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水调歌头教案设计(优秀17篇)
高一教案是教师根据学科特点和学生认知规律，制定的教学
内容和教学过程的有机结合。在这里，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
些三年级教案范文，希望能给广大教师提供一些教学思路和
参考。

水调歌头教案设计篇一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
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
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
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词前小序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
子曲。”丙辰，是北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当时苏轼在密州
(今山东诸城)做太守，中秋之夜他一边赏月一边饮酒，直到
天亮，于是作了这首《水调歌头》。

在大自然的景物里，月亮是很有浪漫色彩的，她很能启发人
的艺术联想。一钩新月，会让人联想到初生的萌芽的事物;一
轮满月，会让人联想到美好的圆满的生活;月亮的皎洁，又会
让人联想到光明磊落的人格。在月亮身上集中了人类许多美
好的理想和憧憬。月亮简直被诗化了!苏轼是一个性格很豪放、
气质很浪漫的人。当他在中秋之夜，大醉之中，望着那团圍、
婵娟的明月，他的思想感情犹如长了翅膀一般，天上人间自
由地飞翔着。反映到词里，遂形成一种豪放洒脱的风格。

上片一开始就提出一个问题：明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
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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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
句是从李白的《把酒问月》中脱化出来的，李白的诗



说：“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不过李白这里的
语气比较舒缓，苏轼因为是想飞往月宫，所以语气更关注、
更迫切。“明月几时有?”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好像是在
追溯明月的起源、宇宙的起源;又好像是在惊叹造化的巧妙。
我们从中可以感到诗人对明月的赞美与向往。

接下来两句：“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把对于明月
的赞美与向往之情更推进了一层。从明月诞生的时候起到现
在已经过去许多年了，不知道在月宫里今晚是一个什么日子。
诗人想象那一定是一个好日子，所以月才这样圆、这样亮。
他很想去看一看，所以接着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
玉宇，高处不胜寒。”他想乘风飞向月宫，又怕那里的琼楼
玉宇太高了，受不住那儿的寒冷。“琼楼玉宇”，语出《大
业拾遗记》：“瞿乾祐于江岸玩月，或谓此中何有?瞿笑
曰：‘可随我观之。’俄见月规半天，琼楼玉宇烂
然。”“不胜寒”，暗用《明皇杂录》中的典故：八月十五
日夜，叶静能邀明皇游月宫。临行，叶教他穿皮衣。到月宫，
果然冷得难以支持。这几句明写月宫的高寒，暗示月光的皎
洁，把那种既向往天上又留恋人间的矛盾心理十分含蓄地写
了出来。这里还有两个字值得注意，就是“我欲乘风归去”的
“归去”。飞天入月，为什么说是归去呢?也许是因为苏轼对
明月十分向往，早已把那里当成自己的归宿了。从苏轼的思
想看来，他受道家的影响较深，抱着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
又喜欢道教的养生之术，所以常有出世登仙的想法。他的
《前赤壁赋》描写月下泛舟时那种飘然欲仙的感觉说：“浩
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
登仙。”也是由望月而想到登仙，可以和这首词互相印证。

但苏轼毕竟更热爱人间的生活，“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
间!”与其飞往高寒的月宫，还不如留在人间趁着月光起舞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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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
《月下独酌》说：“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苏轼
的“起舞弄清影”就是从这里脱胎出来的。这首词从幻想上



天写起，写到这里又回到热爱人间的感情上来。一个“我
欲”、一个“又恐”、一个“何似”，这中间的转折开阖，
显示了苏轼感情的波澜起伏。在出世与人世的矛盾中，他终
于让人世的思想战胜了。

“明月几时有?”这在九百多年前苏轼的时代，是一个无法回
答的谜，而在今天科学家已经可以推算出来了。乘风人月，
这在苏轼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在今天也已成为现实。可是，
今天读苏轼的词，我们仍然不能不赞叹他那丰富的想象力。

下片由中秋的圆月联想到人间的离别。“转朱阁，低绮户，
照无眠。”转和低都指月亮的移动，暗示夜已深沉。月光转
过朱红的楼阁，低低地穿过雕花的门窗，照着屋里失眠的人。
“无眠”是泛指那些因为不能和亲人团圆而感到忧伤，以致
不能入睡的人。月圆而人不能圆，这是多么遗憾的事啊!于是
诗人埋怨明月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明月您总
不该有什么怨恨吧，为什么老是在人们离别的时候才圆呢?这
是埋怨明月故意与人为难，给人增添忧愁，却又含蓄地表示
了对于不幸的离人们的同情。

