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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回顾
鸟语花香、莺歌燕舞
柳绿桃红、春暖花开
春回大地、百花齐放
春意盎然、柳暗花明
万紫千红、......



中国地图



江南.小桥.诗歌



吴侬软语：苏州评弹

白蛇传（绘本故事）

shuǐ màn jīn shān

（ 水 漫 金 山 ）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kJ411w7oA/?spm_id_from=333.788.videocard.3
苏州弹词：《白蛇传·赏中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kJ411w7oA/?spm_id_from=333.788.videocard.3


江南.流水
上桥下桥，船来船往

雨水：梅雨（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
湖水：西湖（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
河水：秦淮河（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京杭大运河：隋唐时期所建，北京—洛阳---杭州，后元代建都北方后不再
绕行洛阳，直线凿通了由北至南的水路，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
郑和下西洋：明代，船队从南京—江苏太仓—福建福州长乐开洋，远航西
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知最远到达东非、红海。



江南.人家
苏州：人景壶天，吴歌越调

园林之美：苏州园林有自然之趣，着眼画意，移步换景。代表园林有：
沧浪亭、狮子林、拙政园、留园、网狮园、怡园等。

戏曲之美：昆曲，又称昆剧或昆腔。出现于明代江苏昆山一带。是我
国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越剧，中国五大戏曲种类之一，起源于浙
江绍兴。长于抒情，以唱为主，声腔清悠婉丽优美动听，曲调婉转柔美，小
提琴协奏曲《梁祝》的主旋律就采用了越剧的曲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K_27SRDcDs&pbjreload=101昆曲《牡丹亭.游园（皂罗袍）》片断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nvH5lIkMN0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选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K_27SRDcDs&pbjreload=10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nvH5lIkMN0


xún hú yǐn jūn
寻 胡 隐 君

gāo qǐ

（明)高启

dù shuǐ fù dù shuǐ，
渡 水 复 渡 水，
kàn huā hái kàn huā。
看 花 还 看 花。
chūn fēng jiāng shàng lù，
春 风 江 上 路，
bù jué dào jūn jiā。
不 觉 到 君 家。

高启，明代诗
人，今江苏苏州
人。

全诗用字简洁，
富有节奏，用
“复”和“还”
字彰显出动感之
美，朗朗上口。



此词写于末春时节，
词人在越州（绍兴市）
大都督府送别即将回家
乡的好友鲍浩然。虽然
送别的地方春光已逝，
但诗人仍希望好友所去
之处春光依然，更可与
春同住 。

词人用女子的“眉
眼”来比喻江南山水的
温柔清丽，生动而又贴
切。



按图索骥

看图片，猜诗词

（提示：《春夜喜雨》《春夜洛城
闻笛》《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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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图索骥

看图片，猜诗词

（提示：《出塞》《敕勒歌》《观
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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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欣赏及寻宝作业：

■ 找出“按图索骥”中图所对应的诗歌名称（请亦铭，天泽，小花和宜南按字母顺序
写出来，其它同学不用写，仅在下节课课堂上作答）。

■ 欣赏戏曲。（不作要求，按个人兴趣就好，课件里有链接）

2、诵读及抄写：

小乐、舒豪和洲洋三位同学每日抄写“水漫金山”各一遍，共五遍。可以试
着向自己的家人分享《梁山伯和祝英台》或《白蛇传》的故事；读《寻胡隐
君》一诗三遍。

其余同学抄写《枫桥夜泊》一诗，读《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一词和《寻
胡隐君》一诗各一遍即可，不必发至学习群，但请下节课上带至课堂交与老
师。

注：周二和周六皆有课的同学，诵读和抄写以张老师布置的作业为主，可不必
做本课中所提及的诵读抄写作业。

本堂课未到的同学，只做作业“1”即可。

注：（以上图片均来自网络）

课后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