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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清平乐·村居》是辛弃疾晚年归隐农村所写的词作,描绘了一个闲居农村的五口之家平静安宁又富有情趣的农家生活,被收入部编

版语文四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第一课《古诗词三首》中的第三首。窦桂梅老师的《清平乐·村居》公开课,在导入、讲授、探究、总结等方式上

富有特色,对我们的教学提供了启示意义。 

[关键词] 导入；讲授；探究；总结 

 

辛弃疾作为南宋极具成就与代表性的词人,其词作勇于创新,敢于突

破传统束缚,风格多样。被选入部编版四年级下册语文课本中的《清平

乐·村居》是辛弃疾晚年归隐山村,体验乡村生活后所写的一首赞美村居

生活的田园词,明媚活泼、清新自然,富有生活情趣。古诗词意蕴深远,小

学生学习古诗词在一定程度上会产生距离感、朦胧感。语文教师需要用自

己的语言化解这无形的障碍,带领学生跨越千年时光,走进词中画面,感受

词人的思想情感。2011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就第二学段,即三年级到

四年级,强调要能达到“诵读优秀诗文,注意在诵读过程中体验情感,展开

想象,领悟诗文大意”
[1]
的 低标准。窦桂梅老师作为“建国六十年来从

课堂里走出来的教育专家”,在当今的小学语文领域中极具影响力的优秀

语文特级教师,其《清平乐·村居》公开课,教学丰满、主题鲜明、生动活

泼、激情洋溢、诗意无限,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而这也得力于窦桂梅老师

富有特色的课堂教学方式。 

1 先引诗情到课堂式导入 

窦桂梅老师的这堂课,以“居”字开堂,既是落实识字目标,更是借字

引情,将学生带入这诗情画意之中。简简单单的提问,轻轻松松地让学生们

的情感不断升华。“看到这个字(居)想到什么？”“什么样的‘话’叫吴

音？”“现在还有吴国吗？你们能借助资料来说一说？”学生们在提问中

联系生活与资料文字走进《清平乐·村居》,由拆字解读到体会居然之家

从而走进“吴侬软语”,感受乡音乡情。学生们的激情得以激发,情感得以

调动。学生们在交流方言、对比诵读的过程中感受“吴音媚好”的轻柔、

温软,走进这吴地村居。 

窦老师在精研课文的同时,不断拓展丰富的教学知识,合理有效的利

用知识储备对教材进行加工。她曾提到：“上公开课,就像家中来客必定洒

扫庭院,准备晚宴一样,其中有准备的紧张,更有展示的兴奋。这就像过日

子,如果没有客人,可能会终年粗茶淡饭,散淡随意,正是那经常光顾的客

人,使得我的家政技艺一日千里。”
[2]
在《清平乐·村居》一课中,窦老师

将此文本与清代高鼎《村居》对比,这样设计,既是对《村居》进行复习巩

固,也是促进学生对《清平乐·村居》的深刻理解。之后她又引入辛弃疾

的豪放词《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与这首田园词对比,进行词

牌配乐,学生在感受雄壮激昂的“破阵子”的基础上对“清平乐”的悠然

清新有更深入的体会。教师为学生种下知识的种子,丰富语文教学,营造诗

意氛围。先引诗情到课堂式的导入,让学生们能够抓住关键的、具有代表

性的字词,联系生活情景,引导想象,激发诗情,带入诗境,从而拉近学生与

诗词的距离,降低教学难度,提高教学效率。 

2 诗中画,画中诗式讲授 

辛弃疾的田园词拓展了词境,侧重表现乡村田园安逸舒适的美好生活

与隐逸情趣,清新自然、美丽安宁、富有生活情趣。“茅檐”“溪上”“青草”

“豆田”等等富有灵性,无一不为村居生活增添着生命的蓬勃色彩。“诗中

有画,画中有诗”
[3]
的诗歌创作艺术将这首田园词推向高峰。教师在古诗

词的教学中需要引导学生们积极主动的发现诗意,发掘诗境,入情入境。所

以,这就要求教师能够巧妙借助语言、意象等来创设意境,将诗词中的声

音、色彩、画面完美结合,调动学生想象力,带领学生透过这简洁朴素的语

言,深入感悟诗歌意蕴,体会诗歌情感。 

窦桂梅老师直接借助“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来对学生提问,引导学生

自主发现《清平乐·村居》所描绘的画面,并对学生们的回答进行简单拓 

目教师的准入、教学与科研三个方面加强合作办学的教学成效,结合西南

政法大学及国外有关教师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质量标准路径的建立,应当加

强本科层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质量标准建设的三个方面,才能提升本科

教学成效。首先是项目教师准入标准建设：严格规范教师来源,把好教师

入口关,优化教师结构,提高师资队伍水平,合理分布教师专业,优化师资

分布；其次是项目教师教学标准建设：鼓励多种教学方法结合,提高教学

效果,严格控制教学安排,切实保障教学效果,提升教师的跨文化能力,适

应国际化教学环境,加强教师教学合作,提升课程与教学质量； 后是教师

的科研质量标准建设：坚持科教相结合,以科促教,加强我校与合作院校的

国际合作,促进科研国际化,增强青年教师的科研能力,提升科研水平,建

立相应教师发展机构,帮助教师成长,全方面提升中外合作办学提升本科

教学的质量
③
。 

注释： 

①刘琪.本科层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发展困境及对策[J].现代教育管

理,2018,(04):25-30. 

