荷塘的环境和作者的心
境。最后以赞美今夜的淡淡月光作结。平时无意于荷塘的月
色，尽管今晚的月光只是淡淡地，仍然觉得很好。读者带着
这种思索转入了下一段。这个结句完成了由写景到抒写作者



心情之间的过渡。

第三段紧承第二段，披露自己所以中意于今夜荷塘的原委，
抒发自己踏月寻幽的万端感慨。”路上只我一个人”提起了
下边关于踽踽独行于荷塘的一番妙论。“背着手踱着”这一
细节，微妙地展示了作者此刻稍有宽解的心情。接下去是一
段内心剖白：“这一片天地好象是我的;我也象超出了平常的
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一种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但是
都加了“好象”、“象”这样修饰语，说明这种喜悦之情是
建立在虚幻的遐想上的自我慰藉。从以后的行文中可知这当
然也只能是不堪现实一击的淡淡地喜悦。尽管如此，由于此
时此地能使身心挣脱生活的种种羁绊，偷得片刻安宁，因而
才有了“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是个自由
人”的感觉。只是这样一种感觉的获得，就能使作者发
出：“且受用这无边的荷塘月色”的自足的惬意的心声，足
见这样一个小天地对困扰于人事中的作者来说，是多么难求
的境界。这句话，细加品位，最能撩人心绪。从作者苦涩的
微笑中，读者看到了一个痛楚的灵魂对现实的反抗。

第三部分开始正式的对荷塘和月色的景致进行详细的描写，
最先扑入眼帘的是满塘荷叶。“亭亭”一词表现了荷叶的风
姿秀丽，“舞女裙”的比喻，恰到好处地写出了荷叶临风摇
曳的姿态。在纵观之后，凝神细审，视线移到万绿丛中的点
点白花。盛开的袅娜喜人，含苞欲放的流露着勾人情思的娇
羞，十分传神地写出了荷花的不同姿态。进而用“正如一粒
粒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这样的比喻，写出荷花从光色
上给人的感受。“明珠”是写近处荷花的玲珑剔透，“碧天
里的星星”是写在满塘荷叶衬托和月光的辉映下，远处荷花
的闪烁迷离。既看到宜人的花色，也就必然会嗅到沁人的花
香。“缕缕清香”，能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是很难的。但
作者以歌声设比，用时断时续若有若无的远处的歌声，把听
觉和嗅觉两种感觉沟通起来，这种移感修辞手法的运用，实
在可以传神。在这番静态描写之后，又把荷塘的动态捕捉进
镜头里。清风徐徐，荷叶的一丝颤动，化为一道碧痕，荡向



荷塘那边。这种细致的描摹，使人宛然若见。在一连串的比
喻描写之后，作者又用“更见风致”概括地写出淡淡月色之
下，脉脉流水之上的荷叶的美。

第五段描绘荷塘的月色。月色是单调的，难以着笔，而作者
把它和形态不一、色彩有别的景物结合在一起进行描写，就
使月色有了光上的变化。作者继续展示出月光下荷塘四周的
景象。“远远近近”“高高低低”等重迭词语的运用，造成
了树木错落有致的层次感。

第四部分为文章结尾，从单纯的写景写开来，进一步表现了
作者不满现实，幻想超脱而不能得的复杂心理。

1.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案

2.高中语文人教版离骚教案

3.人教版高中语文沁园春雪教案

4.高中语文必修课《涉江采芙蓉》教案（人教版）

高中语文荷塘月色教案篇四

《荷塘月色》作于大革命遭受挫折的白色恐怖的历史时期，
作为一位正直的、怀着满腔爱国热忱的知识分子，他无疑是
极为痛苦而为祖国深感忧虑的。作者对荷塘月色的描写既表
现了作者内心的压抑、沉闷之情，以及对黑暗现实和反动统
治的强烈不满；也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的逃避，作者也正是想
借淡月掩映下的荷塘景色，摆脱现实的烦恼，追求刹那安宁
的心境；同时也体现了他追求美好、自由生活的理想。（钱
谷融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这样的理解具有它的合理性，但是这样的坐实又不可避免地
造成了对这篇散文的误读。



