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赠刘景文古诗讲解教案(大全6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该
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
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赠刘景文古诗讲解教案篇一

一、谈话导入：

1、现在是什么季节？喜欢秋天吗？你能用一些词句来说说你
所看到秋天的景色吗？

2、从你们的话中，我感到大家都很喜欢秋天，古人也很喜欢
秋天，他们常常吟诗作词来赞美秋天。

今天我们就要来学习一首描写秋天美丽景色的古诗——《赠
刘景文》（出示诗人、题目）：知道这首诗是谁送给谁的吗？
学习生字：赠、刘。

3、介绍诗人及写诗的背景：

苏轼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别人又叫他苏东坡。一天，
他和朋友们聚会，其中一个叫刘景文的与他很谈得来。苏轼
喝着酒，非常高兴，就写了这首诗送给刘景文，所以题目就叫
《赠刘景文》。（学生接读，提醒注意后鼻音）

二、初读古诗

1、自由读古诗，要求读正确、流利。

2、同桌相互听一听，看看他读得对吗？



3、反馈：

（1）指名读（谁愿意把这首诗读给大家听一听？）

评价：听了他的朗读，你有什么评价？

（2）引出生字教学：菊残君橙橘

你用什么方法记住它们的？

（3）学生说说识记生字的方法——读生字卡片

4、朗读这首诗（谁能大声地再来读读？——大家再自信地读
给自己听听——齐读）

三、细读品味

2、反馈：（根据学生的回答相机教学）

（1）荷尽

出示2幅图片：为了帮助大家读得更好，进一步感受秋天的美
景，老师给你看这两幅图。

让学生说说哪幅图写出了诗意，并说说理由。（理解“尽、
擎雨盖”）

讨论：荷花凋谢了，荷叶枯萎了，诗人为什么还要写这里？

指导朗读：那你能通过朗读把荷花池的美丽表达出来吗？
（个别读——女生读——齐读，教师随机评价：真好啊！真
是看了还想看。）

（2）菊残



出示图片，说图意，理解“菊残、傲霜枝”。

秋风中，菊枝仍精神抖擞地挺立着，你想对它说什么？

（3）橙黄橘绿

读了这几个字，你仿佛看到了什么？

出示图片

3、苏轼看到的`秋天就这些景物吗？发挥你的想象，帮诗人
说说他看到却没有写出来的景色。

学生交流——一起观赏这些美景——学生说感受：秋天真是
一个的季节！

4、引出诗句：看来秋天的美景才不止这二十八个字呢！怪不
得诗人说：“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你现在
明白这两句诗的意思了吗？学生说诗意，悟诗情，教师板书：
爱秋天。

5、齐读古诗：现在再来读这首古诗，相信你头脑中的这幅画
会更美。带着对秋天的赞美语气来齐读这首诗。

四、熟读背诵

１、说说方法：这么美的诗你想不想把它背出来？你有什么
方法告诉大家？

２、熟读背诵。

五、书写指导

１、出示要写的字：首、刘、枝、记



２、学生认读

３、让学生观察，说说书写时要注意什么。

六、交流已经积累的描写秋天美景的诗。

赠刘景文古诗讲解教案篇二

宋代：苏轼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最是一作：正是)

这首诗是诗人写赠给好友刘景文的`。诗的前两句写景，抓
住“荷尽”、“菊残”描绘出秋末冬初的萧瑟景象。“已
无”与“犹有”形成强烈对比，突出菊花傲霜斗寒的形象。
后两句议景，揭示赠诗的目的。说明冬景虽然萧瑟冷落，但
也有硕果累累、成熟丰收的一面，而这一点恰恰是其他季节
无法相比的。诗人这样写，是用来比喻人到壮年，虽已青春
流逝，但也是人生成熟、大有作为的黄金阶段，勉励朋友珍
惜这大好时光，乐观向上、努力不懈，切不要意志消沉、妄
自菲薄。

赠刘景文古诗讲解教案篇三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
是橙黄橘绿时。”北宋的苏轼用简短精辟的语言为我们揭示
了一个道理：即使再好也有终了的时候。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他想：荷叶败尽，
像一把遮雨的伞似的叶子和根茎上再也不像夏天那样亭亭玉
立；菊花也已枯萎，但那傲霜挺拔的菊枝在寒风中依然显得
生机勃勃。它暗示着一种人，原本把企业做的很好，但是却



见利忘义，像三鹿原董事长田文华、副总经理王玉良、副总
经理杭志奇、原奶事业部经理吴聚生等四名高层一样，好好
做奶粉去呗，非加点三氯氢氨害人害己。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它告诉人们：你不
要以为冬天是万物都会死的季节，你必须记住:美景是在初冬
橙黄桔绿的时节啊！

