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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愤教案 篇 1（2863 字）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品味诗歌语言，感受诗歌所描绘的意境。掌握借景抒情、运用典

故表达情感的表现手法。理解诗人陆游的爱国主义情怀。 

  教学重点 

  1、掌握借景抒情的表现手法。 

  2、掌握运用典故表达情感的表现手法。 

  教学难点 

  感受诗歌所描绘的意境及所抒发的思想感情，理解陆游的爱国主

义情怀。 

  教学过程 

  教学方法比较、吟咏，赏读结合，点拨、讨论、讲析相互结合学

法设计问题探究法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 听歌曲岳飞的〈满江红〉。媒体播放 

  2 请同学回顾以前学过的南宋爱国名句。 

  二赏析过程 

  （一）预习检查 

  1、介绍作者 

  陆游，字务观，号放翁。南宋时越州山阴人，我国古代著名的爱

国诗人。他生活在金兵入侵，中原沦陷的时代，那时南宋当局却偏安

江南，不思北伐。陆游主张抗金，触犯了投降派的利益，所以一再遭

到打击排斥，多次被罢官。这首有名的七律作于宋孝宗十三年，此时

陆游已 61 岁，在山阴闲居了 6 年，“扫胡尘”“靖国难”的志向眼

看就要化为泡影，在悲愤失望中他挥毫写下了这首诗，抒发了自己报

国无门、壮志难酬、虚度年华的满腔激愤。 

  2、学生齐读，读准字音。（正音） 

  3、解题：书，动词，记录，记下；全诗感情基调：“愤”。板

书 

  （二）初读诗歌，整体感知 

  思考讨论： 



  1、本诗抻何韵、？有什么好处？ 

  每联第二句押 an 韵，天成节奏和韵律，读起来回环上口，具有

音乐美，给人以情韵流容的艺术感受。 

  2、__用了何典故？有何作用？ 

  用了两个典故：塞上长城，出师一表。“塞上长城”的典故出自

《南史。檀道济传》。“出师一表”出自《三国志》。用典使诗文含

蓄，曲折，不直露。 

  尾联用典表达了作者对诸葛亮的推崇，诸氏以”北定中原，兴复

汉室，还于旧都“，统一中原为其终身大业，尽管蜀汉地狭人少，他

仍毅然上表北伐，颂古为了非邻居作者自负为卫国良将，却“报国欲

死无战场”。结句揭示全诗“愤”的由来，将全诗批判的矛头集中到

南宗起先的.全降派身上，用“千载”名反洁，到现的委婉含蓄，愤

慨之情溢于言表。 

  3、这自诗表达了诗人什么样的思想感情？ 

  从早年豪迈到晚年的悲愤，概括了一生的心事和抱负，洋溢燥热

的爱国热情和满膛的悲愤。 

  小结：四联 56字，无一“愤”字，却句句皆“愤”。全诗以“愤”

