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愿人长久教案(通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下面
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但愿人长久教案篇一

《但愿人长久》是一篇文包诗，课文以故事的形式介绍了北
宋文学家苏轼词中的名篇《水调歌头》的创作过程，故事是
词意的具体表现。苏轼借月抒怀，用丰富的想象力，把作者
复杂的心理活动以及冲突、哀怨、惆怅、矛盾的内心世界，
转化为对人间美好生活的祝愿。这首词语言精练，意蕴深远。

课前预习时，我布置学生查找苏轼的《水调歌头》并抄录。
教学时，我以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导课，让学生
回忆佳节中度过的情景，体会甜美的亲情温暖。由此引
出“独在异乡为异客”的苏轼，然后让学生读课文，在默读
中找到苏轼情感变化的词：心绪不宁----埋怨-----宽慰，然
后围绕这三个词引导学生自读自悟，讨论交流。

学生读完第二自然段很快就感受到他内心思念亲人的情感。
我引导学生探究表达情感的词句。从“心绪不宁”、“形影
不离”等词句中可以感受到对弟弟的思念之情。在教学“形
影不离”时，文中一句“他们俩一起读书，一起玩耍。”解
释了这个词的意思，我又让学生进行了联想：“他们在一起
还会干些什么呢？”学生浮想联翩，有的说：“在一起吃月
饼、赏月”，有的说：“过年在一起包饺子，放鞭炮”等。
学生的联想一方面加深了对词意的感悟，另一方面也让学生
进一步感受到了苏轼和弟弟苏辙的手足情深。

教学第四自然段时，苏轼的情感由思念变为埋怨，我抓住了
文中的反问句：“无情的月亮啊，你为什么偏偏在别人分离



的时候变得这么圆、这么亮呢？”通过教师的范读、学生读
等多种形式体验他当时复杂的内心体验。同时我也引导学生
抓住后面的省略号省略了什么进行了讨论，培养了学生的想
象力，也加深了对文本的体验。

最后两小节，主要引导学生体会苏轼宽慰的内心体验。通过
反复朗读，学生感受到了他热爱生活、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

朗读是感知教材内容的一种手段，学习语文的一扇窗口，通
过朗读可以看到并体味到文章的妙处。在教学中，我先让学
生自读，扫清障碍，然后指导学生反复朗读，在读中逐步理
解词意，和学生一起读词、背词、品词，感受本词独特的魅
力。

第二自然段“这天夜晚，皓月当空，万里无云。”一句，学
生读到这儿自然想到这正是亲人团聚的时候，苏轼也正是由
这明月激发起思念亲人的痛楚，触景生情。所以指导学生朗
读时，读出对亲人的思念之情，脑海里仿佛浮现出与弟弟一
起生活时的快乐情景。月光透过窗子把银光洒到床前，此时
的苏轼看着月光，不由得产生了怨月的心理。一阵感慨后转
念又想到，人的悲欢离合如同月儿的阴晴圆缺，心里又宽慰
了许多，教学时引导学生品读感悟，最后一句“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是苏轼热爱生活、奋发向上的宽大胸襟的表
露。最后在一起吟诵文中的五行诗结束了文章的教学。

在本课教学中采取小组合作的方式。第四小节后面的省略号
省略了什么，我让学生在小组中也进行了交流，为了提高交
流效果，我让小组长作了简要记录。下课后我将小组交流的
结果收了上来，有的个小组长记录很好，有的还不会记，后
面我将进行指导。小组交流的目的主要是共享学习收获，有
的小组也发现了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后来又进行了组与组
之间的交流。

一节课下来，我也有一些遗憾：一、对“心绪不宁”体会还



不深。体会苏轼的思念之情是全文的一个重点，我虽然有意
识地引导学生谈谈自己家是如何过中秋的，谈谈自己和亲人
的分别感受，用这些比较来凸显苏轼的惆怅和伤感，但是对
苏轼的内心还探寻的不够。在课前我准备了一个环节让学生
想象，苏轼会回忆起什么？结果自己在上课时疏忽了，课后
我想，如果在此基础上，再想象苏轼会在心里默默地对远方
的弟弟说什么？这样就把苏轼那复杂纷乱的内心世界变得可
感可知了。二、对诗句的诵读指导不够好对于这篇课文来说，
要多让学生反复吟诵诗句，在吟诵中体味情感，积累名句。
这一点，我也注意到了，但是在指导中总感到力不从心，不
能很好地做到范读指导，在今后的日子里，我要加强自身能
力的提高。

