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四年级古诗三首教学反思出塞(汇
总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
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四年级古诗三首教学反思出塞篇一

教学过程：

(一)导入课题，揭题。

2、揭题：是啊，李白一生写了很多诗，今天我们再学习他的
一首诗：独坐敬亭山。

3、解题：“独坐”是什么意思?题目是什么意思?

齐读课题

(二)初读，识字，引入意境。

1、学习生字。播放课件：(字理识字)“亭字”的读音注意什
么?亭是什么样的(顶尖，角飞翘下面有柱子。)怎样记“亭”
字?(简笔画画亭的样子)“亭”字的一点象亭尖，口字象亭尖
下面的部分，飞起的角象秃宝盖，所以写宽些，丁字象亭檐
及柱子。请同学们在生字表下照着写一遍。

1、听音朗读，初识古诗。

2、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朗读古诗。



(1)把诗读通读顺。

(2)个人读，小组读，齐读，同桌读。

设计意图：在教育改革过后的今天，我们发现了许多问题，
比如忽视了基础教育，我们在困惑、反思的今天，我们才意
识到语文教学应该扎实抓好字、词。所以设计了比较形象的
字理识字，并让学生写好字。采用多种方式的读也体现了生
的自主学习。

(三)再读，感悟诗意。

1、同学们再读诗，看有哪些词不理解的，可以通过看注释或
者查字典解决，也可以和同桌交流讨论，理解。

2、集体交流词的意思。(“众鸟”许多鸟;“高飞尽”都高高
的飞走了;“孤云”孤单的云;“独”独自;“闲”悠闲;“相
看”互相看;“不厌”不满足;)

3、小组讨论交流诗句的理解。

4、全班交流对诗句的理解。

5、这首诗描写了那些景物?(鸟飞尽，云飘走了，孤山。)给
人什么样的感觉?(凄凉)诗人的心情怎样?(孤单寂寞)

6、如果你是李白，遇到这样的处境，你会怎么想?

(四)朗读，背诵。

1、诗人如此心情读的时候该怎样去读?请你把自己当做李白
来诵读古诗。(课件出示图，看图朗读)

2、配乐朗读朗读。



3、指名读。

4、学生齐读。

5、背诵。

(五)扩展。

1、闭上眼睛听配乐诵读，边听边想象诗的画面。

3、交流。

[独坐敬亭山教案教学设计(人教版四年级下册)]

四年级古诗三首教学反思出塞篇二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理解诗中词意，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诵
读并背诵古诗。

2、过程与方法：在理解感悟诗的过程中，能通过想象和朗读
了解诗意。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能感悟古诗内容，意境，体会诗人孤
独寂寥的情感。

重点难点：

领悟诗意，感悟诗情（难点）。

教学过程：

一、感受李白



同学们知道李白吧？李白的诗你能背几首？

（你来！流利！真有感情！你会的真多！）

（图片以及古诗）

是啊，这是一个乡愁满怀的李白。（板书：乡愁满怀）

2、《望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银河落九天”，
豪情万丈啊，这又是一个怎样的李白？正是，潇洒的李白，
豪放的李白，寄情山水的李白。（板书：寄情山水）

3、《赠汪伦》、《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是怎样的李
白？

（请你回答。你也想说，请，）——正如你们感受到的，这
是有情有义的'李白。（板书：有情有义）

从上面诗歌中，我们感受到了一个形象丰满的李白，他是思
乡的游子，是豪迈的侠客，是重情重义的真汉子，今天我们
还要再学一首李白的诗，你将会看到又一个不同的李白。

二、初读古诗

1、齐读课题《独坐敬亭山》。

有谁知道敬亭山？你来说说。（图片《敬亭山》）是啊，敬
亭山又被称为“江南诗山”。自李白《独坐敬亭山》这首诗
篇传颂后，敬亭山声名鹊起。白居易、杜牧、韩愈、刘禹锡、
梅尧臣、汤显祖等许多名人慕名登临，吟诗作赋，绘画写记。
历代吟颂敬亭山的诗、文、画达千数，敬亭山这座“江南诗
山”，也因而饮誉海内外。

2、再读课题：敬亭山前面加了个“独坐”，应该怎样读？你
为什么这么读？（你读得很慢，因为——哦，是因为伤感；



你读得很轻，因为——哦，很孤独；你怎么读这么重？——
哦，是在感叹！）

3、读课文：带着你体会到的情感，按自己的节奏自由读两遍。
开始——好！谁来试试！（读得多好啊！字正腔圆。）谁再
来？同学们从他们的朗读里听出了什么感觉？（好孤独！好
无奈！好伤感！好寂寥！恩，很有体会！）我们一起来读读。

4、同学们读了这首诗，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你的问题很有价值！看得出你很善于思索！）