为基调，前四句重在激愤，后四句偏于悲愤。激愤愈烈，悲愤愈深。 

  （三）细读诗歌，品味赏析结合幻灯片 



  这首诗是诗人几十年生活经历的生动概括。它借北望中原，回顾

了青年时的凌云壮志和火热的战斗生活。并由此府仰千载，抒发了诗

人壮志难酬、老迈年高的感叹和对投降派的强烈愤慨。 

  首联慨叹国事艰难，追述年轻时收复失地的豪情壮志。上句“那

知”一词写出了诗人年轻时血气方刚、天真纯真。“艰”字有艰难的

意思，直接道出诗经历的辛酸与坎坷，浓缩了因主战而受的种种刁难、

排挤和迫害。这两个词语暗含着对投降派迫害忠臣、阻挠北伐卑劣行

径的斥责。它是诗人“愤”的根源。下句一个“气如山”表达出诗人

当年的豪情壮志，让我们看到一个意气风发、以身许国的爱国青年形

象。 

  颔联集中描写宋军在镇江、南郑两地英雄抗金的战斗情景。“楼

船”“铁马”形象地概括了水陆两路大军进攻敌人的壮丽场面。这两

句是历史的真实记录，也是诗人壮年时期点头生活的回顾。形象地表

明了作者的理想，他渴望北伐恢复中原，向往着火热的战斗生活。 

  以上两联是诗歌的前半部分。回顾往事，抒写渴望北伐的英雄气

概。 

  颈联抒情悲愤，感叹生平抱负未得施展，却早生华发。句中的“空

自许”和“已先斑”形成鲜明对比。一个“空”字形象地写出因宏伟

志向无法实现而主生的那种沉重的失落感。一个“已”字生动刻画出

诗人功业未就，人已才老的悲愤之情。两个副词吐露出诗人一腔忠义



无处寄托，华鬓点点，壮志落空的愤慨之情。在现实的强烈对比之中，

包含着对投降派罪恶行径的愤怒指责。 

  尾联包含诗人对诸葛亮的仰慕之情，并以此自勉，“千载谁堪伯

仲间”，一个反问句即抒发了因奸臣当道，壮士他国无门而主生的难

言的悲哀，又可以从中看出诗人对诸葛亮的崇敬之情，体现了诗人虽

屡遭挫折，但意志并未消沉。 

  以上两联是诗歌的后半部分。回到现实，抒发报国无门的愤慨。 

  这首诗虚实相生，变化多姿。首联上句写实，回忆年轻时的天真

单纯；下句以实写虚，“北望中原气如山”，用有形的“山”来形容

无形的“气”，突出“气”的坚毅、豪迈、轩昂；颈联上句“塞上长

城”写理想，气势雄伟，意境高远，从大远处落笔，是虚写；下句“镜

中衰鬓”写现实，感情沉郁，格调凝重，从细处近处用墨，是实写。

在虚实的映衬中，加重了诗歌雄壮悲愤的基调。 

  诗歌还通过场面写人，通过场面写情。例如，颔联对仗工整，描

画白雪皑皑，秋风萧萧，万马奔腾战船横空的征战场面，从而赞美当

年气吞残虏，挥戈卫边的爱国将士，是对“气如山”这种豪情具体形

象的说明，从中可以看到作者战斗的热情。此联表面写宏大的场面，

实际歌颂英勇的战士，表面写战争，实际抒发感情。 

  陆游用典巧妙不留痕迹。南宋名将檀道济曾自诩为万里长城，诗

中陆游以长城自比，表明诗人对檀道济的敬仰，希望能像他的样建功



立业。檀道济对当权派自毁长城的痛斥，也喊出了诗人的心声，揭露

了南宋统治者摧残抗战力量的愚蠢。用典贴切自然。这首七律是陆游

诗中的上品。 

  （四）拓展延伸 

  1、辛弃疾与岳飞之词。《水龙吟登健康赏心亭》辛弃疾 

  《满江红》（怒发冲冠）岳飞 

  2、课外积累。 

  再找两首南宋的爱国诗词（课外），并各写一段百字鉴赏文字。 

  三、课堂小结 

  以梁启超“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

说到胡尘意不平。”（《读陆放翁集》）小结。 

  分类作业Ａ类:背诵《书愤》。 

  预习布置预习《咏怀八十二首》(其一)/阮籍 

  板书设计两个典故：塞上长城，出师一表。 

  爱国热情和满膛的悲愤。 

  课后反思 

 



书愤教案 篇 2（1942 字） 

  一、教学目的 

  1．用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方法分析诗人情感。 

  2．通过对艺术手法的分析，提高学生的诗歌鉴赏能力。 

  二、教学重点、难点： 

  1．重点：学习陆游的爱国精神。 

  2．白描、对比等手法的运用。 

  三、教学步骤： 

  教学过程 

  一、导入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每一个爱

国人士的情怀，几乎他的每一首诗歌都洋溢着强烈的爱国激情，下面

让我们从他的《书愤》中一起感悟。 

  二、作者介绍 

  陆游，字务观，号放翁。南宋时越州山阴人，我国古代著名的爱

国诗人。诗作今存九千多首，内容丰富，主要表现渴望恢复国家统一

的爱国热情。著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主要诗作《游山西

村》、《剑门道中遇微雨》、《书愤》、《临安春雨初霁》、《秋夜



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其二）、《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沈园