接着，诗人把笔锋一转，说出一番宽慰的话来为明月开
脱：“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人固
然有悲欢离合，月也有阴晴圆缺。她有被乌云遮住的时候，
有亏损残缺的时候，她也有她的遗憾，自古以来世上就难有
十全十美的事。既然如此，又何必为暂时的离别而感到忧伤
呢?这几句从人到月，从古到今，作了高度的概括，很有哲理
意味。

词的最后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婵娟”是美
好的样子，这里指嫦娥，也就是代指明月。“共婵娟”就是
共明月的意思，典故出自南朝谢庄的《月赋》：“隔千里兮
共明月。”既然人间的离别是难免的，那么只要亲人长久健
在，即使远隔千里也还可以通过普照世界的明月把两地联系
起来，把彼此的心沟通在一起。“但愿人长久”，是要突破



时间的局限;“千里共婵娟”，是要打通空间的阻隔。让对于
明月的共同的爱把彼此分离的人结合在一起。古人有“神
交”的说法，要好的朋友天各一方，不能见面，却能以精神
相通。“千里共婵娟”也可以说是一种神交了!王勃有两句诗：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意味深长，传为佳句。我看，
“千里共婵娟”有异曲同工之妙。另外，张九龄的《望月怀
远》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许浑的《秋霁寄远》
说：“唯应待明月，千里与君同。”都可以互相参看。正如
词前小序所说，这首词表达了对弟弟苏辙(字子由)的怀念之
情，但并不限于此。可以说这首词是苏轼在中秋之夜，对一
切经受着离别之苦的人表示的美好祝愿。

对于这首《水调歌头》历来都是推崇备至。《苕溪渔隐丛话》
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认
为是写中秋的词里最好的一首，这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这首
词仿佛是与明月的对话，在对话中探讨着人生的意义。既有
理趣，又有情趣，很耐人寻味。它的意境豪放而阔大，情怀
乐观而旷达，对明月的向往之情，对人间的眷恋之意，以及
那浪漫的色彩，潇洒的风格和行云流水一般的语言，至今还
能给我们以健康的美学享受。

苏轼《水调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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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文档

水调歌头教案设计篇二

2、全体同学模仿配乐范读有感情大声跟读，要求读出节奏与
韵律来

3自由朗读体验，并请个别学生展示朗读，集体评议

（选配古筝曲目《春江花月夜》，以及投影这首词的内容）

4、老师读小序，男生配乐朗读上阙，女生配乐朗读下阙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因此，先跟读，后自由诵读再请
几名学生朗读，在此过程中组织学生听读、评议，然后集体
朗读在这基础上，让学生配乐朗读《明月几时有》这首乐曲
节奏舒缓而有力，正好适宜这首诗的基调，设计这一环节旨
在让学生在诵读的过程中感悟，初步把握诗的语气语感，为
进一步理解诗奠定良好的基础）

5、这首著名的中秋词中，苏轼借吟咏月亮抒发了什么情
感？”

（现代教育理论主张在课堂上抛出一个主问题来带动学生对
全篇进行质疑、分析、探讨，即一石可以激起千层浪；而不
是象从前一样用一个个琐碎的问题来牵着学生鼻子走著名教
育家夸美纽斯说过这样一句话：“找出一种教育方法，使教
师因此可以少教，但是学生可以多学；使学校因此可以少些
喧嚣、厌恶和无益的劳苦，独具闲暇、快乐及坚实的进步”
在探讨文意之初就抛出主问题，引起学生的注意和思考，同
时又统领全文的教学活动）

（2）苏轼为何在这时会怀念他的弟弟呢？



学生讨论并展示显示搜集到的背景资料：

（3）品读词句，你能不能从词中找到表现苏轼怀念子由，渴
望和他团聚的句子呢？

学生自由朗读，并勾画表达思念的语句，自由回答，发表观
点教师点拔追问）

6、苏轼写这一首词难道只是为了借月表达对弟弟的思念吗？

（这一问题的设计紧紧承接上一问题，层层推进，探寻作品
的深层涵义）

（2）苏轼还有什么目的呢？月亮在词中还代表什么呢？让我
们先来了解苏轼的生平经历

（多媒体显示背景资料）

（4）让学生把“朝廷”代进上片，重新说说这段的意思

（6）“何似在人间？”这句中“人间”作何理解？这句词读
出了作者怎样的政治理想？

水调歌头教案设计篇三

优秀的作品优秀的人值得我们一生用心去读。东坡的这首词，
从千年前的宋代向我们飘来，它的芳香，还将向遥远的未来
飘去……以后无论在何时何地，只要能再一次与它相遇，让
我们都能从心底生发出一个真诚的声音：但愿人长久，千里
共婵娟！下课，同学们再见！

