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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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 

 

 

 

译文 

春天回到了哪里？寻不见它的踪迹只感苦闷寂寞。如果有人知道春天

的消息，定要帮我呼唤它回来与我同住。 

谁也不知道春天的踪迹，只好去问一问黄鹂。然而黄鹂的婉转鸣声，

谁又能懂呢？一阵风起它便随风飞过了盛开的蔷薇。 

注释 

寂寞：清静，寂静。 

无行路：没有留下春去的行踪。行路，指春天来去的踪迹。 

唤取：唤来。 

谁知：有谁知道春的踪迹。 

问取：呼唤，询问。取，语助词。 

黄鹂（lí）：黄鹂：又叫黄莺、黄鸟。身体黄色自眼部至头后部黑色，

嘴淡红色，啼声非常悦耳，食森林中的害虫。益鸟。 

百啭：形容黄鹂宛转的鸣声。啭，鸟鸣。 

解：懂得，理解。 

因风：顺着风势。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增广贤文》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蔷薇（qiáng wēi）：花木名。品类甚多，花色不一，有单瓣重瓣，

开时连春接夏，有芳香，果实入药。 

 

赏析 

  此词赋予抽象的春以具体的人的特征。词人因春天的消逝而感到

寂寞，感到无处觅得安慰，像失去了亲人似的。这样通过词人的主观

感受，反映出春天的可爱和春去的可惜，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 

  此词高妙处，于它用曲笔渲染，跌宕起伏，饶有变化。故先是一

转，希望有人知道春天的去处，唤她回来，与她同住。这种奇想，表

现出词人对美好事物的执着和追求。 

  下片再转。词人从幻想中回到现实世界里来，察觉到无人懂得春

天的去向，春天不可能被唤回来。但词人仍存一线希望，希望黄鹂能

知道春天的踪迹。这样，词人又跌入幻觉的艺术境界里去了。 

  末两句写黄鹂不住地啼叫着。它宛转的啼声，打破了周围的寂静。

但词人从中仍得不到解答，心头的寂寞感更加重了。只见黄鹂趁着风

势飞过蔷薇花丛。蔷薇花开，说明夏已来临。词人才终于清醒地意识

到：春天确乎是回不来了。 

  此词为表现惜春、恋春情怀的佳作。作者近乎口语的质朴语言中，

寄寓了深重的感情。全词的构思十分精妙：作者不知春归何处，一心

要向别人请教；无人能知时，又向鸟儿请教。问人人无语，问鸟鸟百

啭，似乎大有希望，然而词人自己又无法理解，这比有问无答更可叹。

最后，鸟儿连“话”都不“说”，翻身飞走。这番妙趣横生的抒写中，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作者的惜春之情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创作背景 

  公元 1103 年（崇宁二年）十二月，黄庭坚至崇宁童年二月才过

洞庭，五、六月间方抵达广西宜州贬所。本首词就是作于贬宜州的翌

年，即公元 1105 年（崇宁四年）。同年九月黄庭坚便溘然长逝于宜州

贬所。 

作者简介 

黄庭坚（1045.8.9-1105.5.24），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

洪州分宁（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

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与杜甫、陈师道和陈与义素有“一

祖三宗”（黄庭坚为其中一宗）之称。与张耒、晁补之、秦观都游学

于苏轼门下，合称为“苏门四学士”。生前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

著有《山谷词》，且黄庭坚书法亦能独树一格，为“宋四家”之一。 

 

 

 

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并背诵诗词,大体把握词意。 



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顾炎武》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2.理解黄庭坚在词作中流露出的惜春、恋春却不伤春的思想感情。 

3.鉴赏这首词曲折新颖的结构和清奇的风格。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激发兴趣。 

师:春天一派朝气,生机勃勃的景象。古代文人最喜春天,但春天却又

是稍纵即逝的美景,很多文人写春时,都不免表达一种惜春、惜时的情

感。今天我们共同学习黄庭坚的《清平乐》,看看他是如何表达惜春

的。 

 

二、初读诗词,扫清字词障碍。 

1.自由读,借助注音读正确,读流利,读出节奏。 

2.指名读,生评价。(注意读出节奏、情感) 

3.范读,齐读。 

4.作者介绍: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洪

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北宋著名诗人,与张耒、晁补之、秦观并称“苏

门四学士”,与苏轼并称“苏黄”,是江西诗派创始人。黄庭坚的书法

也自成一家,擅行书、草书,与苏轼、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 

 

三、再读诗词,整体感知。 

1.阅读注解,掌握词意。 

(1)全词的线索是什么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寻春:自行寻春—请人唤春—询问黄鹂。) 

(2)词人为什么要寻找春的踪迹结果如何 

(词人因春天的消逝而感到寂寞,感到无处觅得安慰。关键词在于“寂

寞”。) 

2.交流对词意的理解。 

(春天回到了哪里到处都是一片寂静,找不到它的踪迹。如果有人知道

春天的去处,一定要喊它回来同我们在一起。春天的踪迹谁知道呢除

非去问一问黄鹂鸟。可惜黄鹂鸟的婉转啼鸣无人能理解,只见它凭借

着一阵风飞过了蔷薇。) 

 

四、品读感悟,体会情感。 

1.这首词写春天,词中有画,运用了什么修辞手法表现在哪里有什么

作用(运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表现在“归”“行路”“唤取”“同住”

等词语上。词人因春天的消逝而感到寂寞,感到无处觅得安慰。通过

词人的主观感受,反映出春天的可爱和春天离开的可惜,给读者以强

烈的情感冲击。) 

2.词人思想感情的变化经过了哪几个阶段结合全词分析。 

(春归无行路<寂寞伤春>→若有人知<假设希望>→春无踪迹<更加失

望>→问取黄鹂<最后希望>→无人能解<彻底绝望>。觅春思春伤春之

情层层深化。) 