作品中的“心里颇不宁静”既然没有明确说出是因大革命失
败而来，就有多种可能，既可能原因在大革命失败，也可能
原因在家庭琐事。总之，作者是想找一个“逃遁”之所。所
以具有日常性的“日日走过的荷塘”、并不特别美的荷塘才
会变得美伦美奂。这样的荷塘首先是自然的美，作者通过一
系列的比喻、拟人都修辞手法，将自然的美与诸如“舞
女”“刚出浴的美人”“远处高楼飘来的歌声”“梵阿铃”
等联系了起来。荷塘之美被是清醇的，但是喻体却是艳冶的。
在喻体与本体同时出现的表达方式，与其说是为了形容荷塘
与月色，但同时也表现了艳冶的想象。但不管怎样，艳冶的
梦想是在半遮半掩中表现出来的。接着作者进行了深度的时
间性想象，即将想象由现实/荷塘引入历史和文化，写出历史
上许多采莲的盛事来，直接地写出历史上与采莲有关的情事。
先是写出皇家的采莲景况，引用了梁元帝《采莲赋》，写
出“妖童媛女，荡舟心许”的热闹场景。但因为自己不是皇
帝，而就是皇帝则事过时移，因此心里不免酸楚起来。于是
又把自己放到平民的位置上写出民间采莲的情事：“采莲南
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迷恋过人
头的莲花中，男女嬉戏，低头弄莲子相爱的场面。

无论是写现实中的荷塘的美，还是写历史上采莲的盛事，文
本的总体指向都与娱乐有关。在写荷塘的现实部分，一系列
的比喻，如“凡俄琳的歌声似的”“刚出浴的美人似的”，
很显然是个体的欲望呈现。就是写历史上采莲的盛事，所想
到的也都是与情爱有关涉的，如“妖童媛女，荡舟心许”
和“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历史上的情事，使“我”
心旷神怡。即使意识到现实/今的逼迫，但也不想回到现实。

但就在他反复咀嚼“弄莲子”，细诉内心“爱子”的心意的
时候，突然到了家门口。因为是如此的沉浸，以致忘却了现
实，而当现实突然出现的时候，所以吓了一跳，因此文中才有
“猛然抬头”之说。一切的爱情想象，面对这现实中熟睡的
妻子――家庭以及家庭道德责任的时候，都不得不烟消云散。
所以说，这篇散文实际上是作者的艳情想象，一场士大夫的



艳梦。

这部写了士大夫艳情白日梦，但是这样的梦想又总是被现实
所搅扰。这就形成了朱自清散文的既放纵/想象又约束/现实
之间的振荡文本结构，既以谨严缜密的结构约束放纵想象的
文本形式。在这篇《荷塘月色》之中是如此，在另外一篇散文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中也同样表现出来。

高中语文荷塘月色教案篇五

荷塘月色(人教版教案设计)

教学目标

1.熟读课文，整体感知，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2.引导学生理解课文的主旨。

3.结合语境，揣摩词语、句子的含义及其表达效果，进而学
习运用比喻、通感、拟人和叠字表情达意的技巧。

教学重点

1.在特定语境中揣摩词句的含义。

2.体味作品写景语言精练、优美的特点及其表达效果。

教学难点

1.课文情景交融，“景语”“情语”浑然一体。

2.借助关键语句理解文章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课时安排：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教学要点]本节课主要完成课文4、5、6三段的阅读鉴赏。通
过揣摩“景语”，弄清文章的写景特点。

[教学步骤]

一、导语

同学们，高中语文学习的第一课就是大家熟悉的著名散文家、
诗人、民主战士、爱国知识分子朱自清先生的作品，初中时，
大家学过他的散文《春》《背影》等。对于朱自清，大家应
当记住他有四个值得自豪、令人羡慕的闪光点：（1）19岁考
入北大哲学系；（2）27岁任清华大学教授；（3）伟大领袖
毛泽东主席高度赞扬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
国的‘救济粮’”“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4）朱
自清的散文秀丽朴素，他一人入选中学课本的散文就达六篇-
-《春》《背影》《荷塘月色》《绿》《匆匆》《威尼斯》。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朱先生的优美散文《荷塘月色》，
看看作者是怎样用他的生花妙笔为我们描绘这“荷塘月色”
的美景的。

二、初步感知课文

1.提问：同学们，了解一篇文章首先要了解它的背景，这篇
文章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写出来的呢？请大家从课文中找出来
（教师可以提示找背景的方法，比如：历史事件、写作时间
等）。

明确：1927年。

2.师生共同回顾历史：1927年，发生过震惊中外的“四一



二”反革命政变，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

3.提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朱自清先生这时的心境如何呢？
让我们从他的优美散文《荷塘月色》中寻找答案吧！

4.放录音，配乐朗诵《荷塘月色》

要求学生听清字音，进入情景，体会文章的感情基调。

明确：4、5、6三段。

三、鉴赏、分析课文的景物描写部分

（一）诵读、鉴赏第4段

1.指明一个学生朗读。

2.提问：这一段写什么景，是从哪些方面来写的？

明确：月下荷塘美景，写了荷叶、荷花、荷香、荷波、荷韵
五个方面。

3.提问：作者是怎样从这五个方面描绘这月下荷塘美景的：
请找出这些句子，展开想象，阅读品味它的妙处。（可分成
五组讨论回答）

明确：（第1组）荷叶：“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运用比喻手法写出荷叶的风姿。由“出水很高”联想
到“亭亭的舞女的裙”。两者不仅相似，而且写出其动态美。