水调歌头教案设计篇四

回顾备课过程，我想我应该教给学生什么？以自己研读教材



的体验作为设计教学的立足点、出发点，而非一味地依赖教
参、教案在查阅、钻研教学参考资料上不能替代自己对文本
的独立钻研，有了对文本独立钻研，才会知道教材最动人的
是什么，理解上最困难的是什么，能够开发进行的能力训练
是什么教师钻研教材的过程，往往就是教学方案形成的过程
所以我在解读文本时首先要求自己撷取该词的精华，深刻透
彻地领会作品的思想实质及其表达形式，力求创新，希望自
己的思路能有效地启发学生，自己的收获能有效地帮助学生.

水调歌头教案设计篇五

4.1第一学时教学活动活动1【导入】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一，导入

1，放音乐，王菲翻唱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渲染气
氛，使学生沉浸在词所创造优美意境中。

2，学生齐诵《《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感受内容。并请学
生描绘词中画面。整体把握

活动2【讲授】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二、研读词前小序，思考以下问题。{小组合作交流}

1，小序中交代了什么信息？

小序中哪个字最意蕴丰富？让我们窥见到词的基本内容。

学生展示，教师指导

三。品读上阕，小组交流以下问题。

1、“我欲乘风归去”中的“归”字应该怎么理解。



2、“寒”字怎样理解？是指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冷吗？

从“我欲”到“又恐”至“何似”显示了此人怎样的心理变
化？

以上过程中学生展示，教师点拨、指导。

四、品读下阕，小组交流以下问题。

1、对“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这句话用艺术化的语言进
行扩展再创作，

2、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富有哲理，
请你联系现实，结合事例。写一段话进行解读阐释。

解读“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古今中外还有哪些人在
他们的作品中流露出和苏轼一样的心境呢。

以上过程中学生展示，教师点拨、指导。

五、赏读全词、把握全作者感情脉络，小结全词

词中作者的感情有哪些变化？请用四个词语依次描述。

苦闷――矛盾――豁达――祝愿

这首望月怀人之词。形象的描绘出一幅皓月当空、孤高旷远
的艺术境界。苏轼官场的失意怅惘，深藏内心的郁愤，大醉
之后的旷达、对胞弟的无限思念，或隐或现。既有理趣，又
有情趣，读来耐人寻味。它的意境豪放而阔大，情怀乐观而
旷达，对明月的向往之情，对人间的眷恋之意，以及那浪漫
的色彩，潇洒的风格和行云流水一般的语言，至今还能给我
们以健康的美学享受。所谓“余词尽废”这是一点也不过分
的。



活动3【作业】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六，布置作业

把《水调歌头》改成一篇文章。

要求：结合词的意境和作者情感，恰当的叙述，生动的描绘，
很好的融入作者或显或隐的情感。

水调歌头教案设计篇六

1、一年一度的中秋节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节日。历来被列
为我国三大传统节日之一。同学们，你们家过中秋有什么习
俗吗？古人过中秋喜欢吟诗赋文来抒发自己当时的感受，为
我们后人留下许多优美诗篇。

2、媒体呈现课题：

找学生讲讲课前查找的有关作者的资料。多媒体展示简介作
者生平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
居士，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合称三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在政治上属于旧党，但也有改革弊政的要求。

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清新豪
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
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传诵甚广。

水调歌头教案设计篇七

课堂教学要充分让学生自主学习，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因此，我准备以诵读感悟作为



总的学习方法，以讨论探究为深化理解的手段，具体操作步
骤为：

（一）情境激趣，整体的初步感悟。

（二）听、读、诵，自主研读体味。

（三）重点词句讨论探究、品味赏析。

水调歌头教案设计篇八

师：说起月亮，几乎没有人不喜欢。中国古代文人更是喜欢。
有人说，中国人随便拿起一本古人的诗集，抖一抖，叮叮当
当地会掉下好多“月”字来。千江有水千江月，掬水在手月
在手。真的，中国诗人眼中的月亮一片冰心，于是千里婵娟
是月，云破弄影是月，芦花深处是月，小楼吹笙是月，千江
有水千江月，掬水在手月在手。啊，好诗多在明月中，诗人
都拿月亮来抒发自己的情怀。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与月亮有着
不解之缘的苏轼的《水调歌头》，看看它将围绕月亮身我们
诉说什么。

