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村居教学设计教材分析(实用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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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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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居教学设计教材分析篇一

教材简析：《清平乐 村居》是豪放派词人辛弃疾的一首田园
小令，好似一幅有声有色的农村风俗画，具有浓郁的生活气
息，给人一种诗情画意，赏心悦目的感觉，抒发了词人对村
居生活的喜爱和向往之情。描绘了农村一个五口之家的生活
和劳动场景，勾勒出一幅充满生活气息的田园图景，二老融
洽，孩子孝顺，老有所养，少有所事。在写景方面，作者把
茅檐、小溪、青草这些农村中司空见惯的事物组合成一幅清
新的画面，淳朴、自然；在写人方面，作者把一家老小不同
面貌和情态，描写得维妙维肖，活灵活现：翁媪饮酒聊天，
大儿锄草，中儿编鸡笼，小儿卧剥莲蓬。通过这样简单的情
节安排，把一片生机勃勃、和平宁静、朴素安适的农村生活，
真实地反映出来。开篇以素描之法，勾出“茅檐”、“溪
上”、“青草”，只淡淡几笔便形象地描画出农村的特色，
以景物衬托出人物生活宁静、恬适的氛围。画面中的主要人
物——翁媪“醉里吴音相媚好”，足见其生活的安详，精神
的愉悦，接着由远及近勾画出三个儿子的动作。词人尤喜小
儿，“无赖”、“卧剥莲蓬‘等词句形象地刻画出真活泼的
神态。

词的上阕长短句相间，而下阕句式整齐，每句韵脚相同，节
奏感强。词的上片开篇写景，构成了清新优美的农村环境，
为人物出场作了巧妙的铺垫。紧接着描写了白发翁媪醉里欢
容，谈笑相悦，其乐融融的温馨生活。词的下片描写老夫妇
三个儿子的活动。



1、认识5个生字，会写3个生字。初步了解词的有关知识；理
解词意，想象词中描绘的情景。

2、有感情读词，感悟田园生活的意境；背诵课文。

3、激发学生对田园生活的喜爱及受到美的熏陶。

1.指导学生理解课文内容，感悟田园生活的意境；有感情朗
读课文，使学生受到美的熏陶。

2、喜爱宋词。能融入课文，感受村居生活的宁静祥和之美。

这首词由景见人，因人及事，以事传情。作者将景、人、事、
情融为一体，以明快、流畅的语言，向我们展现了一幅恬淡、
惬意的田园美景。对于这样意境幽美的词，在教学中应积极
激发学生的朗读兴趣，引导学生反复诵读，指导学生注意词
的韵律、节奏和情感。重点抓住描写小儿动作的关键字眼，
勾起学生的生活体验，调动多种感官体验，充分感受其中的
情味和韵味，轻松地理解词意。

本首词分上、下两片，上片写景，下片叙事。作者描绘了一
幅宁静清新、悠闲美好的乡村家庭生活画卷。在教学时，教
者应尽可能地让学生自主感知、感悟全词。真切地领会词的
意境美、情感美。领会“醉”的深刻含义。

1.开门见山，了解宋词。

2.初读课文，感知词韵。

3.精读课文，品悟词意。

4.赏读课文，体验词境。

5.吟唱课文，追溯词源。



6.拓展延伸，词韵袅袅。

1、师板书“村居”。同学们，看到这两个字你想到了什么？
（预设）（就是“农村人家”的意思）生：（清）高鼎古诗
《村居》以及田园生活画面。

2、师小结：同学们能联系生活浮想联翩，老师真佩服你们。
但今天我们学习的“村居”不是诗，而是一首描写农村生活的
“词”。师板书“词”。和“诗”一样，“词”也是一种文
学体裁。说白了，“词”就是兴起于唐代、兴盛于宋代配乐
而唱的诗，因先有乐，后有词，所以也称“曲子词”。《村
居》就是这首词的题目，而为“村居”所配的乐曲是…师板书
“清平乐”，师：谁来读一读？生读。师点拨乐的读
音。“清平乐”也就是词牌名。词牌名很多，也很美，比如
“虞美人”、“满江红”等都属于词牌名。那么，认识了词，
再让我们响亮地读一读这首词的全称吧！注意词牌名和题目
中间要略有停顿。生读：《清平乐 村居》。

3、师：了解了课题，接下来我们应该解决什么？生：作者。

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位伟大的词人。（播放画面）

4、师：接下来，我们将轻松地走入课文，去用心品读这首清
词丽句。

1、师：请自由朗读课文，要求把每个字音读准确、读响亮。
生放声读文。

2、师正音。一生读文，其他生在心中跟读。

师：谁再来展示读一读？生读，注意上下两片之间的停顿。
请男女同学分别读上、下两片。生再齐读。师板书剥。读bao
音是指去掉外皮或外壳。比如，去掉香蕉皮就叫剥香蕉；去
掉大蒜皮则称为剥大蒜；去掉桔子皮就称为剥桔皮；去掉莲



蓬的外皮就叫生：剥莲蓬。好，齐读。生齐读。生书
写“剥”字。

师：再请生读课文，看着屏幕读。一生读。师强调“蓬”作
为韵脚的读音，这是古诗词中和仄、押韵的需要。应该读蓬
音。如：“小、草、好、媪；东、笼”。

生齐读“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1、师：请同学们边默读课文边观察画面边思考每句话都写了
什么。生默读。师：好，这首词写得朴素易懂，请联系插图
说说哪些话你自己就读懂了。 生：无赖。师板书无赖。师：
联系生活，说说你对无赖的理解。（生：活泼可爱）再读读
感受小儿子的天真可爱。

