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语文教案(通用5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那么我们该如何
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
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小学语文教案篇一

【案例题旨】

《再别康桥》是20世纪中国最出色的一首别离诗，它犹如一
首轻柔优美的小夜曲，诗人的自由天性、潇洒飘逸的风格与
康桥宁静优美的自然风景融会成了别具一格诗境之美。一直
吸引着无数的读者，让人感慨，引人沉思。本案例研究的主
要问题有：

1.教学条件下的诗词教学应该让学生得到什么?如何得到?

3.如何让学生有效地学习知识?

【案例背景】

本单元的学习重点是：运用诗歌的意象和象征这一鉴赏诗歌
的入门方法，研究、探讨现代诗歌，体会诗歌的意境之美。
本课学习目标则定为：1感知《再别康桥》的诗意美，音乐美，
建筑美，绘画美。2学会新诗的鉴赏方法。a通过教师的指导朗
读学会欣赏诗歌的音乐美。b通过教师的指导赏析，学会从诗
歌的意象入手赏析诗歌。

优秀文学作品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宝贵结晶。文学欣赏活动是
欣赏主客体相互呼唤、适应、契合的结果，一方面欣赏主体
有某种精神需求，另一方面欣赏客体对主体具有吸引力。教



学条件下的文学欣赏活动有其特殊性，首先是要认识学习者
已有的学习基础及知识背景。高二学生已具备相当的鉴赏能
力。读解文本的“语表层”几无困难。但正是由于对内容
的“粗知”，而容易使他们产生满足感，失去进一步鉴赏的
兴趣与动力。因此教学设计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强化并保持
学生对鉴赏活动的需求。教学策略之一是使教学内容“陌生
化”，即拉开学生与文本的距离，让学生产生少知感甚至未
知感，生疑生惑，从而，让距离去调动学生。让学生在鉴赏
过程中不断探究并发现文本的魅力。

据此，本案例设计以学生的自我鉴赏为起点，由浅入深，从
易到难组织教学内容。以诵读为主，以课件贯穿始终，集音
乐、画面、相片、朗诵等视听手段为一体，充分感受诗歌的
优美境界。让学生自主探索理解文本意义，建构知识，最终
实现提高鉴赏能力并获得整体发展的目的。课时目标、内容
如下：

一课时，以诵读领起，以课件贯穿始终，集音乐、画面、相
片、朗诵等视听手段为一体，充分感受诗歌的优美境界。教
会学生诗歌鉴赏方法，通过对意象、意境的具体分析来帮助
学生解读作品。

【案例实录】

导入新课后，欣赏配乐朗读《再别康桥》，在此基础上提问：
《再别康桥》在你的心里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它美在哪里?
学生展开讨论，教师引导学生鉴赏诗歌的情感美、意境美、
语言美。

片段一：

生：徐志摩笔下的离别像暮春里牧童的笛声，既让人欣喜又
让人伤感。



师：能结合诗歌具体谈谈么?

生：诗歌的感情从惆怅到热烈，在第五节达到高潮，在第六
节陡然低落，沉浸于寂然，只能带着无限的怅惘离去。这种
感情的变化正是基于对康桥的不可遏制的爱，这种爱让人欢
喜让人忧。

片段二：

师：这种感情是直接表达出来的吗?

生(1)：不是。

生(2)：感情是蕴含在景物描写之中的。

师：对，这些景物就是意象，是融入了诗人主观情意的客观
物象。

生(3)：这些意象都是柔美而抒情的事物，浸透了作者对康河
的永久的恋情。他甚至想永远留在这里。“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全诗通过这些意象构筑了梦幻般的氛围，
如一首小夜曲，让人如痴如醉。