此诗是苏轼于宋哲宗元佑五年（1090年）任杭州太守时所作。
刘景文名季孙，原籍开封，是北宋名将刘平的小儿子。刘平
驻守宋、夏边境，力拒西夏，因孤军无援战死。身后萧条，
他的几个儿子都早早逝去了，只剩刘景文一人。苏轼在杭州
见刘时，刘已年近花甲。经苏轼向朝廷竭力保举，刘才得到
小小升迁。不想只过了两年，刘景文就死去了。苏轼此诗虽
似写景，但每句都切合刘的身世，并用以勉励对方。这在苏
诗中确属精心之作。我们必须透过表面的景物描写，才能领
略诗中的积极涵义。

《赠刘景文》【宋】苏轼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作者系吉林市四年二班学生武军宏

赠刘景文古诗讲解教案篇四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这首诗是诗人写赠给好友刘景文的。诗的前两句写景，抓
住“荷尽”、“菊残”描绘出秋末冬初的萧瑟景象。“已



无”与“犹有”形成强烈对比，突出菊花傲霜斗寒的形象。
后两句议景，揭示赠诗的目的。说明冬景虽然萧瑟冷落，但
也有硕果累累、成熟丰收的一面，而这一点恰恰是其他季节
无法相比的。诗人这样写，是用来比喻人到壮年，虽已青春
流逝，但也是人生成熟、大有作为的黄金阶段，勉励朋友珍
惜这大好时光，乐观向上、努力不懈，切不要意志消沉、妄
自菲薄。

苏轼的《赠刘景文》，是在元祐五年 (1090)苏轼在杭州任知
州时作的。《苕溪渔隐丛话》说此诗咏初冬景致，“曲尽其
妙”。诗虽为赠刘景文而作，所咏却是深秋景物，了无一字
涉及刘氏本人的道德文章。这似乎不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实
际上，作者的高明之处正在于将对刘氏品格和节操的称颂。
不着痕迹地糅合在对初冬景物的描写中。因为在作者看来，
一年中最美好的风光，莫过于橙黄橘绿的初冬景色。而橘树
和松柏一样，是最足以代表人的高尚品格和坚贞的节操。

古人写秋景，大多气象衰飒，渗透悲秋情绪。然此处却一反
常情，写出了深秋时节的丰硕景象，显露了勃勃生机，给人
以昂扬之感。因此宋人胡仔以之与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
员外》诗中“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两句相提
并论，说是“二诗意思颇同而词殊，皆曲尽其妙”（《苕溪
渔隐丛话》）。

荷与菊是历代诗家的吟咏对象，常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可
是为什么此诗一开头却高度概括地描绘了荷败菊残的形象，
展示了一幅深秋的画面？这全然是为了强调和突出一年之中
的最好景象：橙黄橘绿之时。虽然橙和橘相提并论，但事实
上市人正偏重于橘，因为“橘”象征着许多美德，故屈原写
《橘颂》而颂之，主要赞其“独立不迁”、“精色内
白”、“秉德无私”、“行比伯夷”。此诗的结句正有此意，
在表达上融写景、咏物、赞人于一炉，含蓄地赞扬了刘景文
的品格和秉性。



赠刘景文古诗讲解教案篇五

1、认识“刘、菊”等10个生字。会写“于、首”等6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体会诗人对
秋天的赞美之

情。

3、有背诵古诗的兴趣。

识字、写字。

有感情地朗读、背诵古诗。

多媒体课件。

本课两首古诗，从不同的侧面表现了秋天的盎然生机。学习
时，重在朗读、背诵。诗歌的韵味和意境的美好，可让学生
结合课件插图，在反复诵读的过程中自己理解、感悟。可引
导学生说说“读懂了什么”或者“体会到什么”。

学生如果提出不懂的字词，教师可简单讲解。古诗朗读要把
每个字的音读准，还要注意咬字吐字。可让学生反复练习朗
读。教师可通过同桌互相听读、有针对性地抽查、鼓励到台
上朗读等方式检查学生读的情况。

