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念奴娇赤壁怀古教学设计(大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
朋友。

念奴娇赤壁怀古教学设计篇一

教学目标：

1、能够体会怀古诗将写景、咏史、抒情相结合的特点。

2、体会作者壮志未酬的苦闷心情

3、有感情的朗诵词

教学重点：

能够体会怀古诗将写景、咏史、抒情相结合的特点。

教学难点

体会作者壮志未酬的苦闷心情

教学方法

问答法、讨论法、朗读法

教学课时

1课时



教学步骤

一、导入：

二、整体感知

1、齐读（初步感受词的豪放气势）

2、自由朗读（把握感情读）

3、老师和学生一起有感情的朗读本词（老师读上片，学生读
下片）

4、作朗读指导：（开篇三句，起笔空阔，气势不凡，应读得
有力度。中间“乱石……千堆雪”写了江涛汹涌，浪花狂卷
的壮丽景色，应读出一种豪迈语气。下片中对周瑜动人容貌
和出众才华的句子“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
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应读出羡慕景仰的语调。最后，“故
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
月”表达的是作者宦途失意的无限感慨，应读出那种忧伤，
失望、无奈的语调）

5、结合朗读指导，学生再次有感情的朗读本词。

三、解析

1、点一名学生有感情的朗读词的上片，

2、提问：作者具体描写了赤壁哪些景观？面对这些景观作者
生出什么样的感慨？

板书：所见所想

大江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惊涛、浪花一时多少豪杰

3、提问：“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在词中起什么作用？

明确：承上启下的作用（可用〈〈沁园春*雪〉〉里“江山如
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在那首词中的作用作提示）

4、下片中，描写周瑜的句子有哪些？

明确：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
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6、从描写周瑜的句子中，我们想想在苏轼心中周瑜的形象是
什么？

（板书）：婚姻美满年轻有为受明君器重功绩卓著

7、从周瑜在苏轼心中的形象，来分析作者为什么怀念周瑜，
其目的是什么？（讨论）

（板书）：对周瑜的仰慕之情来反衬自己的失意，抒发自己
年将半百而功业无成的感慨

苏轼：爱妻离世早生华发蒙昏君冷落功业未就

8、有人说：“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含有消极成分，你
怎样认为？

明确：言之成理即可（梦：生命短暂与江月永恒的对比，沧
伤的历史感）

（若说消极：请对苏轼留几句鼓励的话）



9、人生没有一帆风顺，在当你屡屡遭遇挫折后，你又以怎样
的心态面对？

明确：言之成理即可（引导学生树立正确挫折意识）

三、小结

本堂课在熟练的朗读基础上，着重分析了词写景、咏史、抒
情相结合的特点，同时对文章的思想情感作了细致分析。

四、作业

在理解基础上背诵本词，并默写本词

五、板书略：

六、教学后记：

《念奴娇·赤壁怀古》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念奴娇赤壁怀古教学设计篇二

2、体会作者借怀古抒发自己壮志未酬的抱负；

3、赏析豪放派词气势磅礴的风格。

教学重点：有感情的朗诵本词，并体会词人借怀古抒发自己
壮志未酬的抱负。

教学难点：赏析豪放派词气势磅礴的风格。

课时：一节课

教学方法：朗诵、自主、合作、探究

教具：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

一部《三国演义》，展示了无数的英雄豪杰，当我们回首这
些千古英雄时，一定有许多的感慨涌上心头，豪放派词人苏
轼在缅怀这些英雄时抒发了怎样的豪情斗志呢？今天，让我
们踏着音乐，走进三国，走进赤壁，走进《念奴娇赤壁怀
古》。（用电视剧《三国演义》的片头曲《滚滚长江东逝水》
的伴奏，作为背景音乐，创设情境）

二、生生对话，了解作者

1、回忆作者，指生回忆作者，苏轼（1037－1101），北宋文
学家、政治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
（今属四川）人。



2、简介背景：北宋元丰五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
州团练副使，游赤鼻矶，作词抒怀。这时苏轼年已四十七，
事业无成，政治失意，借怀古以抒发自己壮志未酬的抱负。
（老师总结，点击幻灯片，学生更好地了解作者的感情）

三、朗诵课文，生生对话

1、欣赏课文朗诵：注意朗诵的语气。（结合视频，配乐朗诵，
让学生从视觉、听觉上感受，创设情境，激发学生兴趣。）

2、学生自由朗诵，指三名学生朗诵，后全班齐读。（学生朗
诵，配以背景音乐，创设情境，有种美感。）

四、检查预习，疏通词意。（指生说词意，教师总结。）

1、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2、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五、赏析词意，师生对话