师：意象的组合就是意境，请大家用散文诗般的语言描述诗
歌的意境。体会诗歌情感。

气氛非常活跃，想象异常丰富，大家沉浸在创造的欢乐和对
意境的描述所产生的愉悦中。

这节课结束了，但学生们似乎还沉浸在诗歌优美的意境之中，
诗歌像抛向湖面的石子，在每个学生的心中激起了圈圈涟漪。
那纯美而又忧伤的旋律与情感感染了每一个人。

【案例后记】



《再别康桥》是说不尽的，尽管在短短的一节课中，学生领
略了这一艺术精品的风采，但认识的只是冰山一角。案例的
操作必须紧扣教学目标，突出教学主线，努力“删繁就简，
避熟就新”，带着教材走向学生，使学生学得乐，学得深。
要激发、调动学生思考，关键是要将一定的学习目标转化为
问题，通过创设合理的“问题情境”将主体鉴赏活动始终置于
“最近发展区”，以最终实现有所发现的预期结果。在动态
的多变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还要重视对学生思维行为的引导、
点拨，进行有效的课堂调控，使鉴赏活动始终围绕一定的目
标展开，通过“追问”实现“有效学习”是十分关键的。案
例的有效实施，需要教师具有全新的理念，得当的方法和机
敏的应变能力。

【案例分析】

本案例力图体现“重在自主，重在发现，重在探究”的教学
理念。

首先，学生的鉴赏活动贯穿教学的始终，无论是对文本意义
的读解，还是对意境的感悟，都不是(或很少是)由教师传递、
告知的，而是由主体通过探究而发现的，在课堂上，鉴赏主
体拥有比较充分的鉴赏权、思考权、发言权，这就为主
体“发现”提供了保证，学生不再是名义上的、形式上的主
体，而是实质性主体----成为学习过程的真正主人。

其次，教学条件下的鉴赏活动，教师的作用主要是策动并促
成主体鉴赏。案例中教师始终做到：既不将知识和盘托出、
全盘授予，也没有简单地设置学习目标或用指令性任务去驱
动学生鉴赏，而是努力将一定的教学内容问题化，用问题驱
动学生进行鉴赏实践。以对问题的探究----展开问题或解决
问题为途径，从而实现了一定的教学目标。在主体活动过程
中，教者以调整难度，提供支持，激励疏导等方式给活动以
切实的帮助，这种帮助正如不断地向燃煤鼓风输氧，使煤得
以充分燃烧。这样的教学过程使主体情知互补，心智并进，



思维、语言、情意、品质得到同步协调发展，为主体的全面
发展奠定了基础。

本案例中“意象与意境”这一文学知识，教师不是用定论的
方式传授，而是引导学生通过分析感悟自己去发现知识。这
样，学生获得的不仅是某一知识结论，同时经历了知识的生
成过程，切合了“要让学生感受、理解知识产生和发展的过
程”这一时代要求。与单向且被动参与教学过程相比，这种
知识获取过程具有明显的优势：它使学习者形成对知识的深
刻理解，它决不是一知半解的，更无需死记硬背，因而是一种
“优质”的知识;学习者亲历知识的发生、创造过程，由此形
成并拥有的知识具有极高的迁移价值，因而是一种“活化”
的知识;另外，学习者在获取“意象与意境”这一知识的过程
中，经历了类似于科学发现的某些思考、分析、概括的过程，
而这些方式是解决各种问题以及将来从事探究工作所必需的，
因而还是一种极具可持续发展意义的“长效”的知识。

在用自己的语言描述诗歌的意境这一环节时，学生参与意识
积极而强烈，思维活动敏捷而深刻，优美而丰富的语言更是
令人赞叹。这一切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学生有思想的欲望
并且能够思考，善于思考。他们的头脑不是一个等待灌装的
容器，而是等待点燃的火把。从案例中，似乎还可以看
到“燃烧”的实现，这是教师运用开放式的问题，开放式的
点拨，以至开放式的评价的结果。开放，使学生拥有一个选
择的空间，因而才有一份主动，一份生动。

雕塑大师罗丹说：生活中不时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语文
教学亦是如此。

拓展阅读：课文赏析

这首《再别康桥》全诗共七节，每节四行，每行两顿或三顿，
不拘一格而又法度严谨，韵式上严守二、四押韵，抑扬顿挫，
朗朗上口。这优美的节奏象涟漪般荡漾开来，既是虔诚的学



子寻梦的跫音，又契合著诗人感情的潮起潮落，有一种独特
的审美快感。七节诗错落有致地排列，韵律在其中徐行缓步
地铺展，颇有些“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诗人气度。可以
说，正体现了徐志摩的诗美主张。