（第2组）荷花：“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
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地；正如一粒粒的明珠，
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运用拟人、比喻
的手法。“袅娜”写出荷花的饱满盛开状，“羞涩”写荷花
含苞待放。这两个词本是用来描写女子娇美姿态、羞涩神情



的，现在用来写荷花，赋予物以生命力和感情。这是拟人写
法。接着连用三个比喻，把荷花比做是“一粒粒的明
珠”“碧天里的星星”“刚出浴的美人”，分别描绘了淡月
辉映下荷花晶莹剔透的闪光，绿叶衬托下荷花忽明忽暗的闪
光，以及荷花不染纤尘的美质。写出了荷花的神韵，倾注了
作者的主观感情，可以激发读者的想象。

（第3组）荷香：“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
上渺茫的歌声似的。”（提示学生参看“练习二”）由嗅觉
向听觉转移。“缕缕清香”与“渺茫的歌声”在许多方面有
相似之处，如时断时续、若有若无、轻淡飘渺、沁人心脾等，
其间感觉的.转移伴随想象的跳跃。“清香”与“歌声”同属
美好的事物，把“清香”比喻成远处的“歌声”，烘托出几
分幽雅和宁静来。

（第4组）荷波：“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
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
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运用拟人的手法，写出微风过
处叶花颤动的情状，既有视觉形象，叶子“有一丝的颤动”
化为“一道凝碧的波痕”；又有听觉形象，风吹花叶的颤动
声音。动静结合，形象地传达出荷塘富有生气的风姿，创造
出了清幽恬静的氛围。

（第5组）荷韵：“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
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作者把所见与想象结合，
“脉脉”本指默默地用眼神或行动来表情传意，这里用来写
流水，塘水在茂密的荷叶下是看不到的，作者却由叶子
的“风韵”想象到那叶子下的水“脉脉”有情，真正做到了
言有尽而意无穷。

4.师生共同小结本段写景重点。

本段运用比喻、拟人、通感等手法，描绘了月下荷塘的美景，
这些手法令人浮想联翩。更绝的是全段不着一个“月”字却



处处有月。请同学们朗读品味。

5.齐声朗读课文第4段，品味其写景特点。

（二）诵读鉴赏第5段（仿照第4段的鉴赏方法，引导学生自
己分析）。

1.指明一个学生朗读。

明确：叶、花、树，写出了月色朦胧飘渺的特点。

3.提问：月色本是难状之景，作者用了一些传神的动词：
（如：“泻”“浮”“洗”“画”等），描绘出了可感的月
光形象，试结合语境分析这些动词的特点。（可分成4组讨论
后回答）

明确：泻--既照应了以流水喻月光，又写出了月辉照耀，一
泻无余的景象，使月光有了动感。

浮--写深夜水气由下而上轻轻升腾，慢慢扩散、弥漫，以动
景写静景，描绘雾的轻飘状态。

洗--写“叶子和花”在月光映照下一种奶白色而又鲜艳欲滴
的状态。

画--有“人为”动作含于其中，仿佛有无形的手在展纸描
绘“倩影”，写出了投在荷叶上的月影之真、之美。

4.师生共同小结：本段虽着意写月色，但又处处不忘荷塘，
用几个传神的动词，从不同角度写出淡月辉映下荷塘里雾光
叶色、水气交相杂糅而形成的朦胧景象，使难状之景如在眼
前。请同学们看着挂图展开想象，进入情景，朗读课文。

5.齐声朗读第5段，体味作者写景的高明手法。



（三）诵读、鉴赏第6段

1.齐声朗读。

2.提问：本段写了荷塘四周的景色，与课文第2段照应，试比
较两段写景的异同。（阅读比较后回答）

明确：相同：都写了荷塘四周景物，都写了树、小路。

不同：第2段重点写了小煤屑路的寂静、阴森，写得简略。而
本段则以树为着眼点，由近及远，写了树色、烟雾、远山、
灯光，再由静到动，写到蝉声、蛙声，显然，既是对第2段的
回应，也是第4、5段荷塘月色的继续扩展。

3.提问：本段写月下荷塘的景色，作者选用了一些叠字叠词
（如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重重、阴阴、隐隐约约等），试
结合语境，说说这些词语的妙处。（学生阅读后回答）

明确：远远近近、高高低低--写出了树的错落有致，既开阔
又有立体感，用语平实自然。重重、阴阴、隐隐约约--传神
地描述出特定环境中的景物特点，不仅写出了树木之多，而
且加强了叶色的浓重气氛。

