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莲说》教案设计

授课教师：泸县天兴镇一心学校 钟帮丽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朗读课文，积累和掌握文言词语，提高文言文的阅读能力。

2.情感目标：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领会作者洁身自好、不慕名利的高洁志

趣。

3.能力目标：初步领悟莲的品质，理解托物言志和衬托的手法。

【教学重、难点】

1.领会作者的情感，领悟莲的品质。

2.学习本文托物言志和衬托的手法。

【教学方法】 朗读法、问答法、讨论法

【教学教具】 多媒体课件

【课时安排】 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 导入课文：

1.由三种花的导入

大自然的花种类繁多，姹紫嫣红，人们根据各种花的特点、习性和传说典故，

赋予其不同的象征意义，用花来表达感情与愿望，这就形成了花语，赏花要懂得

花语，鲜花表达的涵义和情感有时甚于言辞。

康乃馨：清淡和温馨，是母爱之花。

红玫瑰：热情似火，象征爱情。

梅花：坚强、凌寒开放，节可以鼓励朋友。

同学们，你们喜欢什么花呢？

宋代哲学家周敦颐对莲花可谓是情有独钟，，他写下的《爱莲说》就是一篇

经世不衰的赞莲佳作，在他的眼里，莲花又代表着什么意义呢？今天我们一起来

学习这篇文章。

2．“说”的文体介绍：抽读

“说”是古代的一种文体，可以直接说明事物或论述道理，也可以借人借事

或借物的记载来论述道理。《爱莲说》就是谈谈爱好莲花的问题。

3．作者介绍：齐读

周敦颐(1017-1073) ，宋代道洲(现在湖南省道县)人，字茂叔，著名的哲学

家。因他世居道县濂溪，后居庐山莲花峰前，峰下有溪，也命名为濂溪，故学者

们称他为“濂溪先生”。著有《周元公集》。



二、诵莲

1.师：学习古文首先要求会读，下面老师先挑战一下自我，毛遂自荐给大家

读一遍好吗？同学们注意听准注音和节奏，感悟语速。

2．我们来看这课的生字，齐读一下 同学们读得很认真

3.指导划分节奏。

4.现在同学们也来勇敢地挑战一下，给大家做一个朗读示范。谁来？

现在我想抽一位同学展示读一下。没有人举手，大家推荐

5.大家一起朗读文章，注意把握好节奏，读出美感。

6.①学生翻译课文，不能理解的词语提出来，大家共同解决。

②老师考考大家对课文词句的翻译：我们再来巩固一下

句子：（1）水陆草木之花，可爱着甚蕃。(2)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

不妖。

（3）莲之爱，同予者何人？

③语法小讲

（1）“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判断句，翻译时应加“是”，我认

为菊花是花中的隐士。 “牡丹，花之富贵者也” 、“莲，花之君子者也”与此

相同

（2）“菊之爱”为宾语前置用法，要译为爱菊。“莲之爱”、“牡丹之爱”

于此相同

6.再次朗读课文（指导语气，语调，停顿，快慢）教师小结：这是一篇文言

文，大家注意文言文的读法与现代文有所不同，古人读书很有韵味，自得其乐的

读，一般语气都比较舒缓。

三、品莲

1.作者说：“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既然各种各样的花都很可爱，

为什么作者独独只喜爱莲花呢？从课文中找出作者喜爱莲花的原因。（用文中原

句回答）

2.从这些语句中，你读出了莲有什么好品质？

（1）生长环境：莲花生长在淤泥中，但是它一点不被污染，不与淤泥同流

合污，洁身自好，仪态端庄；（不同流合污、洁身自好）

（2）体态香气：它的茎是笔直的，内部畅通没有阻隔，可见它胸怀豁达，

品行正直；不攀附权贵，香气清幽，美名远扬。(正直、高尚)

（3）风度气质：它很美丽很洁净但不轻佻，端庄高洁。（端庄、高洁）

3.这些品质从那三个方面来描绘莲花形象的？

http://www.teachercn.com


生长环境 体态香气 风度气质

四、议莲：（一）托物言志

1、作者如此深情地为莲花高唱赞歌，文章是不是仅仅写莲花呢？从第二段

关于莲的一个比喻句看得出来，看看是哪一句？

莲，花之君子者也。

君子：品德高尚的人。

教师引导：作者把莲花比作君子，赋予了莲花以人的品质，作者不仅仅是

为了写莲，实质是以花喻人，做人也应当做一个洁身自好、正直高尚、端庄高洁

的人啊！作者爱莲、写莲，不正是表达了自己这种志向吗？这种表现手法是什么

呢？

（板书：托物言志 莲 洁身自好 不慕名利）

托物言志：通过描写客观事物，寄托、传达作者的某种感情、抱负和志趣

的写作手法叫“托物言志”。

教师小结：古代名家文人特别喜欢借物抒情、托物言志，因此，大自然的景

物就有了情感，赋予了丰富的含义，如清风明月、高山明川、梅兰竹菊一向是文

人们拿来抒发感情、寄托志向的理想对象。

文章运用这种手法，既富含哲理，又生动形象，让人回味无穷。

2.下面请同学们带着赞美之情读这一节。

根据板书背出来，请一组齐背。

（二）衬托 1. 作者赞美莲，却还写了菊花、牡丹，这有什么用意呢？

衬托

3.把莲花比作是花之君子，又把菊和牡丹比作什么呢？（隐逸者、富贵

者）为何这样比？

明确：莲花——君子。菊花——隐士。 牡丹——富贵者。

（1）因为菊花在百花之后开放，不畏严寒，傲霜斗雪。菊花又是花中的隐士，不

愿与世俗同流合污，超凡脱俗，陶渊明独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写菊是为了正面衬托莲的形象。

（2）因为牡丹雍容华贵，历来人们把它当成富贵的象征。“世人甚爱牡丹”

说明人贪慕富贵，追名逐利。这种世风，这种人生态度是作者厌恶的。因此牡丹

是本文的反面形象。

作者写牡丹实际上是从反面衬托莲的君子形象。

五、总结全文

各人所爱不同，周敦颐独爱莲花，通过对莲的形象和品格的描写，鄙弃了追



名逐利的社会风气，表达了自己洁身自好的生活态度。采用了托物言志的表现手

法表达了主题。

六、课外延伸

模仿例句，用托物言志的方法造句。

例句：我爱莲花，因为它出淤泥而不染，恰如清高正直，人格高尚的君子。

造句：我爱 ，因为它 。

七、布置作业

1.背诵课文

2.仿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