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示儿题临安邸公开课教学设计(大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
起来看一看吧。

示儿题临安邸公开课教学设计篇一

《示儿》是我上得印象最深的一课。上这一课前，我想，这
首古诗的内容不长，如果只抓读、背和对诗内容的理解，学
生兴趣可能不大，因此，我把重点放在挖掘诗里的爱国主义
思想上，以爱国作为主线，去设计课堂教学的过程。对高段
学生的古诗教学主要是要让学生理解诗的意境，体会诗人在
古诗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从而达到和诗人及文本的对话；
同时，还要注意对古诗知识点的归类，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体会古汉语的言简意赅的特点，从而激发起学生对古代汉
语和古代文化的热爱。

《示儿》这首诗，诗人的感情丰富而深刻，陆游在古诗中除
了抒发强烈的爱国之情以外，又有对南宋政权不思收复中原
的不满，对故土老百姓身为亡国奴，处在水深火热中的担忧
和同情，以及对自己“壮志未酬”的遗憾……所以，引导学
生走进陆游，走进古诗的写作背景，体会诗人的思想感情应
该是本堂课学习的重点和线索。

另外，陆游一生创作了大量的爱国诗篇，借此首诗可以让学
生复习、积累、学习，并且加深对陆游这个爱国诗人的认识。

在设计教学过程时，我在理解诗意的后面，又设计了这样的
两个环节：



2、如果你是陆游的儿女或他的亲朋晚辈，此刻你看到了这样
的一位老人：他虽然久病缠身，不久于人世，但心里更痛的
是中原不能收复，祖国不能统一，他面容枯瘦，眼神里却满
含期待和信念，他在用缓慢而深沉的语调表达人死之后万事
皆了无牵挂的旷达和淡定，但又希望你能在家祭的时候，要
告诉他中原收复的消息。面对这样的老人，你会对他说些什
么呢？请写下来！

学生在描述和写话之中，便能通过想象和诗人进行对话，同
时在老师创设的情境中进一步体会到诗人深沉的爱国之情，
同时也激发起学生的爱国热情。

但是，在实际上课中，我也忽略了两个地方，一是对诗人写
作的时代背景没有作细的阐明，导致后面部分学生感情无法
进入老师创设的情境中。二是在对学生进行古诗知识点的`教
学时，过于简单，指导不到位，学生的理解不充分了，教学
效果也就打了折扣。

示儿题临安邸公开课教学设计篇二

诗人：陆游

死去元知万事空，

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

家祭无忘告乃翁。

注释：

示儿：写给儿子们看。



元知：原本知道。元，通“原”，本来。

万事空：什么也没有了。

但：只是。悲：悲伤九州：这里代指宋代的中国。古代中国
分为九州，所以常用九州指代中国。

同：统一。

王师：指南宋朝廷的军队。

北定：将北方平定。

中原：指淮河以北被金人侵占的地区。

家祭：祭祀家中先人。

无忘：不要忘记。

乃翁：你的父亲，指陆游自己。

译文：

我本来知道，当我死后，人间的一切就都和我无关了，使我
痛心的，就是我没能亲眼看到祖国的统一。

因此，当朝廷军队收复中原失地的那一天到来之时，你们举
行家祭，千万别忘把这好消息告诉你们的父亲！

示儿题临安邸公开课教学设计篇三

苏教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上册第4课《古诗两首》中的《示儿》
是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绝笔，全诗字字句句发自肺腑，悲愤
交集，写出了诗人毕生的心事和无限的希望，表达了他渴望
收复失地、统一祖国的强烈爱国热情。



本节课，我先让学生想一想：怎样学好古诗？学生交流学习
古诗的方法——抓住词句，边读边想，读中感悟。将以前学
习古诗的方法迁移到对这首诗的自主学习中，学生一边读，
一边交流自己课前搜集的资料和朗读的感受。最后在全班汇
报交流中，我感觉到这种迁移在教学中确实是一种好方法。

这节课有一个小插曲，在教学过程中，我将波兰音乐家肖邦
的临终遗愿与陆游临终悲歌进行了类比，让学生充分理解这
些人强烈的爱国之情。这是课堂中很好的生成性的部分，但
是不足之处是由我以独白的形式为主向学生阐述我的观点，
没能让学生很好地通过自己的比较，用语言表达出来。

因此，教学中应注重教学预设与生成的辩证关系。生成性的
东西，最好由学生生成或引导学生生成。

示儿题临安邸公开课教学设计篇四

苏教版六年级上册第一单以“爱国”为主线塑造了一个个个
性鲜明的爱国者的形象。古诗《示儿》是南宋爱国诗人陆游
的绝笔之作：“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
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简短的几句话，饱含着诗人
至死不渝的爱国情怀。读这样的诗，让我们真切的感受到一
位爱国诗人毕生的心事和无限的希望，表达了作者渴望收复
失地，统一祖国的强烈的爱国热情。

