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课题名称 第一单元 2“丁香结” 

教学目标 

理解丁香结的象征意义，体会作者寄寓在丁香结中的情感。培养自己以豁达胸怀对待人生中

的“结”的能力。 

 

重难点分析 

重点分析 

从古人的“丁香结”的诗句开始，作者写到了微雨，写到了人生的愁怨和不

顺心的事，得到了生命需要“结”，否则就平淡无味的人生认识，这些过程理

解起来具有一定的难度。 

难点分析 

通过本组课文学习，培养学生阅读时不仅能把握课文内容，体会思想感情，

还能有课文展开联想，由具体事物引发人生思考的能力。因为思考人生对于

六年级学生来说比较抽象的概念。 

教学方法 

1、 通过师生对话，引领学生感悟人生哲理。 

2、 以问题为导向层次剖析。 

教学环节 教学过程 

导入 

1、文学作品中许多花草树木都被赋予某种品格，如杏花象征高洁，牡丹代表富贵，菊花寓意

坚贞等。 

2、介绍丁香花。今天，我们来学习的课文——《丁香结》，作者又赋予丁香结什么样的情感

呢？让我们到课文中去看个究竟吧。 

3.师板书课题，生齐读课题。 

4.介绍作者。 

 

知识讲解 

（难点突破） 

 

5、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听范读，不会读的字词注音。 

（2）默读课文，思考：课文主要讲了什么？（指名回答） 

《丁香结》写的是作者多少年来心里一直装着丁香，装着古人吟咏丁香的诗句，在一次春雨

中忽然发现一柄柄的花蕾恰似一个个的“结”，于是联想到“丁香空结雨中愁”的诗句，开始了作

者的人生体悟。从古人的“丁香结”的诗句开始，作者写到了微雨，写到了人生的愁怨和不顺心

的事，感悟到了生命需要“结”，否则就平淡无味的人生认识。 

6、分段概括段意。 

（1）这篇课文一共 6个自然段，可以分成几部分？每部分主要讲了什么？（指明回答） 

 

第一部分（第 1-3 自然段）：分别从生长环境、开放态势、花的气味、花的形状、花的颜色描

写了丁香花。（主体写丁香花样貌。） 

第二部分（第 4-6 自然段）：分别从古人眼中的丁香花、作者提出的疑问、作者的浮想联翩描

写了丁香花。最后以一个反问句作为总结，意义深远，告诉了读者要以豁达胸怀对待人生中的“结”。 

 

（2）朗读第 5自然段，思考：什么是丁香结？它有什么象征意义？ 

小组内交流 

指明朗读 



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

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白居易》

板书：本义：丁香的花苞  。象征意义：人生中不顺心的事（愁怨） 

（3）朗读第 6 自然段，思考：作者对丁香结什么态度？你从哪里看出来的？ 

交流，作者对丁香结的态度是从容、豁达、积极的。 

结，是解不完的；人生的问题也是解不完的，不然，岂不是太平淡无味了吗？” 

指名读，全班齐读。 

师：谁能说说这句话的含义？ 

交流。 

生活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人生的问题也是永远也解不完的，我们应该正视这些问题，正

是因为有了这些永远也解不完的结，我们的人生才充满乐趣，我们的明天才更加灿烂。 

 

 

 

 

 

 

 

 

 

 

课堂练习 

（难点巩固） 

7、“芭蕉不展丁香结”、“丁香空结雨中愁”思考：古人对丁香寄寓着怎样的情感？怎样理解作

者引用的古人的诗句，引用它有什么作用？ 

指名回答。 

这两句诗中把花蕾丛生的丁香，喻人愁心不解，丁香在古人的眼中就是惆怅的代表，愁思的

象征。作者引用古诗句有利于表达自己的感情，使意境更加优美。 

8、人生的道路上充满了荆棘，学完了课文，你认为应该怎样对待人生的挫折与不幸？ 

 

勇敢、从容、豁达、积极 

小结 

9、通过这节课，同学们有什么感受？（组织学生谈谈感受） 

生活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遇到不顺心的事是经常的，我们应该正视这些问题，把它看作是

