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高》教学设计

课程名称 语文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核心课 ○专业拓

展课

所属学科/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语文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开课年级 2023 级 开课时间 2024.4.15

学 时 72 学生人数 71

使用教材的名称

及出版单位

高等教育出版社语文基础模块下册

教学方式 线下 ○线上 ○线上线下混合式

学情分析

中职学生在初中学过一定数量的古代诗词，有一定的古

诗鉴赏基础，但对诗的了解较浮浅，除背诵、记忆外，

并不专注于诗歌本身的意象、意境与情感。因此，要加

强对学生古诗词诵读的训练，使其学会品味诗歌的意

境，把握诗歌表达的思想内容，培养学生的鉴赏能力，

使其受到熏陶而有所感悟。

教学目标

1、朗读诗歌，准确把握诗歌节奏。

2、赏析首联、颔联写景的诗句；分析颈联、尾联包含

的具体情感。

3、赏析情景交融的艺术特点，理解诗人在本诗中流露

出的深沉的苦痛。

教学重点
1、掌握由诗歌意象品味诗歌意境的技巧。

2、赏析诗歌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的艺术特点。

教学难点 走进诗人的情感，感受诗人深沉的痛苦和无尽的哀思。

教学环境设计及资源准

备

黑板，投影仪，电脑，教室，课桌椅，电灯，窗帘

【设计思想】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习中国古代经典诗文要“阅读

并了解作品内容，体会其精神内涵、审美追求和文化价值”“学习中国古代诗文的

表达方式，提高语言文字运用能力”。唐诗体现了我国古典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

具有极大的社会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登高》这首诗被称为“古今七言律第一”，

学好此诗，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诗歌鉴赏能力。



【教学课时】1课时

【教学方法】诵读法、点拨法、讨论法

【教学过程】

一、导入

秋，是中国诗歌中一个永恒的话题。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给我们呈现的

是深秋一位浪迹天涯的游子在萧瑟凄凉的黄昏孤独的身影；而毛泽东的《沁园春·长

沙》同样是在深秋，呈现的却是一幅绚烂多彩，生气盎然的湘江秋景图，可见，不

同的诗人面对同样的秋天却有不同的情感体验，那么伟大诗人杜甫笔下的深秋又是

怎样的呢？今天就让我们怀着仰慕的心情一起去走进杜甫的内心世界，去领略他的

才情，去触摸他的灵魂深处。下面，我们来学习杜甫的七言律诗—《登高》。

二、写作背景

这首诗是杜甫大历二年在夔州所作。写这首诗的时候，安史之乱已经结束四年

了，但藩镇势力又乘隙而起，相互争夺地盘，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在这种形势下，

杜甫只能继续漂泊，许多的因素造成了他的郁闷，有时代的苦难、家道的艰辛，有

个人的多病、未酬的壮志，以及好友李白、高适、严武的相继辞世。为了排遣郁闷，

他抱病登台，但反而是愁上加愁，更增添了新的悲哀。

三、作者简介

杜甫，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一生

写了 1400多首诗，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

向，被称为“诗史”。杜甫一生在苦难和穷困中度过，这使他更接地气，“穷年忧

黎元，叹息肠内热。”人生的痛苦和民众的疾苦 ，增添了他内心的辛酸苦累和伤感，

忧国忧民的情绪。

四、诵读体味：

范读、指名朗读、自由朗读相结合，把握节奏，画出朗读节奏，体味情感。

明确：朗读节奏

