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九上诗词三首教案(优质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
么特点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享，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九上诗词三首教案篇一

同学们，说起唐诗，不得不提到李白。余光中在《寻李白》
中这样赞叹他：“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
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杜甫曾在《饮中八仙歌》中
这样描述李白：“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
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学习
李白的名篇《行路难(其一)》,一同轻叩浪漫诗仙那扇独特的
心扉。

【新课解读】

一、初读诗歌，整体感知

1.有感情地朗诵本首诗。

(1)放录音，让学生听准字音，把握诗的诵读节奏。

(2)学生划出朗读节奏，注意朗读语气、语调及重音。学生自
由诵读，全体同学有感情地齐声朗读诗歌。

2.结合课下注释，同桌互译诗句的大意。

明确：金樽装着的清醇美酒每斗值十千钱，玉盘盛着的美味
佳肴价值万钱。

停杯投筷吃不下去，拔剑四望心中茫茫然。



想渡黄河冰塞住了河流，想登太行雪布满了山岭。

空闲时在碧绿的溪水中钓鱼，忽然又梦见乘舟从日边经过。

行路难啊，行路难！歧路多啊，如今身在哪里？

定有机会乘长风破万里浪，坚决挂上高帆渡过大海。

二、深入探究，研读品析

1.是什么原因使得诗人面对“金樽清酒”不能饮，“玉盘珍
羞”不能食？

明确：李白就要走了，出于对他的一片深情厚谊，朋友们设
下盛宴为他送行。但是他端起酒杯却又推开了，拿起筷子却
又放下了，他离开宴席，举目四顾，茫然不知所为。浓重的
忧郁和深沉的悲愤，使诗人酒不能咽，肴不能食。因*佞之闭
塞贤路，诗人悲愤、忧郁。

2.诗中哪些动作反映了作者当时的内心情感？

学生讨论，明确：“停”“投”“拔”“顾”四个前后连续
的动作，反映了李白内心的极度抑郁苦闷和感情的跌宕起伏。

3.李白诗中“欲渡黄河”“将登太行”是写实吗？作者为何
会有这种感受呢？

学生合作探究，教师点拨：“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
满山”在诗中不是写实。这两句诗是承上句而来的。当时作
者的心情非常苦闷抑郁，自己受诏入京，有幸接近了皇帝，
仕途渐现生机之时，却不能被皇帝继续任用，被赐金放还，
遭受打击之大，无以复加。他感到这处境犹如想渡黄河却被
冰塞满，无法渡；想登太行山而大雪封山，无路登。因
而“冰塞川”“雪满山”有其象征意义，象征人生道路上的



艰难险阻，象征前途渺茫，令作者痛苦万分。

4.诗中借用历史故事有什么作用？

5.诗歌的最后两句表达了作者怎样的志向？

讨论归纳：哪怕面前的道路阻碍重重，诗人却相信终有一天
将乘长风破万里浪，渡过大海，直达理想彼岸。突出表现了
他准备冲破一切阻力，去施展自己抱负的豪迈气概和乐观精
神。这是他唱出的音。

6.这首诗歌表现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感情？

明确：作者借这首诗歌来表现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描写人
生路上的坎坷，表达了诗人积极、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和
对理想的不懈追求。

三、拓展延伸

陶渊明的《饮酒》诗序中说：“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
独尽，忽然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而李白这首
《行路难》却写了对酒停杯的情境。一个是“既饮”之作，
一个是“未饮”之歌，试比较两首诗抒发的感情有什么不同。

讨论并归纳：《饮酒》抒写归隐田园、远离世俗的宁静安详、
闲适自得的心境；《行路难》抒发怀才不遇的愤懑情怀。这
两位诗人所抒发的情感不同，除了他们身世、追求不同外，
还有一个大的社会背景问题。陶渊明身处的时代，社会动荡，
民不聊生，虽有济世情怀却不能施展；李白身处大唐盛世，
社会相对稳定，学子人人自奋，期望为国为民有所作为，故
仍存积极进取之心。