师：文章中哪句能看出小儿子的天真可爱？生：卧剥莲蓬。

师：他剥莲蓬时还会有哪些姿势？生：躺着、趴着、打滚等。

师：这一个卧字真是神来之笔呀！那么诗人是怎样点评这个
小儿子的？生：最喜。

师：你知道这“最喜”是什么意思吗？生：最喜就是最可爱，
最讨人喜欢。

2、师：还读懂了哪些诗句？生：锄豆就是在豆田中锄草。织：
用竹条编织鸡笼。

师：请你读一读相关词句。生：“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
鸡笼。”

师：请你点评一下这两个儿子吧！生：这两个儿子多么勤劳，
多么懂事啊！

3、师：谁还想说你读懂了什么？生：翁媪（一个老公公，一



个老婆婆）。 师：现在，老师把两位老人家请出茅屋。你来
对照画面，读词中的句子。生：“白发谁家翁媪。”师：齐
读。生齐读。

师：我们看看这对老夫妻在做什么？生：在聊天。

师：怎样聊天？生：喝酒、带着醉意，醉就是带着醉意。师
板书“醉”字。 师：请你读出文中的句子。生：醉里吴音相
媚好。

师：播放词句：请齐读。

师：那你知道什么是吴音吗？生：吴音（作者当时被贬居住
在江苏上饶，当地的方言就叫吴音，是一种温柔绵软，婉转
动听的语言）

师：哈哈，我们肯定听不懂。

师：老夫妇不仅喝醉了，而且还被自己的幸福生活陶醉着。

师：“相媚好”是什么意思？生：相亲相爱亲亲热热的样子。
师板书相媚好。 师：老两口操着吴音相媚好，那你知道他们
在用当地方言聊什么吗？生自由想象答。师：说不定看着儿
子大了想给儿子说房媳妇呢，也说不定在回忆自己年轻时谈
恋爱说的悄悄话呢。

师：孩子们长大成人已经能帮父母耕田持家，老两口喝点小
酒，说说笑笑，享受着天伦之乐。多么温馨幸福的画面呀！
虽然生活清贫，但一家五口其乐融融，沉醉其中，就连路过
的作者也被深深陶醉。让我们也带着醉意，感受这醉人的生
活画面吧！师引读“醉里吴音…”生齐读。

3、师：还有谁读懂了别人没读懂的？生：茅檐低小就是茅屋
低矮小巧。生：溪上青青草就是溪边绿草茵茵。



师：那么看着那一丛丛青翠的小草，你打算怎么读这句话？
生读。

师：周围绿草茵茵，那么你知道小溪什么样吗？生说：清澈、
潺潺、淙淙。 师：小溪里会有什么？生：有小鱼、莲花和莲
叶，并散发着清香。

师：屋矮檐低，门前溪流潺潺，岸边碧草如茵，清水碧草相
映生辉。这么美丽的居住环境多么令人陶醉啊！我们来读读
整首词好吗？生齐读。

四、赏读课文，体验词境

1、师：读着看着，看着想着，这首村居就是描写一家五口生
活的画面。请默读，想象画面。生默读。

2、师：假如你就是作者，路过这座小山村，请问，首先你看
到了什么画面？生：茅屋、小溪。师：书上是怎么写的？生
读诗句。

师：接着你又看到了什么？生：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两口在聊
天。师：请你读书上的诗句。生读。

师：再接着走，你又看到了什么画面？生说：大儿、中儿，
小儿。师：请你读读诗句。生读。

师：好哇同学们，我们随着词人的脚步走走停停，用想画面
说画面的办法就能记住整首词。这种学习方法你喜欢吗？生：
喜欢。

3、师：那么细心的小朋友，你一定发现会这首词中有个字被
反复使用，是哪个字呢，谁知道？生：“溪”字。

师：仔细看书这三个“溪”字有什么不同？生说。师板书：



溪上、溪东、溪头。 师：看到这几个表示地点的词，你想到
什么？生：说明这里有一条清澈的小溪把周围的景物串连起
来。

师：你真是个有想象力的孩子。三个“溪”字串成了词的脊
梁。词人沿“溪”而行，周边的景物尽收眼底，心情陶陶然，
脚步飘飘然，怎一个“醉”字了得。

师：那么同学们想不想写好这个“溪”字？生想。生书
写“溪”及“奚”字。

师：村居生活多么安宁和谐！田园风光多么清新动人！用一
个字来形容，村居生活怎么样？生：美！师板书“美”。

师：是啊，村居生活人美、景美、情更美。让我们吟出大词
人对村居生活的赞美与喜爱之情吧！《清平乐 村居》起！生
读。

五、吟唱课文，追溯词源

师：一首词就是一首歌。学习之初老师就介绍了，词是配乐
而唱的诗，那么古人配的是“清平乐”的韵律，而今人则为
它配上了现代的乐曲，同学们想不想听听？喜欢的也可以跟
着唱一唱。（播放歌曲）

六、拓展延伸，词韵袅袅

师：感受了这首清新欢快的田园小令，再请同学们欣赏这位
豪放派大词人的另外两首作品，请看屏幕：自读后，齐读。

师总结：可怜白发生！同学们，喜欢这位大词人和他的作品
吗？生：喜欢！多美呀！词中有画，画中融情，余韵袅袅，
传诵不息。唐诗宋词既是我国古典文学的瑰宝，也是中华民
族艺术宝库中璀璨的明珠。希望同学们通过今天的学习更加