一、交流资料，了解背景

1、学生展示，交流课前查阅资料所得。

自主学习，初步感知。

1、自由朗读，借助拼音读准字音，读通、读正确这首诗。



同桌互读，纠正读音。

默读古诗，圈出不理解的词语。

小组合作学习。共同讨论，解决各自不理解的问题，老师巡
回点拨、指导。

5、课件出示生字，学生认读。

齐读古诗，要求读的正确、流利。

再读感悟，练习背诵。

试着有感情朗读，教师适当指导。

2、课件出示课文插图，教师范读古诗。学生边听边仔细观察、
思考：画面中的景象表现了哪几句诗的意思。

学生讨论，对上述问题发表见解。

4、质疑：还有什么问题？

5、同桌练习背诵这首诗。

四、趣味实践活动

1、我说你读。老师描述诗句的意思，学生读出相对应的诗句。

2、卡片连诗。出示本课的生字卡片，学生按生字出现在诗句
的先后顺序，摆好卡片，然后连起来，试着背诗句。

指导写字。

1、课件出示“刘、记、枝”三个字，学生认读。



2、学生观察、说说这三个字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

3、教师范写，学生跟着老师书空练习。

4、学生仿写一个字后，同桌互相评改，找出问题，进行修改。

5、自己练习写生字。

六、布置课外阅读古诗

一、复习导入

1、小组比赛背诵《赠刘景文》。

2、出示课题《山行》。

二、自主学习，感悟诗意

学生按自己喜欢的方式自主学习，老师巡视指导。

2、交流、分享、展示自己的学习所获。

3、集体讨论，解决学习中还没有弄懂的问题。

4、小组比赛朗读《山行》，老师针对学生情况相机进行指导。

趣味实践活动。

卡片连词练背诵。

2、看图贴诗句练背诵。

3、赛诗会。

每个小组出一个节目，集体背诵两首古诗，一首课内，一首



课外。

小组内先比赛，每一个小组派一名代表参加比赛。

指导写字：

1、指名学生在黑板上的田字格中写“于、首”两个字。集体
评议。

2、教师范写“枫”字。学生书空练习。

3、学生描红仿写。同桌交换评、改。

4、学生练习书写生字，教师巡视指导。

赠刘景文古诗讲解教案篇六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赠刘景文》注释：

(1)擎：举，向上托。(擎雨盖：喻指荷叶)

2)傲霜：不怕霜冻，坚强不屈。

(3)最：一作“正”

(4)君:你，指刘景文。

《赠刘景文》意思：

荷叶败尽，像一把遮雨的伞似的叶子和根茎上再也不像夏天
那样亭亭玉立;菊花也已枯萎，但那傲霜挺拔的菊枝在寒风中



依然显得生机勃勃。

别以为一年的好景将尽，你必须记住，最美的景是在初冬橙
黄橘绿的时节啊!

《赠刘景文》写作背景：

这首诗作于元祐五年(1090)初冬，当时苏轼正在杭州任职，
任两浙兵马都监的刘季孙也在。两人过从甚密，交易很深。
诗人一方面视刘景文为国士，并有《乞擢用刘季孙状》予以
举荐;另一方面增此诗以勉励之。(苏诗赠此诗时，刘季孙
已58岁了，难免有迟暮之感。)

《赠刘景文》鉴赏：

这首诗是诗人写赠给好友刘景文的。诗的前两句写景，抓
住“荷尽”、“菊残”描绘出秋末冬初的萧瑟景象。“已
无”与“犹有”形成强烈对比，突出菊花傲霜斗寒的形象。
后两句议景，揭示赠诗的目的。说明冬景虽然萧瑟冷落，但
也有硕果累累、成熟丰收的一面，而这一点恰恰是其他季节
无法相比的.。诗人这样写，是用来比喻人到壮年，虽已青春
流逝，但也是人生成熟、大有作为的黄金阶段，勉励朋友珍
惜这大好时光，乐观向上、努力不懈，切不要意志消沉、妄
自菲薄。

苏轼的《赠刘景文》，是在元祐五年(1090)苏轼在杭州任知
州时作的。《苕溪渔隐丛话》说此诗咏初冬景致，“曲尽其
妙”。诗虽为赠刘景文而作，所咏却是深秋景物，了无一字
涉及刘氏本人的道德文章。这似乎不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实
际上，作者的高明之处正在于将对刘氏品格和节操的称颂。
不着痕迹地糅合在对初冬景物的描写中。因为在作者看来，
一年中最美好的风光，莫过于橙黄橘绿的初冬景色。而橘树
和松柏一样，是最足以代表人的高尚品格和坚贞的节操。



古人写秋景，大多气象衰飒，渗透悲秋情绪。然此处却一反
常情，写出了深秋时节的丰硕景象，显露了勃勃生机，给人
以昂扬之感。因此宋人胡仔以之与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
员外》诗中“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两句相提
并论，说是“二诗意思颇同而词殊，皆曲尽其妙”(《苕溪渔
隐丛话》)。

荷与菊是历代诗家的吟咏对象，常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可
是为什么此诗一开头却高度概括地描绘了荷败菊残的形象，
展示了一幅深秋的画面?这全然是为了强调和突出一年之中的
最好景象：橙黄橘绿之时。虽然橙和橘相提并论，但事实上
市人正偏重于橘，因为“橘”象征着许多美德，故屈原写
《橘颂》而颂之，主要赞其“独立不迁”、“精色内
白”、“秉德无私”、“行比伯夷”。此诗的结句正有此意，
在表达上融写景、咏物、赞人于一炉，含蓄地赞扬了刘景文
的品格和秉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