四、本诗小结



今天的学习让我们看到一个从愤懑中挣脱，洋溢着自信风采
的李白。诗人用浪漫的笔法、跳动的韵律告诉我们，面对困
难的时候，请记住：“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海。”其实，行路虽难，只要我们努力了，就会取得成功。

九上诗词三首教案篇二

同学们，今天我们要学习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这
首诗，是刘禹锡被罢和州刺史后回归洛阳，途经扬州与被罢
苏州刺史后也回归洛阳的白居易相会。在酒席上，白居易吟诗
《醉赠刘二十八使君》相赠，诗中白居易对刘遭贬表示了同
情和不平，刘写此诗回赠白居易。这首诗同样表现了诗人意
志不衰、坚忍不拔的气概。

【新课解读】

一、整体感知——疏通文意

1.有感情地朗诵本首诗。

(1)教师范读，学生划出朗读节奏，分辨朗读语气、语调及重
音。

(2)学生自由诵读，并相互评价，教师给予适当的鼓励。全体
同学有感情地齐声朗读诗歌。

2.结合课下注释，用自己的话疏通这首诗的意思。

明确：巴山楚水一片荒远凄凉，二十三年来，我被朝廷抛弃
在那里。回到家乡，熟悉的人都已逝去，只能吟着向秀闻笛
时写的《思旧赋》来怀念他们，而自己也成了神话中那个烂
掉了斧头的人，已无人相识，真令人恍如隔世啊。我如同一
艘沉船，新贵们好比千帆竞渡，飞驰而过；又如一棵病树，
眼前都是万木争春，生机盎然。今天听到你为我歌唱的那一



曲，就凭借这杯水酒重新振作精神吧。

二、精读诗歌——深入探究

1.本诗各联分别写了什么？

明确：首联：表现辛酸，愤懑不平。

颔联：悲悼旧友，感叹变迁。

颈联：新贵得意，悲叹身世。

尾联：意志不衰，坚忍不拔。

2.谈谈你对各句诗的理解。

明确：首联直抒胸臆。刘禹锡因参加王叔文领导的政治革新
运动而遭贬，被贬到“巴山楚水凄凉地”,一去就是“二十三
年”,其间苦楚可以想见。“凄凉地”和“弃置身”两句富有
感情色彩的字句的渲染，把诗人抑制已久的愤激之情表现了
出来。

颔联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闻笛赋”,另一个是“烂柯人”。
“怀旧”句表达了对受害的战友王叔文等的悼念，“到乡”
句抒发了诗人对岁月流逝、人事变迁的感叹，颔联用典贴切，
感情深沉。

颈联承颔联而来。“沉舟”和“病树”是比喻久遭贬谪的诗
人自己，而“千帆”和“万木”则比喻在贬谪之后那些仕途
得意的新贵们。后来对本句的欣赏者和引用者不以“沉舟”和
“病树”自比了，而只采取这一联所表达的哲理，来表明：
没落的事物就让它没落吧，新生事物必然要发展起来，社会
在前进，前景无限美好。这种与诗人不同的理解，并不奇怪，
因为时代不同，欣赏某一作品的感受和作者不同是很自然的。



尾联看似平淡，其实是点睛之笔。“长精神”三字，含义深
刻，表现了诗人意志不衰、坚忍不拔的气概。

3.这首诗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感情？

明确：既表达了诗人对自己被贬谪、遭弃置的无限辛酸和愤
懑不平的思想感情，同时也表达了诗人的坚定信念和乐观精
神。

三、研读诗歌——品味语言

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这首诗，品评诗句，感受哲理美。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两句，历来为人们所
称道。这两句本意是抒发诗人的身世之感，但其中包含的哲
理使诗句具有了普遍意义，请你谈谈对这两句诗的理解和认
识。

明确：这两句本意是以“沉舟”“病树”喻指自己，抒发诗
人对自己身世的感慨。这两句借用自然景物的变化暗示社会
的发展，蕴含着深刻的哲理。意思是说，个人的沉沦算不了
什么，社会总是要向前发展的，未来肯定会比现在好。

四、拓展延伸——模拟对话

白居易与刘禹锡相逢，他们之间会有怎样的对话？请做模拟
表演。

五、本诗小结

在这首诗里，诗人抒写长期贬居生活的艰辛和对世事沧桑、
亲朋凋零的伤感，含蓄地表达了内心的不平。但诗人并未因
此消沉下去，而是振作精神面向未来。“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一联，以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出积极进