总之，本节课有满意之处，也有不足之处，还需在今后的教
学中不断学习提高。

但愿人长久教案篇二

生：图上画的是苏轼居住的地方，一轮明月高高地挂在空中，
苏轼坐在床头思念远方的弟弟。

生：他会想起小时侯和弟弟一起玩耍的情景。

生：他会想起小时侯和弟弟一起捉迷藏，吟诗作画，一起讨
论问题的情景。

师：他会想自从长大以后，我们就各奔东西，已经有七个年
头没有见面了。

生：他会想，弟弟啊，你现在在哪里？我多么想你啊！

生：他还会想，月亮啊，你真不懂人心，我和弟弟天各一方，
你却这么圆、这么亮。



……

师：同学们的想象真丰富，别的家庭都充满欢声笑语，唯独
苏轼面对明月思念亲人，此刻，他不禁埋怨起月亮来。后来
苏轼的心情是不是越来越惆怅了呢？让我们学习课文的第五
自然段，细细地品味苏轼的感受。

[我的思考]：

一、充分利用课文插图，发展学生的想象力

二、在民主平等的对话中，体验人物的情感变化

新课程呼唤着教学民主。平等、民主、和谐的课堂教学氛围，
有利于学生主动、自由、充满信心和乐趣地进行学习实践活
动，因此在本课教学中，我让学生观察课文插图，凭借画中
的中秋明月和苏轼的.姿势、神态，充分想象诗人的感受，体
会他可能听到人家团聚的欢声笑语，既而抓住文章中的苏轼
思念弟弟而心绪不宁的句子，启发学生想象苏轼思念的情景。
最后一个对比总结，突出了苏轼的孤独，让学生理解苏轼埋
怨月亮的心里和惆怅的心态，这样循序渐进、步步深入，不
仅培养了学生的想象能力，而且自然而深刻地体会到了文中
人物的情感变化。对于学生每一次的回答，教师向他投去了
赞赏的目光，让学生在教师的肯定中享受到成功的欢乐，树
立起“我能说”的信心，在培养学生说话能力的同时也发展
了学生的想象力，从而对文中人物情感的变化感悟得更深刻。

但愿人长久教案篇三

这篇文章的情感脉络十分清晰，苏轼的情感发生了三次变化：
心绪不宁（思念）——埋怨——宽慰。课堂上，先让学生找
出体现苏轼情感变化的词语，然后我让学生带着苏轼的情感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变化的问题，逐步感悟全文。



在体会“手足情深”时，让学生说说透过“形影不离”这个
词你仿佛看到了怎样的画面？学生把自己的生活经验迁移进
来，说了很多感人的场景，体会了苏轼兄弟两人的情意。然
后指导学生将7年换成3000个日日夜夜，通过时间这一概念，
增强了学生对“思念”二字的感悟。而后再回首自己中秋的
快乐，体会苏轼的孤独，学生进一步感受到苏轼对弟弟的思
念之情，这样多角度的体验后，学生能感同身受，朗读也就
水到渠成了。

课文的第4节，描述了苏轼埋怨的话语，省略号省略了其它埋
怨的内容。教学时，我引导学生联系上下文进行补白练习。
从而感悟苏轼对弟弟的思念之深。

最后两小节，抓住“宽慰”，理解词语的.意思，寻找“宽
慰”的原因，通过介绍苏轼的生平事迹，从他一生坎坷的经
历中体会苏轼的豁达、乐观。

说说本课的作业吧。课前预习时，让学生通过查阅词典，联
系上下文理解词语意思。完成《补充习题》中一至二中的词
语意思。课堂上结合课文讲读完善了一二两题的作业。这样
补充习题中的作业完成了大半。课外花了10分钟就把剩余的
拓展练习做好了。至于《练习与测试》中的作业，我只好放
在中午做了。本来中午是要师生共读的，可惜被练习册占据
了。

如果我们的语文教辅只有一本《补充习题》，那我们就有更
多时间进行课外阅读了。今年起，课外阅读要进行独立的测
试，不知现在的教学状况怎么应对这一切！！

但愿人长久教案篇四

在教学《但愿人长久》一课时，我抓住课文的主线：思
念—————埋怨——————宽慰——————写诗来展
开教学。讲到“埋怨”这个环节时，我和学生进行了对话，



不说擦出了智慧的火花，但我们在整个谈话过程中都体验到
了融洽的学习氛围。现在我想重温一下当时的一些情景。

师：“埋怨”是什么意思？

生：是抱怨别人的意思。

生：我补充，是因为一些不开心的事情而产生的一种心情。

师：那你们平时因为一些不开心的事而埋怨过谁吗？

生：我埋怨过一个同学，借了我的东西不还。

生：我埋怨过我妈妈，她老是叫我学这学那。

……

师：哦？那苏轼是因为什么不开心？

生：他原来和弟弟苏辙形影不离，后来分别得太久，又不得
想见，所以不开心。

师：那苏轼他去埋怨谁？

生：他埋怨的不是人，是月亮。

师：哦？你从哪知道他埋怨的是月亮？能读出来吗？

生：“他眼睁睁……心里不禁埋怨起来：无情的月亮啊。”