三、细品诗意

2、这首诗里分明写了好几样景物，为何李白要说“独自坐
在”敬亭山呢？请在诗中划一划，找一找你所感悟到的词语。

好，你找到了什么词语？（“飞尽”是指——）是啊，所有
的鸟都飞走了，敬亭山静悄悄了。你呢？（“独去闲”是
指——），满山不见一只鸟，不闻一丝鸟鸣；辽阔的上空不
见一朵白云这是一座怎样的敬亭山？（我和你的感觉一样）
（是啊，好一座寂静清幽的敬亭山！）

3、读读这两句：“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李白久久地坐着，久久地看着，鸟飞云去之后，静悄悄地只
剩下谁了？诗人凝视着秀丽的敬亭山，而敬亭山似乎也在一
动不动地看着诗人。

4、齐读：“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是啊，李白看敬亭山，敬亭山看李白，看来看去，谁也看不
够。“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鸟飞云去又何足挂齿啊！再
读——“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人山脉脉相望，紧紧融合。——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四、感悟孤独

好一句“相看两不厌，只有敬庭山”。李白啊李白，你游历
了那么多名山，你曾豪情万丈，你曾广交朋友，为什么此刻
这么深情地看着敬庭山呢？（孤独）

你从哪里感受到了“孤独”呢？

1、我们一起读前两句。“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在李白的眼里，那是无情的鸟儿在弃他而去，那是高傲的云
在弃他而去。再读：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其实在自然环境中，鸟飞云走，是很自然的。为什么这时候
的李白却是那么孤独？你想过么？（你们很善于推测。）

（介绍背景）的确，这时正是李白横遭冷遇，寂寞凄凉的时
候。李白曾经七次来到敬亭山所在的宣城游玩，这首诗是李
白被迫离开长安以后再次来到敬亭山所作的。李白的满腹才
情只被唐玄宗视为点缀升平的御用文人，他空有投身政治报
效祖国的雄心，却被一些权臣小人算计被迫离开长安，长期
的漂泊生活，使李白饱尝了人间辛酸滋味，看透了世态炎凉，
从而增添了孤独与寂寞之感。

现在你明白了么？谁再来读读前2句。（听得出，同学们感悟
很深）齐读。

2、老师也来试一试。闭上眼睛，想想，那是怎样的一翻情景
呢？人看山，山看着人，人陪伴着山，山陪伴着人。配乐，
范读。

同学们来！（齐读）



（1）练笔

李白神情地看着敬亭山，轻轻地对他说：“”

敬亭山深情地看着李白，轻轻地对他说：“”

（2）引读

啊！鸟儿和云朵也讨厌我，只有你陪伴我在身边。（齐
读——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是啊，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这里真有点死气沉沉啊。（齐
读——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不用答不用问，一切都在不言中（齐读——相看两不厌，只
有敬亭山）“相看两不厌，只有李白啊！”

五、课外拓展

《秋蒲歌》出示。自由读，感受下这首诗里是怎样的李白？

你来读读。请你读读。很深情。让我们齐读《秋浦歌》。

“这是一个怎样的李白？”

对这个孤独哀愁的李白，你能安慰安慰他吗？

李白，这么多人在关心你啊，你要乐观、坚强、开朗起来。

你还记得《赠汪伦》吗？同学们齐——

还记得《静夜思》吗？

还记得《望庐山瀑布》吗？



李白啊李白，我们都在怀念你，你并不孤独！

让我们再来齐诵这首诗《独坐敬亭山》。

好，下课！

四年级古诗三首教学反思出塞篇三

这首送别诗以事件命题，前两句写事，后两句借景抒情，比
较好理解。所以，我采用多读多想，想象画面，理解诗意的
方法。让学生把各自理解的诗句组合起来，成为对整首诗的
理解，就像拼图一样拼出完整的画面。

学生在反复自渎的基础上，开始表达自己看到的画面。

xxx说：“唯见长江天际流”意思是____________“只见长江
向天边流去。”唯，只。天际，天边。我说：对。我让学生
随手做了笔记。再读理解想象其他三句的画面。

xxx说：“孤帆远影碧空尽，”尽是尽头。碧空是蓝天。封伟
思说：孤帆，一只孤单的帆船，远影，我启发全班同学想：
孤帆远去，江面上会看见船的什么？_______________影子。
连起来说这句诗意思是__________“一只孤单的帆船连同它
的影子，消失在了蓝天的尽头。”

xxx接着说：“平明送客楚山孤”客，指老朋友辛渐。孤，诗
人很孤独。我补充：平明，指早晨。连起来，是
说______________“早晨，送走老朋友，觉得楚山和自己都
很孤独。”

xxx站起来说：“寒雨连江夜入吴”寒雨，雨很寒冷，是秋天
的雨。江，长江。我补充说：连江。秋雨灌满了长江。夜，
黑夜。如，来到。连起来是说___________“在秋雨绵绵的黑
夜，我赶到吴地送别老朋友。”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以上就是为大家整理的2篇《四年级
语文下册古诗《芙蓉楼送辛渐》课件及教学反思》，您可以
复制其中的精彩段落、语句，也可以下载doc格式的文档以便
编辑使用。