热爱祖国的传统文化。记住：腹有诗书，生接：气自华。

村居教学设计教材分析篇二

1、学习生字新词，理解“相媚好、无赖、卧剥”，借助画面
与注释，了解词的大意。

2、了解词的一般特征。

3、在多层次的诵读、想象、拓展中，感受乡村生活的和谐美
好，体悟词人对这种安宁生活的向往。

1、知道今天我们学什么吗?(请一生回答)它是一首——词(学
生接着说)。是的，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诗词”国度，
唐诗宋词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瑰宝。相信同学们平时一定积累
了不少古诗词，老师想考考大家，老师说前半句，你们一起
说出下半句。

2、屏幕出示：教师提供前半句，让学生接着说。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稻花香里说丰
年，——听取蛙声一片。把这些诗词连起来读一遍。

3、这都是描写农村生活的诗词。古往今来，许许多多的文人
墨客驻足于农村，寄情于田园，用诗词表达自己对农村那份
浓浓的情感。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首描写农村生活的词。板
书：清平乐村居。“乐”这个字读yue，一起读课题。

4、清平乐，是词牌名。什么是词牌名呢?出示小资料：清平
乐，词牌名。中国古代，诗人写成了一首词，按一定的旋律
来吟唱，这旋律的名称，就是词牌名，它表示的是一种曲调，
一种节奏。

清平乐，是词牌名，那么“村居”呢?——是这首词的真正的



题目。所以在书写课题的时候中间空一格或者用间隔号，朗
读的时候要注意词牌名和题目中间要略有停顿。一起再读课
题。

1、辛弃疾笔下的“村居”是怎样的情景呢?请大家拿起课文，
放开声音来读读这首词，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它读正确，
读流利。

2、学生自由朗读课文。

预设：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这首词的最后一句中，有一个多音
字——剥bao、bo(板书)

谁来读一读这个“剥”字?请把这个词放到句子中读一读。这
里的“剥”是指把东西的外壳或皮去掉。那么，把香蕉的皮
去掉叫——把花生的皮去掉叫——把莲蓬的皮去掉叫——。
一起再读这个句子。

注意：“莲蓬”的“蓬”。

还有一个生字，谁来读一读——媪。连着前面的`“翁”一起
读。请你领着大家读一读。

4、注意了这些字音，谁来把这首词连起来读一读。这次要求
看着屏幕读。(屏幕出示)

5、指名读。教师指导：读通、读正确并不难，但是，同学们，
读词跟读诗一样要慢点，如果能稍加停顿，那就能读出节奏
来，读出味道来了，比如说吧，“茅檐/低小”，哪里停顿了，
注意“檐”字的声音——稍微的延长，这就叫绵音，读诗词
就要这样读得停而不断。来，在位置上自己再练一练。大家
一起读。

6、读着，读着，你有没有发现除了题目外，诗和词还有什么



不同之处?为了便于比较，我把这首词，变了个样。(屏幕出
示)白发谁家翁媪和大儿锄豆溪东之间有一空行，说明它有两
个部分，前一部分，词中叫上片，后一部分叫下片，朗读时
两片之间的停顿要长一点。诗的每句话对仗都很工整，字数
一样，而词的每句话字数可以不一样。因此，词还有一个小
名叫长短句。

7、分男女同学读，女同学读上片，男同学读下片。

(一)想象画面，把握词意。

2、交流、反馈。

3、随机朗读、理解。(理解：吴音，他们是用什么语言聊天
的)

4、连起来说说，你看到了什么?

5、同学们，你们都看到了，这首诗的意思就明白了。咱们把
自己的感觉、体会放到诗当中去，我们再来读一读这首词。

(二)品读词句，进入词境。

1、我们通过想象，基本读懂了这首词的意思。但是，还不够。
有人说，一首好词就好像一壶好茶，越读越品就越觉得香气
萦绕，韵味深长。所以，我们读词就要读到词人的内心深处
去。那就让我们一起细细品味吧。来，再读课题。——清平
乐村居。

2、村居的“景”是怎样的?——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

读着这句词，你看到了哪些景物?首先看到的是——低小的茅
檐。你还看到了什么?——青青草。读着“青草”我们就想到
绿色的小草，那么读着“青青草”你仿佛看到了什么?你看，



多一个字我们的理解就更丰富了。谁来读读第一句。评价：
你的朗读让我们看到了这如茵的绿草。

同学们，你们还看到了一条怎样的小溪?——联系最后一句话，
你看到了一条怎样的小溪?是啊，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
花别样红，一阵清风吹来还让人闻到一股——清香。

是啊，多美的画面啊，那蓝蓝的天，白白的云，淙淙的水，
青青的草。我们一起读。

预设一、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

谁来读读这句词?说说看，你为什么最喜欢小儿?那就把你的
喜欢之情读出来。

这句话中的“亡赖”在生活中听说过吗?那么在这句话里，你
觉得“无赖”是这个意思吗?请你们再去读读这句话，你觉得
哪个字写出了小儿的“无赖”呢?——卧。

请你们看屏幕，看看他的小脚丫在干什么?再想象一下，小儿
剥莲蓬时的表情?脸上笑嘻嘻的，也许嘴里还嘀咕着什么?嘀
咕着什么呢?看着他的晃动的小脚丫，看着他剥莲蓬的模样，
送他一个成语?小儿真是——(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无忧无
虑)。是啊，想怎么卧就怎么卧，想怎么剥就怎么剥。可见，
此小儿真乃——无赖。是啊，多么活泼、可爱、顽皮的小儿，
谁能把小孩子卧剥莲蓬的童趣读出来。注意表情笑着读。