二首》、《示儿》等。 

  三、背景介绍： 

  陆游生活在金兵入侵，中原沦陷的时代，那时南宋当局却偏安江

南，不思北伐。陆游主张抗金，触犯了投降派的利益，所以一再遭到

打击排斥，多次被罢官。 

  这首有名的七律作于宋孝宗十三年（1186 年），此时陆游已 61

岁，在山阴闲居了 6 年，“扫胡尘”“靖国难”的志向眼看就要化为

泡影，在悲愤失望中他挥毫写下了这首诗，抒发了自己报国无门、壮

志难酬、虚度年华的满腔激愤。书：书写；愤：悲愤。这首诗是陆游

一生感情经历的艺术概括。 

  此诗作于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春，这时陆游退居于山阴家中，

已是六十二岁的老人。从淳熙七年起，他罢官已六年，挂着一个空衔

在故乡蛰居。直到作此诗时，才以朝奉大夫、权知严州军州事起用。

因此，诗的内容兼有追怀往事和重新立誓报国的两重感情。 

  四、诗歌鉴赏 

  1．教师范读，学生自由朗读并背诵 

  2．师问：陆游诗作的突出特点是“多豪丽语，言征伐事”。本

诗哪两句最能体现这个特点，写出来试加以分析。 



  生答：“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最能体现这个特点。

这两句形象地概括了 25年前两次胜利的战斗：瓜州渡击退金兵的进

犯，大散关失而复得。意在表明南宋人民具有保卫自己国土的伟大力

量，也使诗人的恢复之志具体化，可以想见他当年投身战斗恢复失地

的强烈愿望。 

  师问：此联既是叙事，也是写景。你能说出它在写景上的特点吗？

你还能举出一例运用了此种手法的其它诗句吗？ 

  生答：白描手法，只用六个名词组接，勾勒出两幅气壮山河的战

争图画，将诗人的恢复之志具体化。示例：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人家。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3．师问：如何理解“书愤”之“愤”？它包含哪些感情？ 

  生答：义愤。首联写诗人早年激于金兵南侵，立志收复失地。颔

联追述 25 年前的两次抗金胜仗。愤中有豪言壮志，有民族大义。 

  生答：悲愤。颈联“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由于

投降派的误国，国家依然蒙受大难，诗人壮志未酬，却年事已高。这

一联的抒情沉痛、感伤。 

  生答：悲怆中抱有期待。尾联“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

间” 实际上是诗人以诸葛亮自况。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曾说过“鞠

躬尽瘁，死而后已”“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话，诗人正是以此自

勉，表明他至死也不会放弃恢复中原之志。由此可见，《书愤》的基



调虽然是壮志未酬所带来的悲愤，然而并不绝望，其中还蕴藉着豪壮

的感情。 

  4．师问：为抒发诗人的悲愤，诗歌多处用到对比，试分析？ 

  明确：这首诗对比手法的运用成功，富有表现力，如昔年之壮举

与今日之衰颓，“塞上长城”之理想与“世事多艰”之现实，诸葛亮

之积极进取与南宋统治者之苟且偷安等对比。 

  五、总结 

  一心报国的英雄却壮志难酬，空度岁月，诗人个人的遭遇也是民

族命运的缩影。爱国的主题在中国古代诗歌中源远流长，每当国家面

临危亡时这种主题总会在诗坛上大放异彩。陆游继承了这种传统，并

把它高扬到前无古人的高度，爱国主题不但贯穿了他长达 60 年的创

作历程，而且融入了他的整个生命，成为陆诗的精华的灵魂。清末梁

启超说：“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十九从军乐，亘

古男儿一放翁！” 

  八、作业 

  1．背诵诗歌。 

  2．搜集古今忧国忧民诗人的材料，写一篇评论性__。 

 