四年级古诗三首教学反思出塞篇四

在翻译诗歌的意思的时候，我采取了让学生自己组织语言的
方法。

在解释完重点词语了之后，我让学生组成四个小组或三人小
组进行翻译。小组讨论的方法在以前我教二年级的时候非常
有效。学生都很喜欢讨论学习效果较好。但当我让这个班的
学生讨论的时候，他们中有大部分的人却拿出了笔和纸，自
己一个人埋头想。想好了就把自己的写下来。我马上鼓励他们
“这个方法非常好，等一会儿，哪个同学写好了，读出来给
大家听听，我们评价看看，对不对，好不好”我检查了一部
分学生写的，觉得他们写的大致相同。但意思与原文的解释
还是有些出入。课上我也犹豫过到底应不应该把标准的答案
写下来，让大家抄下来？但我此时一个词语——“原创”在
我脑海中闪过。我知道如果我把标准答案写出来，学生肯定
会把自己的刚刚写的`檫掉，把我的标准答案写下来。这对他
们的自信心会有一些打击这样好吗？我一直在反思。我鼓励
自己和学生。“属于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学生掌握的情况如何呢？我想我会通过《课堂作业》进行检
查。并且进行知识点的查漏补缺。

四年级古诗三首教学反思出塞篇五

教学目标：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古诗。



了解古诗大意，体会诗人孤独、苦闷的心情。

感悟诗人冰清玉洁的高尚情操。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2、今天我们在学习一首唐代诗人王昌龄写的一首送别诗《芙
蓉楼送辛渐》。板书课题，齐读。

3、学习古诗，应从题目入手，你从题目中知道了什么？

总结：辛渐既是王昌龄的同乡又是他的好友，辛渐即将回到
家乡，王昌龄在芙蓉楼为他送行，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诗。

二、初读古诗

1、自由读三遍，读准字音，句子读通顺。

2、指名读，齐读。

3、读诗不仅读准确，读通顺，还要读出节奏，把诗读好是有
一定的技巧的，每行有几个字？这叫七言绝句，王昌龄最擅
长写七绝诗，他被称为“七绝圣手”这首诗是他的七绝名作
之一。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这样读：（出示划好节奏的古
诗）泛读，自读，指名读，齐读。

三、理解感悟

学习前两句

1、理解后我们会读得更好。请大家默读前两行，看看都写到
了哪几种景物？（雨：什么时候下起了什么样的雨？江：江
面上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山：在作者眼里楚山什么样的？诗



中还暗含着两个人物）

2、请大家结合注释，发挥你的想象，你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幅
怎样的画面？（引导把诗意说完整）

3、把你的想象带入诗中读前两句。

师：窗外秋雨绵绵，芙蓉楼内二人相对而坐，饮酒道别，这
此情此景，给你一种什么感觉？（凄凉，忧愁）。

师：这种情感凝聚在诗中的哪个字中？（孤）带着这种感觉，
再读前两行。

师：王昌龄才华横溢，官至县蔚，后来因事被贬滴岭南，在
北返长安时在江宁县任职，在江宁数年，又遭人诋毁，再次
被贬为龙标县蔚，尨标镇在非常偏僻，曾有许多的官员被贬
于此地。他一生生壮志未酬，与好友分别，心中怎能不孤单，
苦闷呢？再读前两行。

学习后两句

1、好友辛渐要走了，即将见到家乡的亲友，猜想一下，王昌
龄的家乡可能会有哪些亲友？（年迈的双亲，结发妻子，兄
弟姐妹，友人）这些亲友见到辛渐后可能会问些什么？（他
为什么不会来？是否吃饱穿暖？他究竟犯了什么错？为什么
屡遭被贬？）

2、这些王昌龄都想到了，但是他在送别辛渐时只有一句嘱托
的话语，那就是“一片冰心在玉壶”

3、引读：

当友人问起时，王昌龄会豪迈地说：“一片冰心在玉壶。”

当结发的妻子问起时，王昌龄还会深情地说：“一片冰心在



玉壶。”

当年迈的双亲问起时，王昌龄依旧坚定地说：“一片冰心在
玉壶。”

4、冰、玉有什么特点？（纯洁，透明，洁白无暇）

5、王昌龄一遍又一遍的在心底里呐喊，是想表白自己什么？
（不因两次被贬而改变自己冰清玉洁的品质）

6、王昌龄在被贬期间，他的许多好友都纷纷作诗来表达对他
的同情和安慰，如诗人李白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出示这首诗）指名读。但王昌龄依然是：“一片冰心在玉
壶”

7、让我们再次走进这首诗，走进王昌龄，齐读整首诗。

四、拓展延伸。

王昌龄还擅长写边塞诗，其中最的是《出塞》课下搜集他的
诗读读背背。

板书设计：

芙蓉楼送辛渐（唐）王昌龄

孤

冰、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