水调歌头教案设计篇九

1．读准节奏。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
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
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
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读通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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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怀念(弟弟)子由。

明月从何时才有？手持酒杯来询问青天。不知道天上宫殿，
今天晚上是哪年。我想要乘御清风回到天上，又恐怕月宫里
美玉做成的楼宇，高高在上，让人经受不住那份清寒。起舞
翩翩玩赏着月下清影，归返月宫怎比得上在人间。

明月转过朱红色的楼阁，低低地挂在雕花的窗户上，照着没
有睡意的人(指诗人自己)。明月不该对人们有什么怨恨吧，
却为何总在亲人离别时候才圆？人有悲欢离合的变迁，月有
阴晴圆缺的转换，这种事自古以来难以周全。但愿离人能平
安健康，虽然相隔千里，也能共享这月色的明媚皎然。

(二)文本探究

1．词的上下两阕分别主要写什么？两者的联系何在？

【交流点拨】上阕望月(写景)，下阕怀人(抒情)；借景抒情、
情景交融。

2．“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有何深意？

【交流点拨】我想乘着风回到天上去，又怕那美玉建成的楼
宇，高高在上，让人经受不住那份清寒。这句话反映了词人
对天上生活的向往，政治上的失意让他产生了乘风归去的奇
想，但他又顾虑“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反映了作者理
想与现实的矛盾，也是针对政治遭遇而言，想回到朝廷中去，
但是又怕党争激烈，难以容身。

3．词中蕴含生活哲理的句子是什么？说说你对它的理解。

【交流点拨】“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人世间总有悲伤、欢乐、离别、相逢的变迁，月亮也有阴、
晴、圆、缺的变化，这些事自古以来就难以周全。这句话写



出了人月无常，自古皆然的道理，人的悲欢离合与月的阴晴
圆缺一样，两者都是自然的常理，是人生无法克服的遗憾，
词人受到月的启发，惆怅的心情得到慰藉，表现了词人旷达
的胸怀。

4．这首诗抒发了作者什么感情？

【交流点拨】表达了诗人的旷达胸襟和对亲人的怀念。

(三)名句赏析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交流点拨】只希望人人平安，虽然相隔千里，也能共赏这
美好的月光。词人希望自己和弟弟以及分离的人们从共赏明
月中互相慰藉，互相祝福，希望大家岁岁平安，推己及人，
表现了词人博大的思想境界和乐观的情怀。

水调歌头教案设计篇十

全词运用形象的描绘和浪漫主义的想象，紧紧围绕中秋之月
展开描写、抒情和议论，从天上与人间、月与人、空间与时
间这些相联系的范畴进行思考，把自己对兄弟的感情，升华
到探索人生乐观与不幸的哲理高度，表达了作者乐观旷达的
人生态度和对生活的美好祝愿、无限热爱。

这首词是苏轼哲理词的代表作。词中充分体现了作者对永恒
的宇宙和复杂多变的人类社会两者的综合理解与认识，是作
者的世界观通过对月和对人的观察所做的一个以局部足以概
括整体的小小总结。作者俯仰古今变迁，感慨宇宙流转，厌
薄宦海浮沉，在皓月当空、孤高旷远的意境氛围中，渗入浓
厚的哲学意味，揭示睿智的人生理念，达到了人与宇宙、自
然与社会的高度契合。



水调歌头教案设计篇十一

根据新课标提出的“诵读古代诗词，有意识地在积累、感悟
和运用中，提高自己的欣赏品味和审美情趣”等要求，本课
教学目标设定如下：

1.能有感情的朗读诗词，疏通大意，落实背诵要求。

2.理解苏轼因政治失意、手足分离而心情抑郁惆怅，最终心
胸开阔豁达的心理变化过程。

3.体会作者丰富的情感，感悟诗词创设的完美意境。

其中联系苏轼的生平经历，品味词中包含的人生哲理意味，
理解苏轼旷达心胸为教学重点；理解词中所表达的作者想回
朝廷而又心怀恐惧的矛盾思想是教学难点。

水调歌头教案设计篇十二

这首词中饱含着深奥的人生哲理，通过一个完美的文学意境
来实现，在美好的月色中交织着诗人对人生不如意的慨叹和
如何摆脱情感困扰的理智的矛盾，最终是理智摆脱情感困扰，
表现出诗人那热爱生活、执着人生的情感。