书愤教案 篇 3（2754 字） 



  【教学目标】 

  1、品味诗歌语言，感受诗歌意蕴美。 

  2、理解诗人陆游的爱国主义情怀。 

  3、掌握诗歌借景抒情、运用典故等表达情感的表现手法。 

  【教学课时】 

  1 课时 

  【教学方法】 

  朗读法、问答法、讨论法。 

  一、导入新课 

  爱国主题在中国古代诗歌中源远流长，每当国家面临危亡时这种

主题总会在诗坛上大放异彩。屈原、杜甫和陆游是有代表性的三个诗

人。 

  在屈原的作品中我们学习了《湘夫人》，杜甫的作品中我们学习

了《蜀相》，今天我们就来学习陆游的《书愤》。 

  二、作家简介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南宋时越州山阴（今浙

江绍兴）人，我国古代著名的爱国诗人。 



  陆游出身于一个爱国家庭，父亲陆宰，有坚定的民族立场，是个

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常常谈论国难国耻以至痛哭流泪，饭都吃

不下。由于家庭的关系，陆游从小接触的都是爱国人士，他的老师也

都是有骨气的人。 

  陆游生活在金兵入侵、中原沦陷的时代，他出生的第二年就碰上

靖康之变，跟随家人颠沛流离，从小饱受战乱的苦难，他在国难中诞

生、成长直至逝世。绍兴二十三年（1153），他到临安应进士试，因

“喜论恢复”，受到秦桧的忌恨，复试时竟被除名。直到秦桧死后三

年（1158）才出任福州宁德县主簿。宋孝宗即位之初，他被召见，赐

进士出身。历任镇江、夔州通判，并参王炎、范成大幕府，提举福建

及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权知严州。光宗时，除朝议大夫，礼部郎

中。后被劾去职，归老山阴故乡。他“身杂老农间”，为农民送医送

药，与农民结下浓厚的情谊。嘉定二年（1210），八十五岁的老诗人，

抱着“死前恨不见中原”的遗恨，离开人世。他生当民族矛盾尖锐、

国势危迫的时代，怀着“铁马横戈”、“气吞胡虏”的英雄气概和“一

身报国有万死”的牺牲精神，决心“扫胡尘”、“靖国难”。那时南

宋当局却偏安江南，不思北伐。陆游主张抗金，触犯了朝廷投降派的

利益，所以一再遭到打击排斥，多次被罢官。可是，他始终不渝地坚

持自己的理想。 

  家庭的教育，使陆游从小就树立了忧国忧民的思想和杀敌报国的

壮志。他自幼好学不倦，“年十二能诗文”，他还学剑，钻研兵书。



二十五岁左右，向具有爱国思想的诗人曾几学诗，受益不浅，从此确

定了他的诗歌创作的爱国主义基调。 

  他一生创作了大量作品。今存诗，将近万首，题材广泛，内容丰

富。还有词一百三十首和大量的散文。其中，诗的成就最为显著。前

期多为爱国诗，诗风宏丽、豪迈奔放。后期多为田园诗，风格清丽、

平淡自然。他的诗最鲜明的特色是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的

词，多数是飘逸婉丽的作品，但也有不少慷慨激昂的作品，充满悲壮

的爱国激情。毛晋《放翁词跋》说：“杨用修（慎）云：‘放翁词纤

丽处似淮海（秦观），雄慨处似东坡。’予谓超爽处更似稼轩耳。”

