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琵琶行教案详案 琵琶行的教
案(优质8篇)

小班教案是教师进行教学安排和教学内容组织的重要依据，
有助于教学的有效实施。以下是一些经过多年实践和改进的
初三教案范文，是教师们备课的好帮手。

琵琶行教案详案篇一

通过以上分析明确了诗歌的内容与作者的情感后，请学生分
析应该如何朗读《琵琶行》（学生议论回答后，教师略加点
拔）。

第一段：开头几句应读得沉重舒缓，“忽闻水上琵琶声”后
应作稍长停顿，以示有一个短时间的静听过程。

第二段：“寻声”一句可轻声读出，以示情节由此开
端。“移船”句至“未成曲调先有情”应读得轻缓诚
恳。“大弦”以下四句要急读，有轻快情调。“间关”两句
速度放慢，要读得流畅。“冰泉”以下四句是为高潮蓄势，
要小声读。“银瓶”以下四句写乐曲高潮和终止，要读得紧
张、热烈，至“裂帛”戛然而止。

第三段：琵琶女自叙身世部分语气中速，按少年欢乐、晚年
沦落、当前心境分层读出相应情感，每层后稍作停顿。

第四段：诗人倾诉内心部分，“同是”二句点明全诗主旨，
宜用叹惋之声慢读；“我从”以下六句为下文铺垫，可轻读；
“其间”以下六句写心情，也要用叹惋之声；“今夜”以下
四句表请求，应读得恳切。

第五段：结尾两句余味无穷，读完上句宜稍稍延长，再缓缓
读出下句。



琵琶行教案详案篇二

明确：这两句诗表达了诗人对歌女不幸遭遇的同情，又抒发
了自己谪居江洲后的郁闷的心情，隐含当时社会变乱，政治
衰落给人们造成的痛苦，意义深刻。“天涯沦落”有着丰富
的内涵，它写出了人们对苦难生活的共同的情感体验，引起
了一代代人的共鸣。由于诗句简明准确，情意合一，成了千
古名句。

琵琶行教案详案篇三

明确：交代了时间、地点、人物和故事概况，概述歌女的悲
凉身世，说明了写作的背景动因，并为全诗定下了凄切的感
情基调。

2.小序已经简明清楚地叙述了琵琶女的故事和自己的感受，
为什么还要写成一首诗呢?

明确：写成了诗，人物和故事更加形象感人，更好地抒情达
意，给人以更深的感情共鸣。

琵琶行教案详案篇四

《琵琶行》创作于元和十一年（816年）。白居易任谏官时，
直言敢谏，同情民间疾苦，写了大量的讽谕诗，触怒了唐宪
宗，得罪了权贵。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被藩镇李师道派人
刺杀。白居易情急之中上疏请捕刺客，触犯了权贵的利益，
被指责越职奏事，贬为江州刺史；又进而诬陷他作《赏花》
《新井》诗“甚伤名教”，再贬江州司马。江州当时被看成是
“蛮瘴之地”，加之州司马虽然名义上是刺史的佐史，实际
上是一种闲散职务，这对白居易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嘲弄。他
的被贬其实是一桩冤案，他连遭打击，心境凄凉，满怀郁愤。
次年送客湓浦口，遇到琵琶女，创作出这首传世名篇。



琵琶行教案详案篇五

一是多媒体辅助教学手段的使用存在问题。一开始课件视频
播不出来;另外，在最后让学生放声自由读时不应播放视频，
以免影响学生进入文本体验。

二是咀嚼诗歌语言不够深，不够细。《琵琶行》的篇幅较长，
要完成的教学任务较多，赛课时我有意加快了教学速度，虽
然在规定时间完成了教学任务，但是咀嚼诗歌语言不够深，
不够细，有些值得反复玩味的细节未能充分表现出来。

琵琶行教案详案篇六

1.知能目标：了解古典诗歌中序和诗的关系以及歌行体的特
点。体会古典诗歌形象化的表现手法。鉴赏古典诗歌的意境
美。

2.技能目标：训练学生的朗读能力。提高学生音乐欣赏的能
力。

3.情感目标：激发学生对美好音乐的向往与热爱。领会作者
情感里的人性美，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

琵琶行教案详案篇七

月夜奏琵琶我闻琵琶已叹息

凄凉话身世又闻此语重唧唧

（详叙事）（略抒情）

（叙事抒情融合）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主旨）



为君翻作琵琶行

满座重闻皆掩泣

（叙事结尾）

讲析：诗人以叙事起笔，直写秋江月夜送客，用“枫叶荻
花”、“江浸月”这样极富动感的景物和“惨将别”这
样“典型”的情怀，描绘出一幅寂寞凄凉的图画，给人以萧
瑟凄惨的感受。一个“忽”字，别生情怀，美妙的琵琶声使
主人客人一时忘掉悲伤的情感，从而引出下文。接下来诗人
依次展开一幅幅画面，一是写琵琶女的身世（通过琴声及
其“自言”），一是写诗人的感受。最后，这两方面的内容
交汇融合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一人生
体验上。写琵琶女的身世是叙事，写诗人的感受是抒情。然
而，诗章到此并未结束，由于琵琶女和诗人有着相同的人生
体验，才有“莫辞更座谈一曲”，才有“满座重闻皆掩泣”
的描述。所以，全诗以叙事起笔，中间交叉着描述与抒情，
最后以叙事结尾。这实际上是一种首尾照应的圆型结构，体
现了一种结构上的对称美。

琵琶行教案详案篇八

两千多年前，一个文人雅士，一个山野樵父，是音乐把他们
联系了起来；一千多年前，一个文人骚客，一个天涯歌女，
又是因为音乐，让他们再次演绎了一曲千古不衰的知音绝唱，
在这个不朽的夜晚，浔阳江的悠悠江水，瑟瑟秋风，清冷的
月光，飘飞的荻花，永远记住了这个美丽而忧伤的故事――
正如史君同学所说的――诗人白居易也在这个不朽的夜晚，
踏着湿漉漉的诗行，平平仄仄地走进了经典，他那两行滚烫
的泪水，沾湿了历史的脸庞，永远都无法抹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