预设二、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

小儿是那么调皮可爱，那么他的两个哥哥呢?谁来读一读。大
儿子是那么勤劳、二儿子那么懂事、心灵手巧。

预设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除了这三个儿子，还有哪两个人让你们觉得很美?老爷爷、老
奶奶。也就是满头白发的老年夫妻。

为什么老两口让你们觉得很美，你看都满头白发了，也许牙
齿都掉光了，还美?美在何处——(老爷爷、老奶奶年纪都这
么大了，但他们还互相逗趣、说笑，就像年轻人一样)，用书
上词说——相媚好。好一个相媚好，年纪都这么大了好这么
相亲相爱的，是不是，有些惊讶，来，把你的理解送到句子
中，读。——教师指导读，不仅你惊讶，辛弃疾也很惊讶，
你看他都禁不住走进茅屋去问了。哪个词在问?(谁家)白发谁
家翁媪?注意这个“谁家”，读出问的语气。

是啊，年纪都这么大了，还这么恩恩爱爱，亲密无间。真是
人老心不老哦。一起读这句词。

两位老人就这么坐着，笑着，聊着，心里那个美哟，你瞧，
老两口几杯酒下了肚，话就多了起来，老爷爷望了望老奶奶，
捋着胡子笑着说：老伴呀，;听着老爷爷的话，老奶奶也乐得
笑开了花，说：老头子呀，(屏幕出示)。自己在座位上说说。

教师引导：同学们，老两口那个高兴呀，老爷爷笑着说：想
当初咱们认识的时候，往事——历历在目，一晃就是——几
十年了，现在咱们老了，虽然老了，可是孩子们却让我
们——放心那，高兴那。正应了那句恩恩爱爱，白头偕老。
带着这样的感受，一起再读这句话。

(三)提炼词眼，沉醉词境。

1、哎，这里的“醉”仅仅是指老两口喝醉了吗?——他们都
陶醉了。

2、是啊，陶醉了。可是读书要联系上下文，从词的上片那
句“茅檐低小”，你读出了什么?——他们家生活条件并不好，
很贫困。是啊，生活并不富裕，可为什么老两口还那么乐乎



乎的，还陶醉了呢?老两口到底“醉”在哪儿——请把你的想
法简要地写在纸上。

3、是啊，生活贫困不算什么，重要的是心里的快乐、幸福，
心里有多美，日子就有多美。怪不得，老两口都陶醉了，陶
醉的只是老爷爷、老奶奶一家人吗?陶醉的还有谁?——作者。
是啊，诗人辛弃疾，也深深地陶醉了，来，我们读出诗人那
醉醉的感觉来。读“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读
这首词的时候，还有谁陶醉了?——我们。来，让我们一起陶
醉在村居的情景中。

4、配乐朗读整首词。

5、同学们，读到这里，你们觉得这是一个怎样的村居生活?

1、同学们，一份温馨和谐、自在的乡村生活为什么让词人那
么向往，那么沉醉呢?(板书：心醉田园);他在陶醉之余又会
想些什么呢?老师相信读了这段文字，你会有深刻的感悟：

辛弃疾是南宋爱国词派的领袖和旗帜。他出生于被金人侵占
的北方，亲眼目睹了汉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他渴望收复
失地，渴望让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所以一生都在为抗
金而不懈努力。42岁时遭受投降派的打击，被贬到远离战火
的江西农村，一住就是。壮志难酬、报国无路是悲愤的，但
他仍不忘收复中原的大业。

3、同学们，你们都说出了辛弃疾当时的心声。那就让我们把
这份心声融入我们的笔尖,把这首词端正美观地书写在字帖上。

村居教学设计教材分析篇三

让学生需要我，让学生可以离开我。

1.诵读一首词：了解“词”这一文学样式，按节奏韵律诵读。



2.想象一幅画：结合词意，展开想象，丰富意境。

3.走近一个人：尝试评注，拓展阅读，了解词人，体悟情感。

六年级

(一)初知为基，正确诵读

1.师生对话，随机渗透“词”的相关讯息。

2.质疑解惑，初知此词大意。

3.练习诵读这首词。

(二)想象画面，感悟意境

1.选择一个角度，想象画面。

2.分享交流各自的`想象。

3.感悟意境，再次诵读。

(三)尝试评注，体悟情感

1.引导学生尝试评注。

2.拓展阅读学者的评注。

3.交流评注：

(1)说说自己与学者英雄所见略同之处。

(2)说说学者没有关注的，而你有感觉的地方。

(3)说说你没有想到的，而学者关注到的地方。



4.结合评注，引导学生关注“醉”这个字，结合词人经历深
入理解这个“醉”幷有感情诵读。

(四)回望课堂，延展课外

让学生自己给自己留下作业。

村居教学设计教材分析篇四

1、学习生字新词，理解“相媚好、无赖、卧剥”，借助画面
与注释，了解词的大意。

2、了解词的一般特征。

3、在多层次的诵读、想象、拓展中，感受乡村生活的和谐美
好，体悟词人对这种安宁生活的向往。

一、古诗导入，初识宋词。

1、知道今天我们学什么吗？（请一生回答）它是一首——词
（学生接着说）。是的，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诗词”
国度，唐诗宋词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瑰宝。相信同学们平时一
定积累了不少古诗词，老师想考考大家，老师说前半句，你
们一起说出下半句。