4.师生共同小结。

叠字叠词的运用，不仅传神地描写了事物的特征，而且照应
了第2段中“蓊蓊郁郁”的树，“阴森森”的小路。读起来节
奏鲜明，韵律协调，富有音乐美。请大家再次朗读体会。

5.齐声朗读第6段，体会其特点。

四、熟读，品味4~6段（组织学生进入情景朗读课文）

五、布置作业



1.阅读全文，进一步了解全文的结构及作者的感情基调。

2.背诵4～6段。

第二课时

[教学要点]在初步感知课文内容的基础上，借助背景、关键
语句理清作者思想感情的脉络。

[教学步骤]

一、检查背诵（抽查1～2名同学）

二、检查对课文结构理解的情况

1.提问：大家阅读了课后方框里的内容，了解了本文结构上
是圆形的。试结合课文内容，具体描述本文的结构特点。

明确：学生回答后，教师出示投影片显示：

全貌：路幽、树多、月淡边走边想：想现实边走边看

2.提问：从课文结构看，作者的一切活动都是由“这几天心
里颇不宁静”引起的，这是“文眼”，是理解全文的关键，
试联系背景讨论作者“这几天心里”为什么“颇不宁静”？
（可以分成若干小组讨论、回答）

明确：（1）对现实不满的愤激；（2）对政局和个人前途的
忧虑；（3）表现了一种我行我素的闲适心情；（4）表现了
作者对美好自由幸福生活的向往。（教师可以给予一定的提
示，不论学生答出哪一点都应给予肯定）

三、理解课文中的情与景

1.提问：平常我们见到的写荷花的文章大多是浓艳明丽的，



本文描写的景色却是素淡的，朦胧的。景语即情语，试结合
课文谈谈自己的看法。（让学生自由发表自己的看法）

明确：作者夜游荷塘是为了摆脱“心里颇不宁静”，追求刹
那间的安宁。作者笔下的荷塘是一派幽静安宁的景象，正是
作者所追求的，在作者眼中，荷塘景色“恰是到了好处”，
不浓不淡，不明不暗，一切都是那样的调和适中安逸。追求
刹那间的安宁正是为了暂时忘却，分明曲折地反映了他对当
时现实的不满。荷塘景色越宁静、安逸，越反衬心里“颇不
宁静”。作者把这种情感很自然地融入这月下荷塘的美景中。

2.引导学生理清作者的感情思路。（师生共同活动）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
己”“便觉是个自由的人”“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
了”--“但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忽然想起来
采莲的事情来了”--“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

3.提问：月下荷塘的美景使作者获得了片刻的宁静，但蝉声
和蛙声又打破了他内心的宁静，作者的思绪由理想回到现实，
似乎可以收尾，为什么还要写一段描写古人采莲和记起《西
洲曲》情景的文字？试结合语境谈谈自己的看法。（引导学
生诵读，讨论后回答）

明确：从全文看，这是在游完荷塘往回走的路上想起的，刚
游完荷塘，由荷花想到采莲，这顺理成章。游荷塘没有使作
者摆脱“不宁静”，于是作者又回忆历史，描绘出了一幅热
闹欢快的景象，这不仅反衬出此时的静，更表现了对美好自
由生活的向往。“可是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历史只
能想想而已。又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西洲曲》是以
谐音描写一个青年女子思念情人的痛苦。犹如两幅画图，形
成了“冷”与“热”、“静”与“动”的强烈对比，写出了
一个知识分子内心的矛盾与冲突。“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
了”一句，是全文的点睛之笔，既是因回忆而勾起了乡思，



也含蓄地揭示了“心里颇不宁静”的原因所在。深切而又微
妙地反映了作者想摆脱这种不宁静而又摆脱不掉的万分苦恼
的心情。

四、放录音，再品全文

1.体会一位知识分子当时的苦闷心情。

2.品味课文“景语”“情语”浑然一体、情景交融的艺术手
法。

3.感受作者朴素、准确的语言特点。

五、小结全文

整篇文章作者以艺术的笔法，描绘了一幅令人陶醉的月下荷
塘美景图；绿叶田田，荷花朵朵，清香缕缕，月色溶溶，像
朦胧的幻梦，像飘渺的歌声，充满了诗情画意。作者追求的
总是“淡淡的”“恰是到了好处”的意境，展现的是荷塘月
色的令人“惊异”之美。可以看出，这清新、美丽、宁静的
大自然正是作者的精神避难所。同学们，揣摩语言结合具体
语境，惟其如此，才会进一步加深对课文思想内容的理解，
逐步提高自己的阅读能力。

六、布置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