取的人生态度，揭示了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

全诗起伏跌宕，沉郁中见豪放，是酬赠诗之上品。

以上就是为大家整理的6篇《部编版九年级上册语文第13课
《诗词三首》课文原文及教案》，您可以复制其中的精彩段
落、语句，也可以下载doc格式的文档以便编辑使用。

九上诗词三首教案篇三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面就是给大家整理的6篇部编版九年
级上册语文第13课《诗词三首》课文原文及教案，希望可以
加深您对于写作九年级上册语文的相关认知。

九上诗词三首教案篇四

同学们，“一切景语皆情语”,大自然的万物在作家笔下都是
一首浪漫的歌、一首美丽的诗。中秋佳节浩瀚深蓝天空中那
轮明月本就牵动无数文人墨客的情怀，赏月玩月便成了人们
久谈不衰的话题，有诗道：明月四时有，何时喜中秋。为何
人们独独钟情于中秋赏月呢？今天让我们一起领略苏轼的怀
秋思绪吧。



【新课解读】

一、整体感知——疏通文意

1.教师示范朗读，学生听准字音、节奏，体会语言的缓急，
划出朗读节奏，分辨朗读语气及重音。

2.说说上下两阕分别写了什么内容。

明确：上阕写月下饮酒，下阕写对月怀人。

二、研读品析——深入探究

1.这首词在正文之前有个小序，请结合关键字词分析小序给
我们提供了哪些信息。

明确：(1)“中秋”,交代写作时间，已暗含相思之意。

(2)“醉”,苏轼因何而醉？

(3)“兼”,可见本词表达的感情不止一个方面。

2.那么，在这首词中，苏轼到底以月为媒抒发了哪些情感呢？
这就是我们解读本词的核心问题。请同学们结合写作背景及
词中具体内容以小组为单位合作探讨这个问题。

学生讨论，师生共同归纳总结：

上阕：

(1)矛盾、苦闷的心情：政治上失意，使他心情郁闷，想回到
朝廷做官又担心朝中激烈复杂的党派斗争使自己难以容身。

(2)积极乐观的情怀：只要奋发有为，做地方官同样可以为国
家效力。



下阕：

(1)反诘埋怨：为何月亮在人们别离之时分外圆呢？

(2)旷达乐观：人月无常，悲欢离合阴晴圆缺在所难免。

(3)美好祝福：希望人人岁岁平安，虽然相隔千里，也能共享
这美好的月光。

3.这首词抒发了词人怎样的思想感情？

合作学习，展示交流，明确：

这首词反映了作者仕途失意、幻想超然物外的情绪，但积极
的处世态度最终战胜了消极遁世的念头，表现了作者旷达的
胸怀和乐观的精神。

4.品味佳句。

你喜欢词中哪些句子？说说你喜欢的理由。

示例：

(1)我喜欢“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因为这句话写出了
作者在月下起舞的姿态和心情，用对比的手法表现了他对生
活的赞美和向往。

(2)我喜欢“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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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我喜欢“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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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了词人旷达的胸怀。

(4)我喜欢“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词人希望分离的人
们从共赏明月中互相慰藉，互相祝福，希望大家岁岁平安，
表现了词人崇高的思想境界和乐观的情怀。

三、拓展训练——月中有情

月是文人钟爱的形象，十五夜望月，皎月当空，月明如昼，
似白玉，似明镜。在这良辰美景之中，古人用“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这样的千古名句表达了他们心中思故里、念亲
人的真挚感情。

你还知道哪些借月写情的诗词作品？

示例：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王建)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

四、本词小结

回顾悠悠历史，掩卷沉思，我们不禁为苏轼坎坷的一生而扼
腕，为手足不能执手言欢而神伤。但当我们再次仰望当空的
明月之际，更为他那挺拔的人格、豁达的胸襟而深深折服！



九上诗词三首教案篇五

同学们，今天我们要学习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这
首诗，是刘禹锡被罢和州刺史后回归洛阳，途经扬州与被罢
苏州刺史后也回归洛阳的白居易相会。在酒席上，白居易吟诗
《醉赠刘二十八使君》相赠，诗中白居易对刘遭贬表示了同
情和不平，刘写此诗回赠白居易。这首诗同样表现了诗人意
志不衰、坚忍不拔的气概。