《再别康桥》是一首写景的抒情诗，其抒发的情感有三：留
恋之情，惜别之情和理想幻灭后的感伤之情。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
天的云彩。”这节诗可用几句话来概括：舒缓的节奏，轻盈
的动作，缠绵的情意，同时又怀着淡淡的哀愁。最后的“西
天的云彩”，为后面的描写布下了一笔绚丽的色彩，整个景
色都是在夕阳映照下的景物。所以这节诗为整首诗定下了一
个基调。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下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心
头荡漾。”这节诗实写的是康河的美，同时，柳树在古诗
里“柳”——“留”，留别有惜别的含义，它给诗人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多少的牵挂用“在我心头荡漾”，把牵挂表现
得非常形象。他运用的手法是比拟(拟人、拟物)。这节与第
三节诗联系紧密：“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
桥的柔波里，我甘做一条水草。”第三节诗突出了康河的明
静和自由自在的状况，自由、美正是徐志摩所追求的。同时
表现一种爱心，那水草好像在欢迎着诗人的到来。还有，它
并没有完全脱离中国诗词的意境，它和中国的古诗有相同的
地方，就是物我合一。第二节是化客为主，第三节是移主为
客，做到两相交融，物我难忘。这两句诗正好表现出徐志摩
和康桥的密切关系。这就是所谓的：确定了理想，步入了诗
坛，美妙的风光中，抒发自己的情感。三者是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的，通过具体的形象，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第四节是转折点：“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躁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这节诗运用了虚实结
合的手法，“实”是景物的描写，“虚”是象征手法的运用。



一潭水很清澈，霞光倒映下来，“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一片红光，是实写。但是，潭水上漂了很多的水藻，挡住了
一部分霞光，零零碎碎的，有的红，有的绿，好像柔水一般，
非常形象。这个“揉”写的很好，同时也是自己梦想的破灭。
闻一多先生纪念他的长女夭折时写了一首诗，曾用了一个比
喻：“像夏天里的一个梦，像梦里的一声钟。”说明梦境是
美好的，钟声是悠扬的，然而是短暂的，所以彩虹似的梦似
美丽而短暂的。1927年徐志摩的梦想破灭了，又与陆小曼不
和，很消沉。

第五节，“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慢溯，满载一船
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这节诗是徐志摩对往昔生活的
回忆、留恋。他在康桥生活了两年。他那时有自己的理想，
生活是充实的，对明天怀着希望。所以，他用“一船星辉”
来比喻那时的生活，带有象征的意味。

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回到现实仍然是哀伤，所以“悄悄是
离别的笙萧，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这第
六节诗是情感的`高潮，充分表现了徐志摩对康桥的情感，集
中表现了离别的惆怅。这节诗就需要联系别的诗，包括古诗
来理解。“悄悄是离别的笙箫”是暗喻的手法。例如，苏轼的
《前赤壁赋》中描述了萧声是低沉的哀怨的，而笛声是欢悦
的，所以“箫”来比喻“悄悄”来说明诗人的心境，因
此，“悄悄”的动作带有诗人的感情，接着"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诗歌讲究精练，一再重复“沉默”“悄
悄”“轻轻”，是强调重点，并不是浪费语言。

其实“沉默”是人的最深的感情。例如，柳永的《雨霖
铃·寒蝉凄切》中的语句“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再如苏轼的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他回忆
他的妻子王弗死后的十年，回忆他们相见的时候“相顾无言，
唯有泪千行”。“此处无声胜有声”，还有李白的《黄鹤楼
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使用反衬手法，三月春光明媚，白花盛开，可惜好友欲离我



而去。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下两句“孤帆远影
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意在言外，旨在象
内”。“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往往用在评价诗，意思诗不
说愁，却把愁表现得最为恰当，看着朋友走掉，长久孤立的
站着，表现感情的深厚。如王国维说的“一切景语皆情语”，
“写景即抒情”。所以“唯见长江天际流”有很深长的意蕴，
又如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都
是这样的好诗词。说沉默时感情最深，就像生活中的例子，
感情最深的表达时机、船都已走了，但送别的人伫立不动，
若有所思。结合句中“沉默是今晚的康桥”，康桥尚且如此，
诗人何以堪?实际反衬了诗人对康桥的感情非常深厚，因
此，“悄悄”就带着诗人的主观感情了。

