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花源记教学设计 
泸县福集镇金银学校  陈兴珍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 

1． 准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2． 掌握重要文言词汇，能准确翻译课文。 

  3.  概括课文内容，理解课文内涵。 
    过程与方法 
  1．在预习的基础上，落实字词，疏通语句，熟知课文内容。 
  2．通过联想和想象，读懂语句和整篇的丰富内涵。 
  情感态度价值观 
  认识作者通过描写“世外桃源”所表达的不满黑暗现实，追求理想社会的思想感情。 
  【重点难点】 
  1．积累常用文言词语，掌握重要文言句子。 
  2．通过联想和想象，读懂语句和整篇的丰富内涵。理解作者笔下的社会理想及作者寄托

的思想感情。 
课时安排 
两课时：第一课时，安排学生自学，读准字音，读熟课文，并结合课下注释翻译课文。 

第二课时，检查学生预习情况，强化重要字音和重要字词的释义及重要句子的翻译；

在概括内容的基础上，采用朗读和联想想象，带领学生读懂语句和整篇的丰富内涵。

理解作者笔下的社会理想及作者寄托的思想感情。 
以下是第二课时的教学流程： 
 
导入 

他从乱世红尘走来 
追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宁静 
他向桃花深处   山的那边  走去 
将青山绿水  男耕女织   化作一首诗 
千年已过，桃花依旧 
留给后人一个神秘的梦…… 
“他”是谁？——东晋诗人陶渊明。 
今天，我们就跟随诗人一起，开启一段神秘的梦之旅。 

一、初读课文，读准音读通意 
检查预习效果： 
（1）读课文，正音。出示课件，强化生僻字多音字的读音。 
（2）抽查重点字词的释义及重点句子的翻译。 
（3）了解本文体裁及概括课文内容 
本文的体裁是？——记 
出示“记”的常识。本文是“记”中的哪一种？——写人记事 
记了一件什么事？（提示：什么人做了什么事？） 
归纳：以渔人作为故事主人公，记叙了渔人发现，进入，离开，重寻桃花源的过程。 
故事处处扣住桃花源，那么，桃花源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二、细读语句，读出丰富内涵 



师：第三单元单元提示中强调，反复诵读，理解诗文内涵。古诗文文字都比较简洁，这

就需要借助我们朗读，借助联想和想象，才能达到理解诗文内涵的效果。 
这节课，我们就借助朗读，借助联想和想象，来领略这些文字的内涵。 
抽生朗读渔人访问桃花源的语句 

（一） 这是一个（）的桃花源 
写了桃花源哪些方面的情况？  

    环境，生活，款待渔人。 
师出示幻灯片，给学生示范，如何运用联想和想象，把文字变成画面。 
示例：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我眼前出现的画面是：一望无际，坦荡如砥的田野上， 一排排漂亮的屋舍排列得

整整齐齐。肥沃的土地上，随意铺着大块小块的新绿，嫩绿的秧苗在水田里照影，肥壮

的瓜秧顶着晶莹剔透的露 
珠，黄灿灿的油菜涌动金色的浪花……我还能想象，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到了夏

天，“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秋天，小山似的稻谷晒满了院子，累累的硕果

挂满了枝头…… 
         学生仿照示例，用联想和想象，给后面的语句补充细节，形成画面，去领会文字

想要表达的内涵，并引领学生归纳——你从中读出了，这是一个怎样的桃花源？ 
师归纳：我们是怎样读懂这些文字的？先读文字，看看写了什么——生活环境，人

们的生活，对渔人的款待。然后我们读懂了作者写的是什么？——这是一个人人富足，人人

勤劳，人人幸福， 
人人热情的美好的社会形态。 
我们是怎么读出来的？——借助联想和想象。 
你喜欢这样的理想社会吗？喜欢。渔人也喜欢，所以离开后又回来寻找，找到了吗？

没有？为什么找不到了呢？ 
（二）为什么“桃花源”找不到了？ 

是不是渔人没有尽力？那是太守不尽力吗？读原文，渔人言而无信，找不到也就罢

了，一向喜欢游历山川，品德高尚的刘子骥也找不到，那就奇怪了。其实，奇怪的地方还有

呢。渔人是怎样发 
现桃花源的？ 

         生读相关语句， 
         这条路有没有奇怪的地方？学生思考回答。 

捕鱼为业，应该是对这一带很熟悉，为什么会“忘路之远近”？渔人的迷路透着古

怪，那一片桃花林规模大，又没有杂树，应该是人工栽种？人工管理，谁栽种管理了这么一

大片桃花林？附 
近有人家吗？  
以捕鱼为业的渔人会在溪水里迷路，一片人工栽种和管理的桃花林，却找不到任何

人的踪迹，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这片桃花林不存在，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读懂这段文字

的？归纳出示幻灯 
片。 
文字写了渔人迷路，遇到一片很大很长又无杂树的桃花林，那么，作者写的是桃花

林很神异，暗示桃花林不存在。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读懂这一段文字的？——联想和想象。 
这片桃花林不存在，那么，靠这片桃花林寻找的桃花源也不存在。既然不存在，渔

人重寻，刘子骥规往，自然也就找不到了。 
三、悟读全文，读出作者情怀。 



既然不存在，为什么陶渊明要虚构这么一个桃花源呢？生思考回答，从原文找到依

据。 
师归纳并补充东晋社会背景的资料。 
这样的社会在当时是不存在的（擦掉板书），仅仅是作者的美好的理想（板书这几

个字）而已。 
师出示梁衡的语言，生读。师深情归纳。 
引导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感情朗读全文。 
归纳：回顾怎么读懂这篇文章的， 
语句的表层意思——“写了什么” 
借助联想和想象。 
语句的丰富内涵——“写的是什么” 
连句成篇，我们是先看这篇文章写了什么，回顾一下，这一篇文章写了什么？渔人

发现桃花源进入访问桃花源，离开桃花源，重寻桃花源这样一件事。但当我们读出了文章的

丰富内涵以后，我 
们读懂了作者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作者的一种美好理想。这篇文章写于 420 年，此

时作者已经隐居 16 年，距离作者去世只有 6 年。可以说这篇美文是作者一生观察和思考的

结晶。作者用形象的        
语言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美好的社会， 
这个美好的社会，不仅是陶渊明的理想，也是古代先哲的理想，更是一代又一代处

在苦难中的人的理想。所以，桃花源不仅是桃花源，它更是一种山水布景，一种文化标记，

一种精神图腾。 
我们是这样读懂这一篇文章的呢？运用的是想象和联想。 
这就是这堂课老师交给同学们的阅读古诗文的方法。阅读离不开联想和想象。阅读

的过程就是联想和想象的过程。希望同学们把这种方法运用到其他古诗文的阅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