的他的散文成就也很高，被前人推为南宋宗匠。所写的政论、史记、

游记、序、跋等，大都语言洗炼，结构整饬。 

  有《渭南文集》、《剑南诗稿》、《南唐书》、《老学庵笔记》

等传世。 

  三、背景介绍 

  此诗作于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春，这时陆游退居于山阴家中，

已是六十二岁的老人。从淳熙七年起，他罢官已六年，挂着一个空衔

在故乡蛰居。直到作此诗时，才以朝奉大夫、权知严州军州事起用。

因此，诗的内容兼有追怀往事和重新立誓报国的两重感情。 

  四、课文诵读 

  五、整体感知 



  1、首联 

  诗的开头两句回忆过去，塑造了诗人早年的形象。 

  那时他遥望被金人占领的北方，满腔愤恨，气势如山，渴望一举

收复故土，却不懂得世道的艰难。 

  2、颔联 

  诗的三、四两句将诗人的恢复之志具体化。 

  这两句诗写了发生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诗人 36 岁时）的两

次战斗，一次是在瓜洲渡击退金兵的进犯，一次是大散关失而复得，

这表明南宋人民有力量保卫自己的国家。诗人很想投身到这样的战斗

中去。 

  3、颈联 

  诗的五、六句是写现在，由于投降派把持朝政，使诗人的豪情壮

志付诸东流。只好徒自抒发岁月蹉跎、壮志未酬而鬓发先斑的感慨。 

  “塞上长城”这个典故出自《南史檀道济传》，南朝宋文帝杀大

将檀道济，檀在临死前愤怒地说：“乃坏汝万里长城！”诗人虽然没

有像檀道济一样被冤杀，但因为主战而屡次被贬斥，“塞上长城”只

能“空自许”。这种“愤”多么强烈，令人痛心疾首，扼腕长叹。 



  “塞上长城”，是诗人毕业的抱负。陆游不仅是诗人，而且是战

略家。“空自许”，与上文“世事艰”照应，是对偏安一隅的投降派

的愤怒控诉和强烈指责。 

  4、尾联 

  最后两句诗人表明自己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仍以诸葛亮为榜样，

鞠躬尽瘁，至死不放弃恢复中原之志，干一番报国大业。 

  这首诗以“愤”为意脉，全诗感情沉郁，气韵浑厚。第三、四句

尤其写得大气磅薄，笔力雄健，是广为传诵的名句。 

  六、问题探究 

  1、短诗的起句、结句十分重要，尤其是起句、结句与诗的主旨、

意境的关系。请解释此诗起句和结句的意思，并说说它们好在哪里？ 

  【明确】《书愤》的起句，“世事艰”，暗批投降派把持朝政，

为下文“空自许”作铺垫。从章法上说，点明了诗题中的“愤”字，

这“愤”是贯穿全诗的意脉。结句是诗人以诸葛亮自况。诗人以《出

师表》中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自勉，表明至死也不放弃

恢复中原的大志。诗人悲愤而不绝望。把全诗感情推向高潮。 

  2、除了这首诗，陆游还在不少诗中述及诸葛亮的《出师表》，

称颂诸葛亮的出师北伐（参见“相关链接”）。联系历史背景，想一

想，陆游为什么特别喜欢吟咏诸葛亮？ 



  【明确】南宋王朝一直在金人的侵略下苟延残喘，处于存亡危急

之境地。陆游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一生以抗金复国、建功立业为已任。

而诸葛亮为蜀汉丞相，“功盖三分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当然最为陆游所钦慕，陆游往往以诸葛亮自况，所以喜欢写咏诸葛亮

的诗。 

 

书愤教案 篇 4（2477 字） 

  一、教学目的 

  1．通过充分的“知人论世”掌握诗人在诗歌中所表达的感情。 

  2．当堂成诵。 

  二、教学重点、难点： 

  1．重点：诗人情感的把握。 

  2．难点：与《蜀相》的比较。 

  三、课时安排：1课时 

  四、教学过程 

  一、导入课文： 

  回顾学生熟悉的诗歌引入作者：陆游 

  示儿 



  死去原知万事空， 

  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 

  家祭无忘告乃翁。 

  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二、知人论世： 

  作者简介：陆游，字务观，号放翁。南宋时越州山阴人，我国古

代著名的爱国诗人。 

  少年陆游就立下了“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志向。他生在

民族矛盾尖锐、国势危迫的时代，一贯坚持抗金主张，怀着“铁马横

戈”“气吞胡虏”的英雄气概和“一身报国有万死”的牺牲精神，决

心“扫胡尘”、“靖国难”。 

  但在政治斗争中，屡遭朝廷投降派的排挤、打击，可是，他始终

不渝地坚持自己的理想。 

  嘉定二年（1210），85岁的老诗人，抱着“死前恨不见中原”

的遗恨，离开人世。临终作诗仍念念不忘北伐和收复失地。 



  陆游的诗今存 9300 首。他是我国文学史上存诗最多的诗人之一。

“60年来万首诗”，陆诗的突出特点是“多豪丽语，言征伐恢复事”，

这首诗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写作背景： 

  这首诗作于淳熙十三年（1186 年），其时诗人 61 岁。诗人一生

“寄意恢复”，但为朝廷里的投降派所阻，始终未能实现，因而悲愤

异常，这首诗是他一生感情经历的艺术概括。 

  三、朗读课文： 

  注意：节奏、感情基调的把握！ 

  四、结合学生自主朗读完毕后的理解鉴赏诗歌 

  南宋时，金兵入侵，中原沦陷在即。那时南宋当局却偏安江南，

不思北伐。陆游主张 

  金，触犯了投降派的利益，所以一再遭到打击排斥，多次被罢官。

这首有名的七律作于宋 

  宗十三年（1186 年），此时陆游已 61 岁，在山阴闲居了 6 年，

少年时“扫胡尘”“靖国难”的志向眼看就要化为泡影，在悲愤失望

中他挥毫写下了这首诗。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 



  这一联忆过去，塑造了诗人早年的自我形象。那时他有满腔的爱

国热忱，却不懂得世道的艰难，遥望着北方被金人占领的中原地带，

胸中的愤恨郁积如山。这是暗写他欲图恢复失地。 

  “世事艰”，暗指投降派把持朝政，这是为下文“空自许”作铺

垫。从章法上说，点了诗题中的“愤”字。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这一联将诗人的恢复之志具体化。瓜洲渡击退金兵的进犯，大散

