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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园春·长沙》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目标：流畅而有感情地朗读诗歌，品味关键词句，感受毛

泽东写词风格，体会他地情感。

过程与方法目标：通过朗读来感受他写词风格以及毛泽东同志中流砥

柱的形象，合作探究方式体会情感。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体会词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

教学重点：毛泽东同志中流砥柱的形象和情感

教学难点：会词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激发兴趣

猜猜他是谁？

他是领袖，他为人民谋福利；他是诗人，他用平平仄仄的枪声写诗，

二万五千里是最长的一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是今朝的风流人物，

他是谁呢？——他就是伟人毛泽东。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伟人的心灵世

界，体会他的感情。

二、初读诗歌、整体感知

1.请同学们朗读本词，注意字音、节奏。

2.听录音朗读，感知这首词的基调。

3.找一位同学起来有感情地朗读本词。

4.全班齐读诗歌。

思考：在读的基础上，同学们能感受到这是一首什么风格的词？

教师提示：乐观豪迈、开阔大气

三、精读课文，全面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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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1：请同学们大声朗读，再次感受词人的大气，思考本次哪些方

面能感受大气。可从品味意象、品读关键词句、体悟情感等方面来鉴

赏。

①“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在深秋的季节里，毛泽东独立在橘子洲头，望着江水日夜不停地向北

流去。可以感受到词人爱秋而不畏寒、卓然而立的形象和中流砥柱的

英气。

小问题 1：“独立”能否改为“直立”、“站立”？

不能，1、“独立”不仅表明站在橘子洲头的是毛泽东一个人，而且还

透露出他对湘江滚滚北去时表现出来的中流砥柱的英雄气概；

2、与下阕开头“携来百侣曾游”相照应，说明今天是一人旧地重游；

②从“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

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七句，尽显词人写景视野的开阔豪气。

小问题 1：在这七句话中哪些词具有表现力？

万山红遍：指漫山遍野都是红色的枫林，也就是像火一样的枫林。

万：形容数量多，在此处表示山很多（群山）

遍：写出红之广。

层林尽染：层层叠叠的枫树林，叶子全都像染过一样，红成了一片。

层：层层叠叠，此处指层层叠叠的树林，也体现了山势的起伏

染：是人工赋予的，此处用了拟人手法，生动地写出了秋色之深。

漫江碧透：湘江的流水，碧绿通透。

漫：写出江水的满溢之状，也说明了江面很宽，江水很深

透：写出江水的清澈，深而洁

百舸争流：无数的船只在你追我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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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这里是泛指，表明船只很多

争：争先恐后，你追我赶，表现出千帆竞发的热闹场面

鹰击长空：矫健的雄鹰，在广阔无限的天空展翅飞翔

击：写出雄鹰矫健有力

鱼翔浅底：活泼的鱼群，在清澈见底的江中，遨游自如。

翔：写出鱼儿的轻松自在，欢娱。同时也说明了江水的澄澈，天空倒

影在水中，鱼儿游动仿佛在空中飞翔一般。

万类霜天竞自由：万物在深秋季节里都在争取自由，显露出蓬勃的生

机。

竞：有力地突出了万物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小问题 2：景物的描写顺序和描写手法

“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是静景

“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是动景

动静结合

“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是远眺

“漫江碧透，百舸争流”是近观

远近结合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俯仰结合

小问题 3：这些景有什么特点？

绚丽多姿、雄伟壮阔，生机勃勃

小问题 4：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那这些景抒发了啥子情感？

以壮景抒豪情，词人由眼前之物一下子扩展到世界万物，并作了哲理

性的概括。既然世间万物都在秋光中竞相地着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在

斗争中获得生存的自由，那么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特别是被压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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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不是更应该争自由吗？

③“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三句，词人问江山大地的情感

的大气。

面对生机勃勃的大自然和广阔的宇宙，面对着在大自然和宇宙中竞自

由的万物，他想到了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想到了祖国的命运和革

命的未来，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词人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和以天下为己

任的博大胸怀。

④“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

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我们可以感受到词人藐视权贵、改造旧世

界的凌云壮气！

同学们正值青春年少，风采焕发，才华横溢，意气风发，豪情奔放。

纵论国家大事，挥笔书写揭露黑暗、颂扬真理的文章，把当时的反动

势力一概都视为粪土。

小问题 1：塑造了怎样的人物形象？

青年革命者雄姿英发的战斗风貌和豪迈气概。

这几句话深沉的思索自然唤起了词人的思念和追忆，他回忆起1911～

1923 年在长沙的经历，想起其间发生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

惨案，也想起了一群风华正茂、奋发有为，敢于向旧世界宣战的“同

学少年”，感慨万千之余，用一句“粪土当年万户侯”表现出他藐视

军阀官僚、改造旧世界的凌云壮气！

⑤、“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感受到词人回忆往事的豪气

以及回答“谁主沉浮”的霸气。

还记得吗？当年我们一同到江心游泳，尽管风浪巨大，连船只行进也

很困难，但我们这些人却以同汹涌的急流拼搏为乐。不但与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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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合，也与词中塑造的同学少年奋发向上、敢作敢为的精神形象切合。

他们这些革命青年凌云壮志，以天下为己任，以及在新时代的大潮里，

乘风破浪，鼓桨前进，立誓振兴中华的气概豪情，含蓄地回答了上阕

提出的“谁主沉浮”的问题。

四、分析理解、交流评议

1、同学们曾经学过毛泽东的另一首词，同样词牌的《沁园春·雪》，

请同学们齐背本词，

思考并讨论：《沁园春.雪》流露的情感与《沁园春.长沙》一致吗？

明确：都表达了对祖国壮丽河山的热爱。在《沁园春·长沙》中词人

怅然地发问“怅寥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在《沁园春·雪》

里则是坚定地回答“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五、课后总结，拓展延伸

同学们，“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在今朝的同学们，我们

靠先辈站起来、富起来以及日渐强起来，如今任务棒传递在我们手中，

也希望同学们能够用“吾辈之青春，护佑盛世之中华”。

搜寻毛泽东同志更多的诗词去品读，学习他的写词风格，学习他为国

奋斗的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