2、屏幕出示：教师提供前半句，让学生接着说。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稻花香里说丰
年，——听取蛙声一片。把这些诗词连起来读一遍。

3、这都是描写农村生活的诗词。古往今来，许许多多的文人
墨客驻足于农村，寄情于田园，用诗词表达自己对农村那份
浓浓的情感。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首描写农村生活的词。板
书：清平乐村居。“乐”这个字读yue，一起读课题。



4、清平乐，是词牌名。什么是词牌名呢？出示小资料：清平
乐，词牌名。中国古代，诗人写成了一首词，按一定的旋律
来吟唱，这旋律的名称，就是词牌名，它表示的是一种曲调，
一种节奏。

清平乐，是词牌名，那么“村居”呢？——是这首词的真正
的题目。所以在书写课题的时候中间空一格或者用间隔号，
朗读的时候要注意词牌名和题目中间要略有停顿。一起再读
课题。

二、自主初读，感知词韵。

1、辛弃疾笔下的“村居”是怎样的情景呢？请大家拿起课文，
放开声音来读读这首词，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它读正确，
读流利。

2、学生自由朗读课文。

预设：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这首词的最后一句中，有一个多音
字——剥bao、bo（板书）

谁来读一读这个“剥”字？请把这个词放到句子中读一读。
这里的“剥”是指把东西的外壳或皮去掉。那么，把香蕉的
皮去掉叫——把花生的皮去掉叫——把莲蓬的皮去掉叫——。
一起再读这个句子。

注意：“莲蓬”的“蓬”。

还有一个生字，谁来读一读——媪。连着前面的“翁”一起
读。请你领着大家读一读。

4、注意了这些字音，谁来把这首词连起来读一读。这次要求
看着屏幕读。（屏幕出示）



5、指名读。教师指导：读通、读正确并不难，但是，同学们，
读词跟读诗一样要慢点，如果能稍加停顿，那就能读出节奏
来，读出味道来了，比如说吧， “茅檐/低小”，哪里停顿
了，注意“檐”字的声音——稍微的延长，这就叫绵音，读
诗词就要这样读得停而不断。来，在位置上自己再练一练。
大家一起读。

6、读着，读着，你有没有发现除了题目外，诗和词还有什么
不同之处？为了便于比较，我把这首词，变了个样。（屏幕
出示）白发谁家翁媪和大儿锄豆溪东之间有一空行，说明它
有两个部分，前一部分，词中叫上片，后一部分叫下片，朗
读时两片之间的停顿要长一点。诗的每句话对仗都很工整，
字数一样，而词的每句话字数可以不一样。因此，词还有一
个小名叫长短句。

7、分男女同学读，女同学读上片，男同学读下片。

三、品读赏析，感悟词境。

（一）想象画面，把握词意。

2、交流、反馈。

3、随机朗读、理解。（理解：吴音，他们是用什么语言聊天
的）

4、连起来说说，你看到了什么？

5、同学们，你们都看到了，这首诗的意思就明白了。咱们把
自己的感觉、体会放到诗当中去，我们再来读一读这首词。

（二）品读词句，进入词境。

1、我们通过想象，基本读懂了这首词的意思。但是，还不够。



有人说，一首好词就好像一壶好茶，越读越品就越觉得香气
萦绕，韵味深长。所以，我们读词就要读到词人的内心深处
去。那就让我们一起细细品味吧。来，再读课题。——清平
乐村居。

2、村居的“景”是怎样的？——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

读着这句词，你看到了哪些景物？首先看到的是——低小的
茅檐。你还看到了什么？——青青草。读着“青草”我们就
想到绿色的小草，那么读着“青青草”你仿佛看到了什么？
你看，多一个字我们的理解就更丰富了。谁来读读第一句。
评价：你的朗读让我们看到了这如茵的绿草。

同学们，你们还看到了一条怎样的小溪？——联系最后一句
话，你看到了一条怎样的小溪？是啊，接天莲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一阵清风吹来还让人闻到一股——清香。

是啊，多美的画面啊，那蓝蓝的天，白白的云，淙淙的水，
青青的草。我们一起读。

预设一、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

谁来读读这句词？说说看，你为什么最喜欢小儿？那就把你
的喜欢之情读出来。

这句话中的“亡赖”在生活中听说过吗？那么在这句话里，
你觉得“无赖”是这个意思吗？请你们再去读读这句话，你
觉得哪个字写出了小儿的“无赖”呢？——卧。

请你们看屏幕，看看他的小脚丫在干什么？再想象一下，小
儿剥莲蓬时的表情？脸上笑嘻嘻的，也许嘴里还嘀咕着什么？
嘀咕着什么呢？看着他的晃动的小脚丫，看着他剥莲蓬的模
样，送他一个成语？小儿真是——（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无忧无虑）。是啊，想怎么卧就怎么卧，想怎么剥就怎么剥。



可见，此小儿真乃——无赖。是啊，多么活泼、可爱、顽皮
的小儿，谁能把小孩子卧剥莲蓬的童趣读出来。注意表情笑
着读。

预设二、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

小儿是那么调皮可爱，那么他的两个哥哥呢？谁来读一读。
大儿子是那么勤劳、二儿子那么懂事、心灵手巧。

预设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除了这三个儿子，还有哪两个人让你们觉得很美？老爷爷、
老奶奶。也就是满头白发的老年夫妻。