第七节：“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云彩”有象征意味，代表彩虹似的梦，
它倒映在水中，但并不带走，因此再别康桥不是和他母校告
别，而是和给他一生带来最大变化的康桥文化的告别，是再
别康桥理想。

《再别康桥》这首诗充分体现了新月诗派的“三美”，即绘
画美、建筑美、音乐美。音乐美是徐志摩最强调的，其中第
一句和最后一句是反复的，加强节奏感，且其中的词是重叠
的，例如“悄悄”、“轻轻”、“沉默”，再者每句诗换韵，
因为感情是变化的，所以不是一韵到底的。再是音尺，“轻
轻的我走了”，三字尺，一字尺，二字尺，符合徐志摩活泼
好动的性格，再是压韵。所谓建筑美，一、三句诗排在前面，
二、四句诗低格排列，空一格错落有致，建筑有变化;再者一
三句短一点，二四句长一点，显出视觉美，音乐是听觉，绘
画是视觉，视觉美与听觉美融通，读起来才会感觉好。再谈
到绘画美即是词美，如“金柳”、“柔波”、“星
辉”、“软泥”、“青荇”这些形象具有色彩，而且有动态
感和柔美感。

这三者结合起来，徐志摩追求“整体当中求变化，参差当中



求异”，显示出新月似的特点和个性，概括为：柔美幽怨的
意境，清新飘逸的风格。

这首诗表现出诗人高度的艺术技巧。诗人将具体景物与想象
糅合在一起构成诗的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巧妙地把气氛、
感情、景象融汇为意境，达到景中有情，情中有景。诗的结
构形式严谨整齐，错落有致。全诗7节，每节4行，组成两个
平行台阶;1、3行稍短，2、4行稍长，每行6至8字不等，诗人
似乎有意把格律诗与自由诗二者的形式糅合起来，使之成为
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富有民族化，现代化的建筑美。诗的语
言清新秀丽，节奏轻柔委婉，和谐自然，伴随着情感的起伏
跳跃，犹如一曲悦耳徐缓的散板，轻盈婉转，拨动着读者的
心弦。

诗人闻一多20世纪代曾提倡现代诗歌的“音乐的美”“绘画
的美”“建筑的美”，《再别康桥》一诗，可以说是“三
美”具备，堪称徐志摩诗作中的绝唱。

小学语文教案篇二

教学目标：

1、聆听红叶之歌和空山鸟语，体验北京香山的美好秋景。

2、学习演唱《我是山里小歌手》，表达热爱山区，热爱家乡
的感情。

教学重难点：

1、感受歌曲的情绪

2、唱歌曲时，要唱出，对家乡热爱的情绪。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欣赏歌曲《香山红叶》感受香山的美景。

2、学唱歌曲《我是山里小歌手》，表达热爱山区，热爱家乡
的感情。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

1、听音乐进教室。

2、师生问好。

二、新授：

（一）聆听《香山红叶》预设问题，听完之后说说你的感受

2、提示：认真地听，并记下令你印象最深的歌词，听完说一
说。

3、复听，歌曲给你那些感受？你对香山红叶的感受联系起来，
红叶象征什么？

4、随歌曲录音唱一唱。

（二）表演《我是山里小歌手》

1、导入：听一听山里孩子的美妙歌声。播放音乐或课件

2、交流一下对聆听《我是山里小歌手》的感受。

3、读读歌词，说说应该用什么情绪演唱？



4、跟着范唱试着唱一唱，老师指导。

5、再听歌曲录音范唱。

6、有感情的演唱。能够随着集体基本演唱出歌曲

课后反思：

这首歌曲描写了山里的好风光，也是要教育学生要热爱自己
的家乡，建设自己的祖国。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小学语文教案篇三

一教案分析

第一，教学重难点。（1）教学重点：通过阅读，准确把握文
章的主要内容。（2）教学难点：理解飞机夜间安全飞行与蝙
蝠探路之间的联系。

第二，教学设计。采用充分预习、初读感知――精读探



究――练说积累语言――拓展激发兴趣的形式来完成本课的
教学。

第三，过程与方法。（1）采用朗读、默读、浏览等方式，圈
点勾画，把握要点，继续训练学生多种方式阅读文章的同时，
培养学生探究、分析、归纳的能力。（2）用填表法、画图法、
填空法训练学生在阅读中抓住要点，准确把握文章的主要内
容，同时锻炼学生的总结归纳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3）用
小组合作交流的方式学习。