教学时，我采用的古诗教学方法是：情境导入，了解诗人；
读通全诗，理解诗意；想象意境，感悟诗情。整首诗，我在
朗读指导上做了精心设计。着眼一个“悲”字，运用拓展，
感悟诗境引导学生反复朗读诗文，读出诗中的“味儿”。以
这一个“悲”，把诗串起来，把学生的情感串起来，把我们
的课堂串起来。我补充了两首陆游的诗作和林升的《题临安
邸》并辅以感性的教师引导语言，为的是抓住学生已有的情
感，来提升感悟，让学生的情感再次得到升华。同时也自然
的把内容归结在了我们的诗句：但悲不见九州同。这时，学



生的情绪还在激昂之中，所以继续教学后两句诗：王师被定
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因为陆游的爱国，他还是放心不
下自己的国家，于是他对儿子千叮万嘱，我们的课也在一次
又一次的叮嘱中，一次又一次的抒发陆游爱国感慨的朗读中
达到高潮。紧接着让学生们沉下心来，把心中所感所想付诸
笔端。

但在具体的教学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交给孩子们的思考时
间还不够，学生的主体性没有能够完全发挥；最后给学生练
笔的时间需要再多一些。

通过这一次的教学，我进一步了解了自己，虽然已经积累了
一些教学经验，并努力把它们应用于自己的课堂教学之中，
但是学无止境，我必须不断学习新的教学理念，学习先进的
教学方法，使自己的教学水平得到不断提高，做到游刃有余。

示儿题临安邸公开课教学设计篇五

（一）知识目标：

学会本课生字词，在理解重点词语意思的基础上，理解每句
诗的意思。能

结合当时的写作背景体会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二）能力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背诵古诗。

2、结合学诗，培养学生自学、表达、创新能力。

3、培养学生读进去，联系实际想开来的能力。

（三）过程与方法：



加强朗读，以读促解，以读促感悟；通过创设情境，拓展阅
读，感悟内涵。

（四）情感目标：体会伟大诗人陆游的爱国情怀，激发学生
的爱国热情。

（一）重点：

1、弄懂陆游临终前最牵挂的事是什么。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背诵古诗。

（二）难点：

1、体会这首诗词句简单明了而感染力极强的特点。

2、体会诗文的思想感情，引起学生心灵的共鸣。

以读为主，积淀语感。延伸拓展，感悟心境。

多媒体课件

1、课件出试“陆游临终”图（配乐），教师深情诉说导入，
板书课题：

《示儿》。

2、说说题目的意思。

1、学生自由朗读诗句，并借助注释，理解诗意；然后四人小
组伙伴交流

，共享学习收获。（教师可见出示自学建议）

2、汇报交流：



（1）多种形式朗读汇报，引导学生展开评议。

（2）学生交流读懂的内容，适时鼓励、点拨读诗方法，指导
朗读。

预设点：元知、但悲、王师、乃翁。

（3） 说说整首古诗的意思；齐读。

1、临终前，陆游有许多的话想说，他最大的牵挂不是他自己，
也不是自

己的家人，而是——（板书：但悲不见九州同）

2、你们看，出示（临终图）师介绍当时历史背景，出示《秋
夜将晓出篱

门迎凉有感》

3、拓展阅读1，悲“泪”

（1）自由朗读，静心体会，你仿佛看到了一幕幕怎样的场景？

（2）指生读——师：遗民泪尽胡尘里，读着读着，你仿佛看
到了什么？

（学生想象后言说）是呀，老人在流泪，小孩在流泪，妇女
在流泪，北宋

的遗民在流泪啊！（板书：泪）他们为什么流泪？(痛失亲人、
家破人亡

、流离失所、充满仇恨、苦苦期盼……)

（3）壮美的山河已经落入了金兵之手，老百姓以泪洗面，苦



不堪言。看

到这一些，想到这一些，陆游就感到无比揪心的悲痛啊！直
至临死前，他

念念不忘的还是——但悲不见九州同。

4、拓展阅读2，恨“醉”

过渡：那么，那些令人心凉的南宋王师、南宋权贵和皇帝又
干什么去了？

——出示《题临安邸》，师深情朗读。

引导想象说话：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到底在干什
么？——他们只知道

干什么？——

5、对比参读，深化感悟

引读：北方的壮丽河山沦陷了，1年过去了——，10年过去
了——，65年

过去了——（诵读：遗民……）王师们呢？——（诵读：暖
风……）他们

早已忘记了北定中原，早已忘记了收复失地。可是，陆游呢？
他有没有忘

记？他一心期盼着祖国统一！于是，一直到临终前，他念念
不忘的，仍是

——但悲不见九州同。



同学们，“但悲不见九州同”的背后，我们感受到的分明是
诗人那颗至死

不渝的爱国心啊！（板书：爱国忧民）师生共同背诵古诗(播
放舒缓低沉

的音乐)。

1、教师出示课件并朗读：

上面的三首古诗为我们勾勒了当时的社会背景：浮华的临安
邸、萧条的村

庄、衣衫褴褛的中原百姓……请你发挥想象，对当时的社会
背景进行一番

具体的描述，也可以结合抒发自己的感想。

2、学生写作片段；指名朗读交流。

3、出示学生习作：

所见

陆游已去永安息，南宋仍是火烧心。

达官贵权花天地，百姓忧愁累不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