（一）朗诵并思考：齐读上阕，思索：

1、在上阕中，作者看到了哪些景物？这些景呈现出怎样的特
点？又由景想到了什么？

2、“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在词的结构上起什么作用？

（二）朗诵下阕，思考问题：

由赤壁的景，作者忆到了周瑜，那么下阕塑造了周瑜什么样
的形象?（儒雅，指挥若定，泰然自得，风流倜傥）

六、合作探究，师生对话



三国时期，人才辈出，可怀想的人物甚多，但作者苏轼为什
么独想起周瑜？（学生讨论，交流意见。用周瑜和苏轼的资
料对比，学生理解起来更清晰，更直观。）

周瑜年仅34岁就在赤壁之战中取得胜利，成为英雄，而自己
已年将半百，却被贬谪，功业无成，怎能不在感慨中生发仰
慕之情呢？这正是作者一生追求理想的豪迈心情和迫切建功
立业思想的表现。苏轼对周瑜“赞扬”的同时慨叹自己。

七、拓展延伸，对话自我

本词是苏轼豪放词的代表作，说说其“豪放”表现在哪些方
面？（结合戏曲来体会教师播放京剧版的《念奴娇赤壁怀
古》，学生欣赏、思索，指生回答。用歌曲帮助学生更好地
体会豪放派词的风格。）

八、课堂小结

全词以江山之胜，英雄之业为题材，以纵横之笔将怀古、咏
史、写景、抒情熔为一体，视野开阔，境界宏大，气势磅礴，
格调雄浑豪迈，是豪放词的代表。

九、课堂练习

默写句子：

本词的过渡句是

直接写周瑜形象的句子是

十、课后作业：

周瑜是战场上的英雄，“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苏轼是
文坛上的英雄，诗词歌赋、书法绘画都有建树头上戴着“豪
放派之祖”的桂冠；袁隆平是科学上的英雄，研究成功的杂



交水稻解决了数亿人的温饱。你心目中的英雄是怎样的？请以
“英雄”为题，写一篇300字的随笔。（帮助学生理解什么样
的人被称为英雄，提升自我。）

念奴娇赤壁怀古教学设计篇三

用多媒体课件展示赤壁风景图及苏轼原作。

（创设情境，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同时让学生对赤壁风光
有一个直观的认识，为学生有效理解课文埋下伏笔。）

1、学生自读课文，完成自读思考题

（１）运用多媒体播放影片范读。（要求：全神贯注，注意
范读的语气和感情。）

（２）查找资料，理解作者及创作背景。

（３）借助注解和工具书正音、正义，疏通词语

（４）在粗通词语的基础上齐读课文，感受文章。（初步领
会全词的意蕴。）

（５）说说你对这首的感受。（初步体验豪放风格。）

（６）提出你自己不能独立解决的难题。

2、小组讨论，交流自学所得。

3、教师小结。

（鼓励学生质疑，既可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又可以
为教师进行有的放矢的点拨引导提供前馈信息；小组交流讨
论，既可以共同分享学习资源，又可以培养学生合作的意识



和合作能力。）

1、赏析上阕

（１）有感情朗读上阕，讨论完成下表。

（作者抓住悬崖、陡壁、怒涛、波浪这些可视性极强、变化
宏大的形象，大刀阔斧，横画纵抹，描绘了一幅奇险雄伟的
画面，格调高昂。）

（２）面对壮美的赤壁景观，对活动在这里的英雄人物，作
者又是具有怎样的情感呢？

（３）上阙末句有何作用？

2、赏析下阕

（１）自由朗读下阕，思考问题：作者是从哪几个角度描写
周瑜的？基调怎样？

作者自身的状况又是怎样的？基调怎样？

（２）怎样理解这一矛盾（感奋与感伤）？

（“逝者如斯夫”，人生美好却短暂，于是有人叹息不
已，“人生苦短”；有人及时行乐，“对酒当歌，人生几
何”；有人借酒消愁，“与尔同消万古愁”；也有人玩世不
恭，“一场游戏一场梦”。那么，苏轼又是如何对待的
呢？“人生如梦”，人生是短暂的虚幻的，又何必执着？洒
酒入江，以酒祭月，是希望万古愁怀随江而去。感慨和动作
中现出一种超脱与旷达。）