3.感情的变化反映了词人怎样的人生态度 

(此词为惜春之作,全词以清新细腻的语言,表现了词人对美好春光的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热爱和怀念,对美好事物的执着与追求。) 

4.你认为本词构思中最有境界的词句是哪些请简单赏析。 

(“百啭无人能解”黄鹂鸟仿佛知道春天踪迹似的发出婉转的歌声,

可这歌声人们谁也听不懂。表达了词人的惋惜之情。) 

 

五、诵读和背诵这首词。 

 

六、总结诗词,拓展延伸。 

师:这是一首惜春词,表达作者惜春之情。上片惜春在不知不觉中过去,

下片惜春之无踪影可以追寻。用笔委婉曲折,层层加深惜春之情。直

至最后,都不一语道破,结语轻柔,余音袅袅,言虽尽而意无穷。作者大

量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构思巧妙,设想新奇。课下注意仔细体会,然

后搜集整理能表现惜春这一主题的古诗词,和同学讨论交流,诵读。 

 

板书设计 

清平乐 

思春(归何处) 

由现实到幻觉 惜春(无行路) 

唤春(归来住) 

问春(知踪迹) 

由幻觉到现实 解春(蔷薇开) 

惜春(不复归) 



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顾炎武》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教学反思 

我在教学中深深地体会到,引导学生从古诗词中受到美的熏陶,培养

学生感受美和创造美的能力,是古诗词教学的一个十分重要而又艰巨

的任务。所以在设计教案及上课时,我都努力抓住古诗词的特点来帮

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如抓住这首词“诗中有画”的特点,把“诗”与

“画”结合起来进行教学。 

部编版语文六年级下册清平乐教学设计【第 2篇】 

教学目标： 

1.了解词，读出节奏，读出韵律。 

2.通过朗读、想象、品读关键字用自己的语言描述村居画面，感悟田

园生活的美好意境，感受宋词的魅力。 

3.通过抓词眼，体会词人情感，感悟词的意境之美。 

教学重难点: 

用自己的语言描绘村居美好画面，感悟田园生活的美好意境，在自主

合作学习中激发交流热情，感受学习乐趣。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教学过程 

 

 

 

课前欣赏歌曲《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一、谈话导入，与词相约。 

1、让学生根据歌曲谈感受，引出词。 

2、师过度引出课题：其实这是辛弃疾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今天我们要接触一种新的文学体裁——词。（多媒体出示）在中国古

代灿烂的文化里诗词是两颗璀璨的明珠。唐诗里的梦想和远方，宋词

里的风雅与深情是中国人最美的记忆。有人说诗词是浸润在每一个中

国人血脉里的文化基因。在这个万物萌发的春天，我们和宋词有个约

会。现在让我们走进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齐读课题） 

二、诗词比较，感受节奏。 

全文展示，指名读并提问：同学们，观察这首词，你发现它和我们以

往学习的古诗在形式上有什么区别吗？ 

根据学生的回答来具体解释词的相关知识： 

（1）词牌名 

     根据学生的回答，发现题目的不同。教师引导学生理解词牌名

是什么。古代的词都合乐演唱的，不同的乐曲，对“词”中句子的长

短、节奏、韵脚都有具体要求。不同的乐曲有不同的名字，这就叫词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牌名。 

教师明确：词牌名就相当于规定了这首歌应该唱什么调，正所谓：词

有定调。以后我们还会遇到很多词牌名比如——西江月、菩萨蛮、水

调歌头、卜算子等等。 

引导学生明白这首词真正的题目是——《村居》。 

师指导朗读：我们读题目的时候，要注意中间有一个空挡，要停一拍。

清平乐 /村居，一起读。 

（2）上下阕 

学生发现词的句子是长短不一的，教师从而引出：正因为词这个特点

所以他又叫长短句。但并不是每个句子都可以随意长短，而是有严格

的规定，所以，调有定句。 

引导同学们发现词的上下阕，并发现其字数上的奥秘。上阕，每行的

字数不同；下阕，每行的字数相同。 

师总结：《清平乐·村居》上下阕每句的字数都有明确的规定：第一

行必须 4 个字，第二行必须 5 个字，第三行必须 7 个字，第四行必

须 6 个字，上片共 22 字；下片必须每行 6个字，共 24 个字。所以，

句有定字。 

 

（3）节奏 

师：每个词牌的词都有其固定的节奏，在朗读时，我们要很好地遵循

它们的节奏，这样可以把这些词读得更美。 

1. 教师出示课件: 《清平乐·村居》的画好的诗韵节奏。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清平乐·村居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 

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 

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2. 学生自由练读，教师巡视指导; 

3. 交流练读情况，教师点评，重点评析朗读的节奏。 

总结：节奏是古诗词的生命，诵读时尤其重视节奏，把节奏读准，旋

律就美，抑扬顿挫，读来朗朗上口。 

（4）合辙押韵 

词和诗一样，都按一定的规律押韵，但词的押韵比诗灵活，上阙和下

阙可以换韵。所以在朗读时，就朗朗上口。现在请大家放声读一读上

阕。看看你读后什么感觉。 

同学们发现上阙每句最后一个字的韵母都是“ɑo”，都是第三声。 

教师适当引导：每个字都有固定的声韵，所以，字有定声。 

拓展知识：“清平乐”上阕定的都是仄声韵，（就是三声和四声）下阕

必须要有三个平声韵。（就是一声和二声）“冬、笼、蓬”这三个字词

就是平声韵。 

师总结：词有定调，调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词有这么多严

格的规定，所以，作词又叫填词。要把一首词填好了是要有智慧的。

来，让我们齐读一遍，读好这首词。生齐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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