(活动形式:小组讨论,选派代表回答,教师归纳总结学生的答
案)

水调歌头教案设计篇十三

1、欣赏美仑美奂的月亮图“古今一轮月，千载寄情思”，配
《明月几时有》的轻柔笛音乐曲（为营造典雅的气氛作准备，
使学生可以快速的进入学习氛围中）

2、古往今来，明月牵动了多少文人雅客的情思，我们信口就



可以拈来几句下面请大家背诵几句吧，让我们共同欣赏文人
骚客钟爱的“月亮”这些诗句，诗人常通过月亮表达一种什
么样的感情呢？（思念、苦闷、孤独、惆怅等）

（教师的一句话就可以激起学生诗情的波浪结合旧知导入，
使学生在学习新知识的过程中联系旧知识，起到了对比理解、
融合贯通的效果）

水调歌头教案设计篇十四

1、通过学习这首词，你最喜欢词中哪一句或几句？请说明理
由。

2、试背诵课文

3、教师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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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意的事情，那我们怎么去迎接生活的挑战呢？我们应该
是：失意时，莫伤悲；苦闷时，莫彷徨；失败时，莫气馁。
正视失败，迎接挑战，我们的人生，定会成功。

水调歌头教案设计篇十五

。

美好的诗词意境引发人们无穷创造。有的用绘画方式表达自
己的感受，有的用文字来表达。）试发挥想象力根据这首词
的内容制成配图卡片或写下来。投影一副《苏轼对月饮酒
图》，(事先布置预习作业)

(教师配乐示范朗读自己改写的范文，以引起学生想创作的心
理，请同学们闭上眼睛听范读)（选配古筝曲目《西厢词》）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改写

你看，此刻的月光慢慢地转过红色楼阁，又低低地照进美丽
的窗阁里，复照着深夜不能入眠的诗人，是什么原因使诗人
无法入睡呢？是思念，是离愁，思念远在他方的弟弟，诗人
不由埋怨起月亮来了：你为何总在人们离别时这样圆满呢？
哦，月亮，这不是你的错，人世间万事万物都是如此，时盛
时衰，既然人间自古以来就有悲欢离合，月亮当然也会有阴
晴圆缺了，又怎能强求？只要彼此永远健康，能在千里之遥
共赏明月，有了这份心愿也就足够了，祝福天下的离人总有
团圆的一天。）

水调歌头教案设计篇十六

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望月怀远》

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谢庄《月赋》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月夜忆舍弟》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泊船瓜洲》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张若虚《春江花月
夜》

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李白《把酒问月》

水调歌头教案设计篇十七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四川
眉山县）人。宋仁宗嘉?二年中进士，宋神宗时，王安石实行
变法，他持不同政见，因而被外放到杭州、密州（今山东诸
城县）、徐州、湖州等地作地方官。后被新党中部分人罗织
文字狱，兴起“乌台诗案”，下狱，经救援出狱，贬为黄州



（今湖北省黄冈县）团练副使。旧党执政后，被招还，任翰
林学士、礼部尚书。但又与旧党意见分歧，遭排挤出任杭州、
颖州等地地方官。当变了质的新党再度上台，苏轼又被贬到
惠州（今广东惠州）、儋州（今海南岛儋县）等地，徽宗即
位时遇赦北还，死于常州。

苏轼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他在诗、词、散文、书法、
绘画等各个艺术领域都有杰出的成就。它的诗歌题材广泛，
敢于反映现实生活。他的词，开拓了词的境界，其风格豪放
婉约兼而有之。他的散文挥洒自如，随物赋行，写景抒情，
十分自然。有《东坡全集》。（参考内容：他的思想出入儒
道，杂染佛禅，既能关注朝政民生，保持独立的见解，又能
随缘自适，达观处世。宏博通达的学识才华和饱经忧患的人
生体验，也玉成了苏轼诗歌体裁多样，内容广博，立意新奇，
呈现出“吞五湖三江“的气象。他的一生政治讽谕诗有深刻
的现实意义。苏轼诗中数量最多，对后人影响也最大的是抒
发人生感慨和歌咏自然景物的诗篇。（如《赤壁怀古》、
《题西林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