3、总结全文

内容：感怀、写景、咏史、抒情



基调：昂扬、感奋、豪迈、苍凉

全词写景、怀古、抒怀，三者完美结合，浑然一体。

（以上教学环节，对文中极具艺术魅力的字、词、句进行推
敲的过程，既是阅读积累文言词语的过程，也是训练学生语
感、提高学生文言文阅读能力的过程。）

1、阅读比较课文与元曲的异同。

问人间谁是英雄？有酾酒临江，横槊曹公。紫盖黄旗，多应
借得，赤壁东风。更惊起南阳，便成名八阵图中。鼎足三分，
一分西蜀，一分江东。

问题：词在哪些语句体现了一种什么气势？与本节课进行对
比分析异同。

2、阅读比较豪放词和婉约词的风格差异。

词风分婉约与豪放两种，“婉约者欲其词调蕴藉，豪放者欲
其气象恢宏。”俞文豹《吹剑录》中形容婉约词“只合十七
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形容豪放
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形
象地说明了婉约词与豪放词风格的巨大差异。前面我们学习
了柳永的代表作品《雨霖铃》，其景凄美，其事缠绵，其情
凄凉，“杨柳岸晓风残月”说不尽的感伤凄婉，融情于景。

问题：这两首词在风格与基调上有哪些不同？

3、有人说“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中含有消极成分？试
结合作者生平及写作背景，谈谈自己的看法。联系现代生活
实际，说说当代青年应该树立怎样的人生观。

（本词表现了苏轼复杂矛盾的思想。苏轼深受儒、道、佛三



家思想影响，他一方面仰慕屈原、诸葛亮、陆贽等经世济时
的人物，希望尊主忧国，渴望建功立业；一方面又酷爱陶潜，
追慕老庄，在险恶的政治逆境中能够保持超然物外的旷达态
度。又跟和尚亲密往来，精通禅学。儒、道、佛三家思想，
本来是矛盾的，但苏轼习惯于把政治思想和人生思想区别对
待，采用“外儒内道”的形式，把它们统一起来，从而构成
了苏轼世界观中既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又交织着齐生死、等
是非的虚无态度。这首词中壮丽江山、英雄业绩，既激起了
他豪迈奋发之情，也加深了他的思想矛盾，使他产生“人生
如梦”的感慨。这首词具有感奋和感伤的双重色彩。苏轼的
感伤是由于建功立业的激切热望不能实现而萌发的，我们应
当更多地体会他对事业对人生的激情和思索，而不是伤
感。“人生如梦”反过来也可以激发我们对人生的追求，这
也正是这首词的理趣所在。从语言上体会这首词，也
是“奋”压倒了“伤”。意境壮阔，风格豪放，反映了苏轼
的宽阔胸襟。）

（这是个拓展性话题，不在于形成统一的结论，而在意引导
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在珍惜生命、奋发有为的
同时，只有摆脱患得患失的羁绊，才能获得一个欢乐的人生。
并且通过思想争鸣，可以使学生乐于进行交流和思想碰撞，
在相互切磋中，加强领悟，共同提高，为学生综合素质的提
高奠定基础。）

以上教学设计体现了三个方面的特色：

1、注重比较，在比较中促进学生认知的发展。“有比较才能
有鉴别”，易于行成课堂教学的兴奋点，活跃学生的思维；
易于学生举一反三，学会思考，学会学习，达成语文教学的
终极目标。为此，本教学设计安排了两次比较性阅读，一是
将课文与同题材、同风格的元曲进行类比阅读，强化学生对
豪放词内容与风格的印象；二是将课文与《雨霖铃》进行反
比阅读，让学生整体把握豪放词和婉约词截然不同的审美风
格。通过多层次比较阅读，加深学生对古典诗歌的文化底蕴，



提高文言文阅读能力。

2、重视学生的阅读过程和阅读体验。“旧书不厌百回读，熟
读深思子自知。”阅读教学要以读为本。本教学设计始终以
诵读作为理解赏析课文的主要手段，从范读到齐读、有感情
阅读，引导学生设身处地地“读”课文，“激昂处还它个激
昂，委婉处还它个委婉”，有利于学生理解赏析课文内容，
感受豪迈奔放的风格。

3、注重古典诗词与学生生活实际的联系，引导学生用历史的
眼光和现代观念审视古代作品，为学生个性化地解读古代作
品提供了空间。本教学设计中打破传统课堂教学中绕开有争
议的问题的常规做法，让学生对苏轼的人生观进行争鸣，在
学生各抒己见的基础上，联系现代生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价值观。