生活有益的补充，所以，我们要以豁达的态度对待生活中的“结”：生命既需要春光无限的阳春，

有丁香如雪，幽雅香甜；同时，也需要细雨中连接的丁香结，愁肠挂肚，百转千回。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增广贤文》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教学设计 

【学习目标】 

1.自主学习字词，会认会写“缀、幽”等 11 个生字，理解字义，识

记字形。正确读写“缀满、幽雅、笨拙、单薄、模糊”等词语。 

2.品读优美句子，理解丁香结的象征意义。 

3. 学习本文多角度描写景物的方法，仿写作文。 

4.比较古人寄寓在丁香结中的情感，体会作者豁达的胸怀。 

【教学重点】 

1.品读优美句子，学会多角度描写景物的方法。 

2.理解丁香结的象征意义，体会作者寄寓在丁香结中的情感。 

【教学难点】 

理解作者对人生的独特感悟，培养自己以豁达胸怀对待人生中的

“结”的能力。 

【教学过程】 

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导入 文学作品中许多花草树木

都被赋予某种品格，如《寒菊》

中“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

落北风中”菊花的坚贞不屈可

见一斑；“大雪压青松，青松

挺且直”是对松柏坚忍不拔的

诠释；周敦颐在《爱莲说》中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增广贤文》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更是直言“出淤泥而不染，濯

清涟而不妖”让莲花成了高洁

的代表。 

那丁香又被作者赋予了怎

样的情感呢？ 

任务1： 

字词 

通过各种形式的读，检查学生

字词的掌握情况。 

1.先自己读一读。 

2.小先生领读。 

3.做重点强调  

4.齐读词语 

 

任务2： 

整体感

知 

三、整体感知 

1.下面我们进入课文的学习，

请同学们打开课本，快速默读

课文，思考：课文哪些自然段

是写丁香结的？ 

2. 除了写到丁香结，还写了什

么？ 

3.从题目入手，我们梳理出了

作者的写作思路：前半部分写

丁香花，后半部写了丁香结。 

 

 

 

 

 

 

 

 

 

任务3： 1.丁香花一直是作者心中的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丹青不知老将至，贫贱于我如浮云。——杜甫

赏花 “花”，它曾带给作者很多美

好的回忆。接下来让我们和作

者一起欣赏丁香花，感受丁香

花的独特魅力。（板书：赏花） 

2.请同学们自由朗读课文段，

画出描写丁香花的语句，思考：

作者是从哪几个方面写丁香花

的？ 

3.同学们再来读一读你画的语

句，批注自己认为“最美的画

面”。 

 

 

 

 

 

任务4： 

悟花 

（一）感受形似 

1.是啊，作者赏花多年，

其实也一直在悟花，终于在一

次春雨中作者解开了多年的

结：古人何以发明了丁香结的

说法？丁香结实际上指的是什

么？为什么叫丁香结呢，文中

是怎么说的？  

2.这是丁香花的花苞，这

是衣服上的盘花扣，你发现什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增广贤文》

么？ 

3. 可 见 丁 香 花 苞 形 似

“结”。 

    4.“结”在字典中有这样

几种解释：1 系；2用绳线或布

条等系成的扣；3 聚合；4 结束。

这里的结是什么意思？ 

5.这个盘花扣一旦打成

结，就不好解开了。而丁香结，

也像这盘结一样。 

（二）了解象征意义 

1.所以古人借此寄寓了丁

香结怎样的情感呢？同学们自

己读一读，思考：这些诗句表

达了诗人怎样的情感？（孤寂、

愁苦的意境，表达了诗人愁怨

难解的情感。） 

2.可见，丁香自古以来就

被赋予了愁怨的意思。 

3.而作者为什么说，丁香

确实和微雨连在一起呢？我们

先来看看微雨在文学作品中的

 

 

 

 

 

 

 

 

 



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

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

呈现：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

人欲断魂。——杜牧《清明》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晏几道《临江仙》 

微雨沾衣令人愁，有一迁

客登高楼。——王昌龄《箜篌

引》 

4.你发现了什么？原来，

微雨在文学作品中，也在表达

轻轻的愁，淡淡的忧伤。 

5.这两种代表微愁的意象

连在一起构成了别样的美感，

难怪作者感概—— 

6.其实，在文学作品中很

多事物都被赋予了某种意象，

如月亮代表思念，柳树代表送

别，梅花象征高洁。你还知道

哪些事物被寄寓了独特的含

义？ 

 