二导课

师：大自然是人类的老师，人们从大自然中不断学习、不断
充实自己，才有了人类今天的文明进步。今天我们就来学习
一篇有关仿生学的文章――《蝙蝠和雷达》。请大家齐读课
文题目。在学习课文前，老师先来检测一下同学们对课文的
预习情况。

示大屏幕：这是本课的生字，谁愿意来读给大家听。（请学
生读。）

师：这是本课的生词，你们认识他们吗？谁愿意来读一下呢？
（请学生读，其他学生跟读。）生字、生词你们已经掌握，
那么你们知道本课有多少个自然段吗？（8个）

三精读探究

师：看来你们真的用心预习了课文，接下来就请大家快速阅
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想一想课文首先给我们
提出了一个什么问题？（训练学生带着问题读书）

示大屏幕：在漆黑的夜里，飞机怎么能安全飞行呢？

师：大家一起读一下这个问题。夜里，飞机如何安全飞行呢？



从哪里得到启示呢？（蝙蝠）

示大屏幕：原来是人们从蝙蝠身上得到了启示。

让学生一起读这句话。

师：蝙蝠夜间飞行有什么特点？读第三自然段，找一找，划
一划。这一段有几句话，哪一句是具体写蝙蝠飞行特点的呢？
谁愿意读给大家听，有愿意陪他读的吗？愿意陪他读的学生
可以陪他读，给他壮壮胆。（激发读书兴趣）

师：蝙蝠夜里飞行技术如此高超，难道它的眼睛特别敏锐，
能在漆黑的夜里看清楚所有的东西吗？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
科学家做了几次试验？（3次）每次试验都是如何做的？每次
结果如何？得出了什么结论？请大家阅读课文4～6自然段，
小组合作交流完成老师给出的表格。（学会合作交流，锻炼
分析归纳总结能力。）

四练说积累语言

师：蝙蝠它是如何用嘴和耳朵配合起来探路的呢？读第七自
然段，谁能用自己的话给老师描述一番呢？学生描述，老师
板书。（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师：蝙蝠是这样用嘴和耳朵配合探路的，那雷达又是怎样工
作的呢？默读第八自然段，谁能像老师这样用图示给大家展
示文中的'意思呢？（请学生上台来绘图）其他学生也动手画
一画，画完后对着自己的画练习说一说。（培养学生的自学
能力、锻炼语言表达能力）台上的学生画完后，请他自己对
着图示练习说话。利用大屏幕，再次巩固，并引导学生完成
课后习题，锻炼学生分析总结能力。如雷达的天线就像是蝙
蝠的（）；雷达发出的无线电波就像蝙蝠的（）。雷达的荧
光屏就像是蝙蝠的（）。



谁愿意汇报一下自己完成课后填空题的答案？（请同学汇报）

五拓展激发兴趣

学生自由汇报自己课前预习时收集的课外资料。（拓展有利
于激发学生对科学的兴趣）老师示大屏幕，归纳一些，进行
适当拓展。

六小结

师：你们知道的真多，知识真丰富，你们真了不起，看来只
要我们用心做一件事情，一定可以做得很好，同样，若是你
们对科学产生了浓厚兴趣的话，将来也会成为科学家、发明
家。今天的课程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让我们轻松一下，
通过一个短片再次回顾一下课文，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神奇吧！

〔责任编辑：李爽〕

小学语文教案篇四

情况描述一：

现在，孩子们在玩玩具也不像开始那么乱了。但是在玩的时
候活动室里还是比较吵闹。拼搭时，总爱把自己喜欢的积木
颜色挑出来，放在自己面前堆成一座“小山”。有抢积木的
情况出现。玩一会，就坐不住了。开始离开位置在活动室里
跑来跑去。

情况分析：

1、孩子们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想说什么就大声的说出来，
考虑到这样会影响别人不。