②部分资料来自于西南政法大学教务处及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③黄宏.高校本科中外合作办学国际基础项目开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以广

西民族大学中英合作办学会计学专业为例[J].西部素质教育,2019,5(12):15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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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引发学生主动联想拓展,积累词句,也进一步了解了什么叫“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学生们从开始的看村居词,到画村居图,一步步的将词境展开,

深入其中。看,那溪上青草不是“草色遥看近却无”那种春天初生的嫩草,

而是生机勃勃,极具生命力与灵性的青青草。那位正殷勤卖力在溪东锄豆

的大儿,好像怕遇见和陶渊明一样“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场景,卖

力清理豆田呢！诗中画,画中诗式的讲授,让学生能够从《清平乐·村居》

中看到这村居田园的自然美景,感受田园生活的人文情趣,另外还能让学

生们自觉挖掘出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谢灵运《登池上楼》等

诗中的画面,尊重学生的主体性,让课堂充满活力。 

3 醉翁之意不在酒式探究 

诗词教学的关键之处也是其精彩所在。《清平乐·村居》主要围绕“醉

里吴音相媚好”来展开。一个“醉”字有着陶醉、沉醉、迷醉之意,又有

“沉醉不知归路”的兴致与“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精妙。讲到“醉”,窦

桂梅老师顺势提出“那咱们便不回去,用吴侬软语和这位翁媪聊一聊。”一

下子把学生带入词中,在训练说话的同时引导学生想象“相媚好”是怎样

的。这“媚”便在学生们体验翁媪之间温馨有爱的互相赞美,感受“执子

之手,与子偕老”的温情中,让人“醉”而不愿醒！学生们在解读词中的翁

媪及三个儿子各自的表现中,由教师引导感悟人物内心情感,发现“相媚

好”是整个家庭的和睦。 

醉里吴音之醉不在吴音,而在美好田园村居生活。学生在诗意氛围中,

沿着窦老师的引导,逐渐进入文本,与文本对话,找到属于自己的思考与理

解。在这过程中,窦老师提出“所有的景物在这首诗中汇成一个字,是哪

个？”大部分学生都能够准确找出那 关键的一个“醉”字。这是窦老师

前面课堂教学成功的表现,说明学生融入了文本之中,与作者产生了一定

的共鸣,也“醉”于这种村居生活情趣。这种“醉”是具有诗意美的,蕴藉

无穷。在醉翁之意不在酒式的探究中,教师自然巧妙引导学生与文本、作

者以“醉”为核心进行对话,以情动情,既感受到词人用词的精巧绝妙,又

搭建了学生与诗词之间思想情感沟通的桥梁。 

4 余音绕梁式总结 

师生共同对课堂进行总结,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地位,注重让学生也来

参与课堂总结。窦老师的这堂公开课在总结时,就“村居”换成“闲居”

或“乐居”进行师生交流,顺势借用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引出“安

居乐业”这一主题。“酒不醉人人自醉”,学生们又由画村居图发展到了醉

村居情。窦老师善于抓住学生的情感高潮点,及时点燃激情,进行升华。同

是醉里,虽时不同、地不同、人不同、景不同,但情有同,所想有国泰民安、

有安居乐业、有和睦之家……“生发于情、意寓于情、理融于情。”
[4]
窦

老师总结“‘醉在村居’是所有人的精神家园！”她用激情带动学生从初步

感知走向深刻感动,在思考中形成个性化解读,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

而学有所长,感受到语文学习的趣味多多与快乐无限。 

课堂 后,伴随着《明月几时有》的音乐,师生唱起来《清平乐·村居》,

在充满了无限的情思遐想的歌声中结束了这一堂公开课,余音袅袅,韵味

无穷。在余音绕梁式的总结中,老师在师生共议之后以深情质朴的语言抒

发满怀激情, 后用音乐将诗词重塑,诗意氛围浓郁,让学生在深刻感受此

词感情基调的同时,对辛弃疾,对《清平乐·村居》以及对富有情趣的村居

生活有了自己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对本课教学内容的印象。 

吴音媚好醉村居,在窦桂梅老师先引诗情到课堂式导入、诗中画,画

中诗式讲授、醉翁之意不在酒式探究及余音绕梁式总结的环环相扣、步

步紧密的教学过程中,学生们与文本、作者进行对话,由看村居词,到画

村居图, 后醉村居情。课堂活跃,激情绽放。无论是文化,还是艺术,甚

至于审美都在课堂中得以融合,整个教学自然顺畅、重点突出、亮点鲜

明、内容丰富。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S].北

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窦桂梅.听窦桂梅老师讲课[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唐]王维,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7. 

[4]王桂波,赵海宝.教师语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作者简介： 

毛晓宇(1997--),女,汉族,湖北安陆人,教师,本科,从事小学语文

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