关失而复得，这表明南宋人民有力量保卫自己的国土。 

  “楼船夜雪”“铁马秋风”形象地概括了两次胜利的战斗，可见

他当年很想投身到这样的战斗中去。这两次战斗都发生在绍兴三十一

年（1161 年），时诗人才 36 岁。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此联说现在，抒岁月蹉跎、壮志未酬的感慨。 

  “塞上长城”，檀道济的典故点明诗人之志。 

  “空自许”，跟“世事艰”照应，是对投降派的愤怒指责。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这是诗人以诸葛亮自况。诸葛亮在《后出师表》曾说过“鞠躬尽

瘁，死而后已”的话，诗人正是以此自勉，表明他至死也不会放弃恢

复中原之志。 

  因此基调悲愤，然而并不绝望，蕴藉着豪壮的感情。 

  总结： 

  这首诗是诗人几十年生活经历的生动概括。它借北望中原，回顾

了青年时的凌云壮志和火热的战斗生活。并由此俯仰千载，抒发了诗

人壮志难酬、老迈年高的感叹和对投降派的强烈愤慨。 

  五、拓展练习 

  .联系社会背景和作者身世，比较陆游此诗和杜甫《蜀相》，说

说它们在歌颂诸葛亮功绩、抒发个人情感和表现手法等方面有哪些不

同。 

  功绩方面： 

  杜甫：“功盖三分国”、“天下计”、“老臣心”； 

  陆游：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个人情感： 

  杜甫：表达对诸葛亮的追慕、惋惜以及自己壮志未酬的痛苦； 

  陆游：以诸葛亮自况，渴望北伐复国，建功立业。 



  表现手法： 

  杜甫：先写景，在景中融情，然后抒发感慨，写祠堂与写人和谐

结合，写景与抒情融合，凭吊古人与悲叹自己浑然一体，内涵丰富，

感情真挚，格调沉雄。 

  陆游：先回忆自己过去，然后写自己现在，最后以诸葛亮自况，

全诗着重写自己的“愤”，大气磅礴，笔力雄健。 

  .短诗的起句、结句十分重要，往往跟诗的主旨和意境有关。请

解释《书愤》起句和结句的意思，并说说它们好在哪里。 

  起句，“世事艰”，暗指投降派把持朝政，为下文“空自许”做

铺垫。从章法上说，点明了诗题中的“愤”字，这是贯穿全诗的意脉。 

  结句是诗人以诸葛亮自况。诗人以《出师表》中的“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自勉，表明至死也不放弃恢复中原的大志。诗人悲愤而不

绝望。把全诗推向高潮。 

  起——承——转——合 

 

书愤教案 篇 5（6353 字） 

  教学目的： 

  1、理解南宋陆游等爱国志士壮志难酬、年华空老、有心报国、

无路请缨的悲愤情怀； 



  2、以《书愤》这首诗观照整个南宋时代相类主题的诗词； 

  3、学习知人论世、相互联系的诗歌鉴赏方法。 

  教学重点： 

  1、《书愤》主旨的理解及表现手法的运用； 

  2、知人论世、相互联系的诗歌鉴赏方法指导。 

  教学时数 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陆游简介 

  陆游，字务观，号放翁，南宋杰出的爱国诗人。因受家庭熏陶，

自幼读书学剑，发愤报国。终生以抗金报国为志，表现了高度的爱国

热情。诗词散文都有创作，其中诗歌成就最高。现存诗作 9300 多首，

是存诗最多的古代诗人。 

  二、导入课文 

  引导学生回忆学过的陆游诗词，其中词作《钗头凤》和诗作《示

儿》最能反映陆游一生的际遇。陆游一生有两个始终没有解开的情结。

其一就是《钗头凤》所书写的他与表妹唐婉的爱情悲剧。两人倾心相

爱，却被其母生生拆散，这成为陆游一生刻骨铭心挥之不去的痛楚，

直到七十五岁高龄、唐婉离开人世四十多年以后，他重游沈园，依然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78802702213

2007001

https://d.book118.com/788027022132007001
https://d.book118.com/788027022132007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