2、孩子们的占有欲比较强，喜欢什么就要得到，还不愿意让



别人拿，所以才会出现抢积木或者把自己要的小积木堆
成“小山”的情况。

3、孩子在玩积木或插塑的时候，没有目的性，搭了一会自然
就觉得没意思了，离开位置也是正常的。

4、孩子还没有具体的规则意识，所以才会出现以上的情况。

措施：

1、开展了“堆积木”这个小分题，使孩子进一部认识了积木
的`特征和玩法。通过活动，孩子们能象征性的搭建一些自己
想搭建的东西了。对积木的兴趣也增加了不少。

3、师幼一起商量，制定玩玩具的具体要求。

（1）（玩具宝宝们喜欢和有规则的小朋友游戏）将玩具放在
中间的筐子里，需要用一块就拿一块，用完了要拆开放回去。

（2）保护玩具宝宝们，不让它们掉地上，如果看见玩具宝宝
掉地上了，要及时的拣起来。（否则玩具宝宝会很伤心的）

（3）（玩具宝宝们爱和小朋友一起玩，玩具宝宝门不喜欢小
朋友大声嚷嚷，所以）要保持安静，有了好玩的新发现，可
以小声的和小朋友或者老师说。

（4）可以将自己的小作品放在玩具区角里进行展示，比比谁
的创作做漂亮。（这样，玩具宝宝也很开心呢）

执行后状况：

现在孩子们在桌面玩具时，有了明显的进步。感觉变化最大
的时候孩子们的桌子上除了自己在搭建的玩具，剩下的积木
全在中间一个小筐里装着，孩子们能用一块拿一块了。由于
在活动中引发了孩子对于积木还有其他桌面玩具搭建的兴趣，



所以现在孩子们在玩的时候很认真，活动室吵杂的声音也小
了，也没有孩子在教室里乱跑了。时常有孩子拿着自己的小
作品跑过来说：“刘老师，你看，这是我搭的宇宙飞船！”；
“刘老师，你看我这个孔雀搭的漂亮吗？”

小学语文教案篇五

一.说教材

教材地位：《静夜》安排在七年级上册第六单元的一首具有
古典诗歌韵味的新诗，是郭沫若五四以后的作品，这单元共
五课九篇文章：有童话;神话;诗歌和寓言。它们通过虚构的
故事和景象曲折地反映现实，揭露鞭挞现实生活中的丑恶，
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赞美呼唤人间真情。激发学生的阅
读兴趣，培养联想、想像的能力，引导学生憎恶假丑恶，向
往真善美。通过本诗的学习，使学生体会诗人所表达的忧国、
爱国的情。

二.说教学目标

本文的教学目标为：

1.能力目标

使学生体会联想和想象的表现作用，培养联想和想象的能力;
学习诗的`凝炼，含蓄的语言及修辞方法;学习朗读，培养对
诗歌的爱好。

2.情感目标

三、说教学重点、难点

本课的重点



1、使学生体会诗所饱含对光明、理想、祖国的情感

2、使学生理解诗的凝炼、含蓄的语言以及修辞手法

本课的难点

使学生体会联想和想象的表现作用，培养联想和想象的能力，

四、说教法

1.明确目标，减少学生学习活动中的无效思维;

2.指导朗读，重在学生体验;

4.小结巩固，紧扣要点，帮助学生形成思维整合。

5.练习提高，文字的联想和想像，引导学生作联想、想像的
训练。

6.手段及依据：用简单课件辅助教学课件，以“文本学习为
主，多媒体辅助教学”的教学方法。

五、说学法

1.朗读感悟，感受音乐美。

2.探究内容，理解意境美。

3.探究写法，领悟情感美。

4.模仿学习，拓展思维，培养想像力，提高语言运用能力。

六、说教学过程设计

1.师生互动，创设宽松的教学氛围(2分钟)



我将设计动画片《聪明的一休》激情导入，请学生向他一样
开动脑子成为聪明的孩子!学生的心弦被扣动，有表现自己才
智的欲望，营造了民主、宽松、愉快的教学氛围。

2.比较引入新课(3分钟)

1同学们能有节奏、有感情的背一背李白的《静夜思》吗?

然后我请同学们一起配乐背诵李白的《静夜思》问：

1.诗人看见了什么?(月光)

2.诗人由月光联想到什么?(白霜、故乡)

3.李白思的是什么?(故乡、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