师：看来他还挺郁闷的，谁来开导他一下？要是你在他旁边，
你会和他说些什么？

生：我想说：你不用那么开心，好多人和你一样，家人不能
团聚呀。



师故做更伤心的样子，扮演苏轼：人家就是伤心嘛，我和弟
弟都好几年都没见面了！

生：要知道，什么事情都不会十全十美的，月亮现在是很圆
很亮，但它也有不圆的时候啊，有时还被“天狗”吃了呢！
（全班大笑）

生：每个人都会有悲伤，也有快乐的事情发生，现在你虽然
很伤心，但是你可以想想高兴的事情呀。

生：天上只有一个月亮，你弟弟也会在这个时候看到它的，
你们借着月光，用心来说话呀，他一定能听到的。

在角色转换的过程中，，我觉得建立师生间融洽的学习氛围
是提升学生学习的兴趣催化剂。

但愿人长久教案篇五

文章以苏轼的情感变化“思念——埋怨——宽慰”为点贯穿
文章始终。在教学时，围绕这三处情感点引导学生自读自悟、
讨论交流。

学生读完第二自然段很快就感受到他内心思念亲人的情感。
我引导学生探究表达情感的词句。从“心绪不宁”、“形影
不离”等词句中可以感受到对弟弟的思念之情。由第二小节
学生联想到唐代大诗人王维的诗句：“独在异乡为异客，每
逢佳节倍思亲。”也恰恰表达了苏轼当时的情感。在教
学“形影不离”时，文中一句“他们俩一起读书，一起玩耍。
”解释了这个词的意思，我又让学生进行了联想：“他们在
一起还会干些什么呢？”学生浮想联翩，有的说：“在一起
吃月饼、赏月”，有的说：“过年在一起包饺子，放鞭炮”
等。学生的联想一方面加深了对词意的感悟，另一方面也让
学生进一步感受到了苏轼于弟弟苏辙的手足情深。



第四自然段教学时，苏轼的情感由思念变为埋怨，教学时主
要抓住了文中的反问句：“无情的月亮啊，你为什么偏偏在
别人分离的时候变得这么圆、这么亮呢？”通过教师的范读、
学生读等多种形式体验他当时复杂的内心体验。同时我也引
导学生抓住后面的省略号省略了什么进行了讨论，培养了学
生的想象力，也加深了对文本的体验。

最后两小节，主要引导学生体会苏轼宽慰的内心体验。通过
反复朗读，学生感受到了他热爱生活、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

古往今来，很多文学家、诗人喜欢借月亮抒发内心的情感，
所以我在教学时，以月亮为线索，引导品读感悟。

教学开始以中秋节导入，说到中秋节，班上多数学生并不清
楚，很多学生将他与重阳节混淆，我向学生介绍了一下中秋
节，重点突出了它是合家团圆的象征，每逢中秋，人们常常
望月思乡，怀念亲人，盼望亲人团聚。

导入课题后我和学生共同欣赏了王菲的.一曲《但愿人长久》，
优美的旋律将学生的情感一下子调了上来。接下来，围绕月
亮让学生背诵了一些经典诗句。

第二自然段“这天夜晚，皓月当空，万里无云。”一句，学
生读到这儿自然想到这正是亲人团聚的时候，苏轼也正是由
这明月激发起思念亲人的痛楚，触景生情。所以指导学生朗
读时，读出对亲人的思念之情，脑海里仿佛浮现出与弟弟一
起生活时的快乐情景。

月光透过窗子把银光洒到床前。此时的苏轼看着月光，不由
得产生了怨月的心理。一阵感慨后转念又想到，人的悲欢离
合如同月儿的阴晴圆缺，心里又宽慰了许多，教学时引导学
生品读感悟，最后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是苏
轼热爱生活、奋发向上的宽大胸襟的表露。最后在一起吟诵
文中的五行诗结束了文章的教学。



在本课教学中结合需要我多次采取小组合作的方式。第四小
节后面的省略号省略了什么，我让学生在小组中也进行了交
流，为了提高交流效果，我让小组长作了简要记录。下课后
我将小组交流的结果收了上来，有的个小组长记录很好，有
的还不会记，后面我将进行指导。小组交流的目的主要是共
享学习收获，有的小组也发现了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后来
又进行了组际交流。

苏轼的情感变化是本文教学的一个难点，课上我们全班共同
探究。先找出苏轼情感变化的词语“思念、埋怨、宽慰”等，
再结合词句体会情感变化的原因，引领学生走进文本，走进
作者的内心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