为什么老两口让你们觉得很美，你看都满头白发了，也许牙
齿都掉光了，还美？美在何处——（老爷爷、老奶奶年纪都
这么大了，但他们还互相逗趣、说笑，就像年轻人一样），
用书上词说——相媚好。好一个相媚好，年纪都这么大了好
这么相亲相爱的，是不是，有些惊讶，来，把你的理解送到
句子中，读。——教师指导读，不仅你惊讶，辛弃疾也很惊
讶，你看他都禁不住走进茅屋去问了。哪个词在问？（谁家）
白发谁家翁媪？注意这个“谁家”，读出问的语气。

是啊，年纪都这么大了，还这么恩恩爱爱，亲密无间。真是
人老心不老哦。一起读这句词。

两位老人就这么坐着，笑着，聊着，心里那个美哟，你瞧，
老两口几杯酒下了肚，话就多了起来，老爷爷望了望老奶奶，
捋着胡子笑着说：老伴呀，；听着老爷爷的话，老奶奶也乐
得笑开了花，说：老头子呀，（屏幕出示）。自己在座位上
说说。

教师引导：同学们，老两口那个高兴呀，老爷爷笑着说：想
当初咱们认识的时候，往事——历历在目，一晃就是——几



十年了，现在咱们老了，虽然老了，可是孩子们却让我
们——放心那，高兴那。正应了那句恩恩爱爱，白头偕老。
带着这样的感受，一起再读这句话。

（三）提炼词眼，沉醉词境。

1、哎，这里的“醉”仅仅是指老两口喝醉了吗？——他们都
陶醉了。

2、是啊，陶醉了。可是读书要联系上下文，从词的上片那
句“茅檐低小”，你读出了什么？——他们家生活条件并不
好，很贫困。是啊，生活并不富裕，可为什么老两口还那么
乐乎乎的，还陶醉了呢？老两口到底“醉”在哪儿——请把
你的想法简要地写在纸上。

3、是啊，生活贫困不算什么，重要的是心里的快乐、幸福，
心里有多美，日子就有多美。怪不得，老两口都陶醉了，陶
醉的只是老爷爷、老奶奶一家人吗？陶醉的还有谁？——作
者。是啊，诗人辛弃疾，也深深地陶醉了，来，我们读出诗
人那醉醉的感觉来。读“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读这首词的时候，还有谁陶醉了？——我们。来，让我们一
起陶醉在村居的情景中。

4、配乐朗读整首词。

5、同学们，读到这里，你们觉得这是一个怎样的村居生活？

四、拓展背景，体验词情。

1、同学们，一份温馨和谐、自在的乡村生活为什么让词人那
么向往，那么沉醉呢？（板书：心醉田园）；他在陶醉之余
又会想些什么呢？老师相信读了这段文字，你会有深刻的感
悟：



辛弃疾是南宋爱国词派的领袖和旗帜。他出生于被金人侵占
的北方，亲眼目睹了汉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他渴望收复
失地，渴望让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所以一生都在为抗
金而不懈努力。42岁时遭受投降派的打击，被贬到远离战火
的江西农村，一住就是18年。壮志难酬、报国无路是悲愤的，
但他仍不忘收复中原的大业。

3、同学们，你们都说出了辛弃疾当时的心声。那就让我们把
这份心声融入我们的笔尖,把这首词端正美观地书写在字帖上。

板书设计： 清平乐·村居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
蓬。

村居教学设计教材分析篇五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初步了解词的有关知识，激发学生对词这一传统文化的热
爱之情。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理解词的意思，感受田园生活的意境。

体会诗人的思想感情。

1、同学们，中华民族历来被称为“诗词国度”。唐诗宋词是
我国古典文化中的瑰宝。对于古诗我们已经不陌生，今天我
们到文化的长河中采撷另一颗璀璨的珍珠“词”。有人说每
首宋词都仿佛是一副绚丽多彩的画，一曲委宛动听的歌。一



段绵长不绝的情。

2、出示〈破阵子 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引导学生观察
题目与以前学的古诗有什么不同。讲解词的有关知识。

2、放音乐，体会破阵子所表现的气魄。

1、放音乐，学生区别与前一首的不同。

2、出示“清平乐 村居”引导读题，并谈谈看到“村居”二
字会想到什么。

3、引入新课：我们看看辛弃疾笔下的.村居生活是什么样的。

1、自由读文。

2、指名读。

3、男女生分上、下阙对读。

4、配乐读。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仿佛看到了什么？青青草和青
草有什么不同，怎样读出这样的感觉？把美好的感觉送到里
面读一读。

在静静的溪流声中让我们在一起读词，感受村居生活的美好。

1、抓词眼，品味“相媚好”和“醉”

师：这里有如画的风景，有劳作的美好，有晚情的温馨，读
着读着就产生了感慨，我们给这幅画送一个字，所有的景物
都汇成了诗中的一个字（醉），我们都醉了，难怪辛弃疾会
醉，在沉醉中，在陶醉中他又听到了什么呢“醉里吴音相媚
好”，谁在说话呢，说些什么，相媚好是什么意思？翁会对



媪说些什么，媪又会对翁说些什么呢，这么大年龄了还亲亲
热热的，难怪辛弃疾忍不住问了，白发谁家翁媪，这是谁家
的老公公老婆婆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看着他们如此的
恩爱，诗人感动了，于是更加的陶醉了。让我们带着这样的
感觉来读这句话。

2、研读描写三个孩子的话语。

师：老公公、老婆婆可没光顾着夸对方，他们还看到了三个
儿子呢。说不定他们此时正在夸赞三个儿子呢。大儿子正在
干什么呢，书上是怎么说的，我们想象一下大儿子在怎样锄
地，一边锄一边在想什么？多么懂事的大儿子呀，锄禾日当
午，汗滴禾下土，有如此勤劳的大儿子，难怪夫妇俩会那么
开心呢！