念奴娇赤壁怀古教学设计篇四

1、领略苏轼豪放雄迈的词风，初步了解豪放派词的特点。

2、理解词人复杂的心情，用文字的视角去解读词中的景物描
绘和人物刻画，能够感词人所感，让学生体味艺术美的感染
力。

3、掌握常用的鉴赏古典诗歌的方法，逐步培养对意境的感受
分析能力。

【教学重点】

理解词人复杂的心情，

用文字的视角去解读词中的景物描绘和人物刻画，能够感词
人所感，让学生体味艺术美的感染力。



【教学难点】

1、理解词人复杂的心情，用文字的视角去解读词中的景物描
绘和人物刻画，能够感词人所感，让学生体味艺术美的感染
力。

2、掌握常用的鉴赏古典诗歌的方法，逐步培养对意境的感受
分析能力。

【教学方法】

诵读法点拨法讨论法

【教学工具】

多媒体课件

【教学时数】

1课时

【教学步聚】

一、导入新课

播放歌曲《滚滚长江东逝水》

二、诗词阅读“三看”（投影显示）

看题目看作者看注释

1、根据投影提示，指导学生在阅读之前先关注诗词的这三个
部分。

2、学生讨论后交流看完这三部分的收获（教师加以指导，投



影显示答案）

看题目怀古主要通过对古迹的描写和对古人、古事的记叙，
来抒发诗人自己的思想感情（板书：写景叙事抒情）

看作者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谥号文忠，四川眉山人。
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

词开豪放一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看注释黄州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突遭逮捕审讯，后贬
为黄州团练副使。（三咏赤壁，此赤壁非彼赤壁也）

三、诗词阅读思路相知——相识（投影显示）

（一）、与诗词的“相识”阶段

1、根据下面的提示学生自主阅读词作，质疑交流。

1）、读准字音，读清节奏，读懂诗词字面的含义。

2）、上片写景

下片抒情

2、在初读的基础上，对学生的朗诵加以指导，播放《百家讲
坛·易中天品三国之大江东去》中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朗诵片段。

（二）、与诗词的“相知”阶段

1、“文字是生命的

酒”，诗歌的文字尤其如此。要想真正读懂一首诗词是必要
与之“相知”之后的，与诗词“相知”就是对文字的揣摩、



体味，联想、想象（投影显示）

2、学生讨论：这首词是苏轼豪放词的代表作，豪放派词的特
点大体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描绘壮景，抒
发豪情。那这首词是如何体现豪放词派的这些特点的，请大
家从词作中找出相关语句加以赏析。（投影显示）

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比柳词如何？对
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
晓风残’。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
江东去’”。公为之绝倒。

3、学生交流，教师对重点字句加以引导。（板书）

上片写景：惊心动魄的美丽

下片抒情：潇洒多情的感伤

1）、“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时间有如长江
之水滚滚东

流一样一去不返，使人想到了孔子的那句“逝者如斯夫，不
舍昼夜。”，而流传千古的英雄人物在这奔流不息的江水中
被时间淘洗的了无痕迹。

2）、“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着力表现周瑜
的儒将风采，辉煌战功。（注意：词人对周瑜的态度，既有
仰慕之感，又有不屑之情）

3）、“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年过半百的词
人神游于古战场，为自己的多情而发笑。（引导学生联系词
人对周瑜的态度，思考词人的思想感情）

4、教师总结（投影显示）



，要知道，个人的情感无论多么强烈，在宏阔壮烈的历史巨
变中，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那么矫揉造作。所以不必为此
再徒劳地感伤，应当享受人生，笑傲江湖。苏轼就在这种个
人与历史的强烈对比中获得了对人生的自觉，从而真正做到
超然物外、达观世事。

四、拓展研究（投影显示）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
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
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
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细流汇
成了湖,结果——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
的天光射向黄州，《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马
上就要产生。”

——余秋雨《苏东坡突围》

五、学生反复吟诵作品

六、布置作业

1、背诵全词

2、写一段赏析性的文字

念奴娇赤壁怀古教学设计篇五

大漠东去，碧空净，沿路驱车急赶。

前旗西边，朋友说，蒙人赛马开幕。

道路畅通，直达赛场，欢乐大草原。



绕过恰特，那达慕刚开演。

观景台上坐满，各地人汇聚，声影噪杂。

视野开阔，转瞬间，一局赛事结束。

起身离去，亲友都笑我，耐性不足。

如此无聊，不如去逛公园。

附：念奴娇?赤壁怀古

作者：苏轼【宋代】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