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五、整体感知

（一）鉴赏结构：

思考，本诗中最能体现作者感情的是哪个字？这首诗可分为几层？哪几句是写

景？哪几句抒情？

明确：

感情字：悲

层次：全诗分两层：

前四句写景，述登高见闻，描绘了一幅雄浑高远而又凄清悲凉的秋景。首联为

局部近景，颔联为整体远景。

后四句抒情，写登高所感，抒发了诗人感时伤世的爱国情感和长年飘泊的孤苦

愁绪。颈联自伤身世，将前四句写景所蕴含的比兴、象征、暗示之意揭出；尾联再

作申述，以衰愁病苦的自我形象收束。

（二）赏析前四句

1.找出诗中的意象，思考，这些意象分别有什么样的特点？表现出杜甫诗歌语

言的什么特点？诗人描绘了一幅怎样的画面？

明确：

诗歌意象及对应特点：风——急 天——高 猿——哀 渚——清 沙——

白 鸟——飞回 落木——萧萧 长江——滚滚

语言特点：精炼。

意境：描摹出了一幅秋风萧萧，万木凋零，江水滔滔，落叶飘飘，鸟鸣猿哀秋

肃临天下的秋景图。意境特点：苍凉、雄浑、沉郁而悲壮。

2.思考，你认为这四句诗中哪个字或词语用的好？为什么？

明确：

急——首先，秋天本来是个容易刮风的季节，而江边的风要比其他地方的风要

大得多，江边高处的风就更大，再加上诗人年老多病，当然会感到秋风特别猛烈，

所以，用了一个“急”字，很传神地写出了当时季节的特点。其次，这个“急”字，



还寄予了诗人当时的深切感受。秋风本来就是凉的，江边高处的风就会特别凉，所

以年老多病的诗人站在江边高岸上当然会感到凉彻透骨。这种寒凉，不仅是诗人皮

肤的感觉，更是诗人内心的感受。

（三）鉴赏后四句

1.思考，这四句诗抒发了诗人怎样的情感？

明确：

“万里”指远离故乡；“独登台”，则表明诗人是在高处远眺， “常作客”，指出

了诗人飘泊无定的生涯。“百年”，此处专指暮年。“悲秋”两字写得沉痛，秋天不一

定可悲，只是诗人目睹苍凉恢廓的秋景，不由想到自己沦落他乡、年老多病的处境，

故生出无限悲愁之绪。尾联对结，并分承五六两句。诗人备尝艰难潦倒之苦，国难

家愁，使自己白发日多，再加上因病断酒，悲愁就更难排遣。本来兴致盎然地登高

望远，此时却平白无故地惹恨添悲。

2.小结后四句：

颈联是诗人一生颠沛流离生活的高度概括。先横写“万里悲秋常作客”，再纵

说“百年多病独登台”。一横一纵，承上启下，点出了全诗感时伤世、羁旅飘沦的

主旨;表达了诗人内心深处的沉郁悲抑的感情。久客最易悲秋，多病独自登台。极为

沉郁顿挫。

尾联两句是悲叹自己穷困潦倒孤苦寂寞的境遇和心情。出句写诗人备尝艰难之

苦，白发丛生;对句写自己困顿潦倒，疾病缠身。国难家愁，只有借酒排遣，但又因

多病不得不放下这浇愁的酒杯。“艰难”，既有国家的艰难，又有个人的苦难。他

既忧国，忧民，又忧身。全诗就在这忧愤无奈的感叹声中收笔，悲愤深沉，而又寄

意深远。

六、精读赏析

思考，这首诗塑造了一个怎样的诗人形象？

明确：

这首诗通过诗人登高的所见所闻所感，描绘了大江边的深秋景象，又有长年作

客异乡的羁旅之愁，晚年多病的孤独之感，战争带来的国难家仇和日渐增多的白发，



抒发了诗人对艰难身世的感慨，展现了一位穷困潦倒、漂泊无依、忧国忧民的诗人

形象。

七、艺术特色

讨论：这首诗有哪些艺术特色？

明确：

雄浑豪放；意象丰富；语言精炼；情感深沉。

八、课堂小结：

《登高》被称作“古今七言律第一”。前四句写景，述登高见闻，紧扣秋天的

季节特色，描绘了江边空旷寂寥的景致。首联为局部近景，颔联为整体远景。后四

句抒情，写登高所感，围绕作者自己的身世遭遇，抒发了穷困潦倒、年老多病、流

寓他乡的悲哀之情。颈联自伤身世，将前四句写景所蕴含的比兴、象征、暗示之意

揭出；尾联再作申述，以衰愁病苦的自我形象收束。此诗语言精练，通篇对偶，一

二句尚有句中对，充分显示了杜甫晚年对诗歌语言声律的把握运用已达圆通之境。

九、作业布置

1. 在理解的基础上背诵《登高》全诗。

2. 完成课本上《登高》课后练习题。

【教学反思】本堂课前半节课堂气氛轻松活跃，学生能敞开胸怀，踊跃表达意

见，师生互动良好，后半节明显感觉到学生互动减少，气氛不够活跃。这与教师安

排的课堂内容过多，学生思考时间不足有必然联系。课堂教学要懂得取舍，着重讲

解重点内容，让学生体会发言，教师适当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