【新课解读】

一、整体感知——疏通文意

1.有感情地朗诵本首诗。

(1)教师范读，学生划出朗读节奏，分辨朗读语气、语调及重
音。

(2)学生自由诵读，并相互评价，教师给予适当的鼓励。全体
同学有感情地齐声朗读诗歌。

2.结合课下注释，用自己的话疏通这首诗的意思。

明确：巴山楚水一片荒远凄凉，二十三年来，我被朝廷抛弃
在那里。回到家乡，熟悉的人都已逝去，只能吟着向秀闻笛
时写的《思旧赋》来怀念他们，而自己也成了神话中那个烂
掉了斧头的人，已无人相识，真令人恍如隔世啊。我如同一
艘沉船，新贵们好比千帆竞渡，飞驰而过；又如一棵病树，
眼前都是万木争春，生机盎然。今天听到你为我歌唱的那一
曲，就凭借这杯水酒重新振作精神吧。

二、精读诗歌——深入探究

1.本诗各联分别写了什么？



明确：首联：表现辛酸，愤懑不平。

颔联：悲悼旧友，感叹变迁。

颈联：新贵得意，悲叹身世。

尾联：意志不衰，坚忍不拔。

2.谈谈你对各句诗的理解。

明确：首联直抒胸臆。刘禹锡因参加王叔文领导的政治革新
运动而遭贬，被贬到“巴山楚水凄凉地”,一去就是“二十三
年”,其间苦楚可以想见。“凄凉地”和“弃置身”两句富有
感情色彩的字句的渲染，把诗人抑制已久的愤激之情表现了
出来。

颔联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闻笛赋”,另一个是“烂柯人”。
“怀旧”句表达了对受害的战友王叔文等的悼念，“到乡”
句抒发了诗人对岁月流逝、人事变迁的感叹，颔联用典贴切，
感情深沉。

颈联承颔联而来。“沉舟”和“病树”是比喻久遭贬谪的诗
人自己，而“千帆”和“万木”则比喻在贬谪之后那些仕途
得意的新贵们。后来对本句的欣赏者和引用者不以“沉舟”和
“病树”自比了，而只采取这一联所表达的哲理，来表明：
没落的事物就让它没落吧，新生事物必然要发展起来，社会
在前进，前景无限美好。这种与诗人不同的理解，并不奇怪，
因为时代不同，欣赏某一作品的感受和作者不同是很自然的。

尾联看似平淡，其实是点睛之笔。“长精神”三字，含义深
刻，表现了诗人意志不衰、坚忍不拔的气概。

3.这首诗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感情？



明确：既表达了诗人对自己被贬谪、遭弃置的无限辛酸和愤
懑不平的思想感情，同时也表达了诗人的坚定信念和乐观精
神。

三、研读诗歌——品味语言

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这首诗，品评诗句，感受哲理美。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两句，历来为人们所
称道。这两句本意是抒发诗人的身世之感，但其中包含的哲
理使诗句具有了普遍意义，请你谈谈对这两句诗的理解和认
识。

明确：这两句本意是以“沉舟”“病树”喻指自己，抒发诗
人对自己身世的感慨。这两句借用自然景物的变化暗示社会
的发展，蕴含着深刻的哲理。意思是说，个人的沉沦算不了
什么，社会总是要向前发展的，未来肯定会比现在好。

四、拓展延伸——模拟对话

白居易与刘禹锡相逢，他们之间会有怎样的对话？请做模拟
表演。

五、本诗小结

在这首诗里，诗人抒写长期贬居生活的艰辛和对世事沧桑、
亲朋凋零的伤感，含蓄地表达了内心的不平。但诗人并未因
此消沉下去，而是振作精神面向未来。“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一联，以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出积极进
取的人生态度，揭示了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

全诗起伏跌宕，沉郁中见豪放，是酬赠诗之上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