随堂练 1.现在你能不能也选择一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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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 种事物，根据它的外形特点以

及它包含的独特含义，来借物

抒情，表达你对人生的思考

呢？ 

 

【板书】 

2 丁香结 

 

赏花           借物抒情 

悟花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人教版部编本六年级上册《17.古诗三首》教案 

 

17.古诗三首 

一、教学目标： 

1.认识本课生字，能正确读写词语，能有感情地朗读并背诵三首诗词。 

2.学习通过自读诗文，结合课文插图和注释的方法，感知诗词大意，

体验诗词中所描绘的景象。 

3.在整合阅读中感受祖国山水的美丽，受到美的熏陶，培养学生的审

美情趣。 

 

教学重点  

1.有感情地朗诵课文，理解诗句及整首诗的大意。 

2.用自己的话写一写诗句描绘的景色。 

 

教学难点  

体会诗人当时的感情。 

 

二、教学准备：课件 

三、教学时间：两课时 

第一课时 

一、设置情境，导语激情 

播放祖国山水美景图片，用激情的语言将学生引入学习情境之中。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预设：同学们，我们祖国的千山万水是那么多姿多彩，那奔流不息

的江河，那连绵起伏的丘陵，那直插蓝天的雪峰，那辽阔无边的草

原……这些美丽的景色吸引了多少文人墨客，留下多少优美的诗篇！

今天让我们大家一起随着诗人的脚步，去看看黄河，去游览江南，去

呼吸一下乡村田园的新鲜空气好吗？）  

【设计意图】：以美丽的祖国山水图和激情的语言创设出浓厚的学习

情境，将学生引入诗意的课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整体诵读，初识诗文 

1.自由读三首古诗，要求读正确，读通顺。读后借助课文注释，尝试

着说说三首古诗的大概意思。 

2.指名读诗，其他同学评价读得是否正确，适时指导学生学会课文生

字。 

3.齐读三首古诗，读后思考：这三首古诗有哪些相同的地方和不同之

处？ 

4.交流读后收获。 

（预设：刘禹锡和杜牧两位诗人都是唐代的，王安石是宋代的。三首

古诗都是写景的。《浪淘沙》和《江南春》分别是写黄河和江南的，

《书湖阴先生壁》写的是乡村的美景。） 

 【设计意图】知人论诗、整体关注乃古诗学习的重要途径，学生进

入学习状态后即将三首古诗和盘托出，在借助课文注释粗知大意的基

础上聚焦古诗同异，这样的设计将同一主题古诗的学习进行有效地整

合。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三、对比品读，体察诗韵 

（一）学习《浪淘沙》和《江南春》 

1.过渡语引入。（请大家认真读读这两首古诗，想想这古诗分别都描

写了哪些事物？分别是怎样描写的？你感受到了什么？想好了可以

和小组内的同学交流自己的收获。） 

2.品读《浪淘沙》和《江南春》，想想两首古诗都描写了哪些事物？

分别是怎样的？ 

（预设：《浪淘沙》描写了黄河的来处和去处，使我们看到了黄河的

宏伟气势。《江南春》描写江南的美丽风光。） 

3.自由发言，引导学生与文本对话，理解诗句意思。 

（预设：九曲黄河从遥远的地方蜿蜒奔腾而来，一路裹挟着万里的黄

沙。既然你从天边而来，如今好像要直飞上高空的银河，请你带上我

扶摇直上，汇集到银河中去，一同到牛郎和织女的家里做客吧。 

江南大地鸟啼声声绿草红花相映，水边村寨山麓城郭处处酒旗飘动。 

南朝遗留下的四百八十多座古寺，无数的楼台全笼罩在风烟云雨中。） 

4、体会诗中寄寓的情感。 

都是美景，诗中所反映出来的诗人心情一样吗？ 

课件补充出示两位诗人写下这两首诗的背景： 

（《浪淘沙》创作背景 

唐朝自安史之乱后，气势顿衰。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才人被外放，

愤激之际，怨刺之作应运而生。刘禹锡从京官调到地方官之后亦有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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