除了一个勤劳的大儿子还有一个正在编鸡笼的二儿子呀，书
中怎么写的，谁来读读，你看他编得（专心致志、聚精会
神）。他一边编鸡笼肯定一边在想，我要多编几个，拿到集
市多卖几个钱，让父母高兴。多么孝顺的孩子，老两口更高
兴了。他们不止陶醉在美景中，陶醉在相媚好的恩爱中，更
是陶醉在孩子们的表现中。俗话说的好呀“皇帝重长子，百
姓爱小儿。”小儿在哪儿呢？一起读，“最喜小儿无赖，溪
头卧剥莲蓬。”以前见过“无赖”这个词吗？是什么意思，
在这里表示什么？小儿子是怎么剥莲蓬呢？“卧”是怎样的
动作，还可以换成什么？送进去读一读，想怎么卧就怎么卧，
想怎么剥，就怎么剥，真乃无赖也。我们送他一个词语，送
他一个成语。（自由自在，无忧无虑、无拘无束）一起读出
小儿的无赖。难怪会最喜呦，不但夫妇俩最喜，辛弃疾也是
最喜呀，这最中可有醉呀。

这是怎样的一幅村居画面呀，诗人此时已经完全被陶醉了，
忍不住走上前去“老公公，老婆，你们住在这么低矮、破旧
的茅草屋里，怎么还会这么快乐呀？”是呀，心安茅屋稳，
家贫菜根香呀！一家人和和美美就是最大的幸福呀！看着这



温馨、和谐的村居生活，诗人陶醉了。此时他醉在田园。陶
醉的同时他又想到了些什么呢？我们来看辛弃疾的一些情况。
学生理解诗人的感受，希望所有人都能安居乐业。当他征战
沙场，他醉渴望的是什么？醉里挑灯看剑，当身在田园，醉
里吴音相媚好，同是醉里，虽然所处地点不同，但是所想的
是相同的，那就是国泰民安，人民安居乐业。

师：让我们怀揣这份美好的情感再次走进这首词，走进辛弃
疾的内心世界。听着同学们用心的朗读，老师仿佛感到和谐
的村居生活就像文章中的小溪一样在我们心中流淌，流淌、
流淌…、、永远地流淌。

村居的和谐与美好深深地印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想把它变
成我们笔下的作品？我们可以根据词的下阕描绘的景象，编
成一个小故事，也可以拿起画笔画下这美好的村居生活。

村居教学设计教材分析篇六

生活清寒贫苦，贫穷而廉洁守节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

方志敏一直过着洁白朴素的生活，但是精神却是"富有"的

清苦贫穷但是内心平静

部编版四语下册《清平乐.村居》教案及反思

教学内容：教科书p2~3内容第一课

教学目标：

1、了解诗和词的区别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诵读古诗词、背诵古诗词

3、体会古诗词中表达的美好情感

教学重点：了解古诗词大意、体会诗的意境。

教学难点：体会词人笔下的“醉”和“喜”，激发学生对田
园生活的喜爱，以及对大自然的赞美之情。

教学过程：

一、开门见山，导入新课

1、同学们，开始上课了，前面我们运用了抓关键词的方法学
习了古诗 四时田园杂兴（其二十五）和《投宿在新市徐公的
客店》，那么，今天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学习一首词。这首词
可是最会打仗的秀才将军辛弃疾写的哦！

二、了解作者（观看短片）

为什么辛弃疾会被称为最会打仗的秀才将军呢？下面，我们
一起来看视频介绍。

三、学习《清平乐.村居》

（一）区分诗和词的不同。看，这就是词中之龙的秀才将军
辛弃疾。他和著名的苏轼诗人并称“苏辛”，可见他的词得
到了世人高度赞誉，《清平乐.村居》就是流传极广风格清新
的代表作。这词和诗，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请同学一起小声
诵读，认真观察吧！

a、题目不同：（词有两部分组成）

b、字数不同：每一句的字数不一样



c、格式不同

d、分上阙、下阙

1、观看视频学习

总结：a、词也是押韵的（上阙押ao，下阙押ong、eng）

b、清平乐是词牌名，村居是题目

2、理解重点词语（剥莲蓬、亡读wu）,请同学们大声齐读下面
词语：

3、请同学们听范读，注意节奏和停顿。（同学们，让我们一
起走进这美好的春居图吧！请听范读，看看谁能听出这首词
的节奏来）

（二）学习上阙：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
白发翁媪？

1、请同学们抓关键词找出描写的景物、人物？（茅檐、溪上、
吴音、翁媪）

2、醉是什么意思？（a、陶醉了b、喝着小酒，微微醉了）

3、醉在哪里呢？（a、醉在好听的吴地方言，b、醉在“相媚好”
的.语言中）到底是不是呢？4、让我们听听吴地的方言吧！
完成下面练习、展开你丰富的想象：

答案

（三）、学习下阙：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
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1、抓关键词学习

动词特点：锄、织、剥可以看出大儿：勤劳能干，中儿：心
灵手巧，小儿：淘气可爱（同学们真棒，相信大家已经能把
古诗背下来了吧）

2、不同形式朗读（学生齐读，个别读、小组读）

四、小结

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了辛弃疾的词《清平乐.村居》，大家
也知道了诗和词的区别，接下来请同学们一齐背诵这首词吧！

五、作业布置

1、背诵词

2、完成练习题

六、教学反思：

读得“自然”。诵读的自然在于各个学习时段安排不同形式
的读，读出质量。悟得“自然”。联系旧知讲求自然，让学
生在学习中自然地想起学过的诗句，在自然而然中享受知识
的魅力和学习的快乐。

附课后练习题

同学们，今天我们学完了第一课古诗，除了写好生字词，背
诵课文等，接下来就是巩固练习了。下面的这套练习题不错
哦！可以叫爸爸妈妈打印出来的，赶紧拿起笔吧！

附练习题答案

同学们写好后就可以对对答案，也可以自打打分，看看自己



对课文掌握了多少了。分数不理想的同学也不要气馁，继续
加油！分数优秀的同学也不能骄傲哦！再接再厉继续完成后
面的学习任务。

村居教学设计教材分析篇七

教学要求：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和背诵课文。

2、借助朗读、想象、表演感悟词中田园生活的意境，使学生
从中受到美的熏陶

3、理解这首词的意思，想象这首词所描绘的情景，并在说的
基础上写下来。

重点难点：

1、给画配文感悟词中田园生活的意境。

2、给词配乐吟诵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教学时间：

一教时。

教学步骤：

一、原型启发,感知词文。

1．同学们，画是一种含蓄深刻的语言，它能把人引入心驰神
往的境界。

2．请同学们看看这幅图上画的内容，如果请你给这幅起个名
字，你打算起什么？



3．这幅画是根据宋代诗人辛弃疾的词《清平乐.村居》画的。
辛弃疾是我国宋代著名的爱国诗人，一生主张北伐抗金，可
惜受到反对派的排斥，得不到朝庭重用，晚年隐居在江西信州
（今天的江西上饶地区），在这期间他写了许多恬静安逸的
田园的诗词，我们今天学的这首词就是哪时候写的。“清平
乐”是词牌名，“村居”是这首词的真正题目，通过刚才的
看图，你知道“村居”是什么意思吗？（那么，这首词又是
讲述的什么呢？）

4．请同学们打开书，自由练读课文，特别注意生字的读音，
要求是读准字音，通顺课文。在不理解的地方做个小记号。

5．学生练读。

6．检查学生自读情况，指名读，男女生赛读，齐读。

（老师要郑重纠正刚才的错误：我们班中男同学和女同学一
样棒。）

二、分组互动，自悟词意。

1．刚才读诗的过程中同学们有没有发现自己不懂的地方？

2．我们先在小组中交流一下自己不懂的地方，然后每小组派
一名代表说说小组中大家都不懂的地方。（老师把学生说的
打在大屏幕上。）

3．出现了这么多疑难之处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学生回答，）
这么多解决问题的途径，同学们真是会学习。

4．为了帮助同学们理解词义，老师根据这首词画了几幅连环
画。请同学认真看，可能会对大家理解词有所帮助。（出示
图并范读）



5．看了这几幅图，同学们可能理解了这儿其中的几个词语，
可能有几个还不够理解，

6、下面就请同学们通过你喜欢的途径进行合作探究，来证实
一下自己的理解，来探讨一下自己还不理解的地方。可以查
字典，可以找资料，可以相互讨论，也可以向后面的老师请
教。

7．你又理解了什么？是什么意思？怎么理解的?

8．词语都理解了，请同学们连起来说说整首词是什么意思。
（说得非常通顺连贯，老师相信你能读得和说的一样好。）

（太美了，他的`朗读仿佛让老师和同学们亲眼目睹了那充满
情趣的乡村田园生活）

三、朗读成颂，领会诗情。

1．请同学再看看图，再读读词，你感觉到词中、画中哪几处
最有情趣呢？

2．指名学生说，并讲为什么。你能用朗读把词中的情趣表现
出来吗？

3．老师也感觉到“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一句最
有情趣，两位老人会聊些什么呢？先展开想象，然后小组内
讨论一下，等一会请同学上台表演。

4．指名学生表演，其它同学补充，并随机板书。

（乡村的田园生活是那么的恬静、那么的安逸，难怪辛弃疾
充满了向往，我们就用连环画的形式把它再现出来吧！）

四、再现诗境，启发吟唱。



1、请同学们把连环画拿出来，根据你对词的理解、对词中田
园生活情趣的感悟和看图后的想象，给连环画配上文字说明。
每组可以合成一本完整的连环画，看看那一组完成得又快又
好，写好了到老师这儿来加上封面。

2．请最快的一组同学上来展示你们的作品，其它同学可以补
充。

3．一幅幅精彩的画面，一段段生动的语言，老师忍不住想放
声高歌。因为在古代每首词都有固定的曲调，都可以用来吟
唱，可惜许多曲子都失传了，老师把这首词填进了一首熟悉
的曲子，同学们想不想听听。

4．还想不想听，老师再换一个曲子来唱。这首曲子同学们可
能比较熟悉，如果你想唱可以跟老师一起唱。

5．这么多同学想唱，那就把这首词填进你熟悉的歌曲中唱一
唱吧。

6．谁来来唱给大家听一听。

7．同学们，宋词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中一颗闪亮的明珠，一
朵艳丽的奇葩，每首宋词都仿佛是一副绚丽多彩的画，一曲
委宛动听的歌。一段绵长不绝的情。相信同学们通过今天的
学习，今后一定会在宋诗中尽情遨游,来感受我国古代文学的
艺术魅力。（下课）

家作：回家把这首词唱给爸爸、妈妈听。

板书：

村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