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古诗教案及反思(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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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书写有哪些
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
收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古诗教案及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1、在反复感受歌曲旋律的基础上，学习用齐唱、轮唱等方式
演唱歌曲

2、知道粮食来之不易，懂得要爱惜粮食

活动准备：

1、ppt课件

2、《悯农》情景剧

3、节奏卡农游戏经验

4、会念古诗《悯农》，了解古诗大意

活动过程：

一、进场

师：（出示郊外风景图片）今天，老师带你们去郊游，好不
好？背好你的小书包，我们出发了！

（教师弹奏歌曲旋律，师幼作郊游状）



二、复习古诗《悯农》

师：（出示农民锄禾图片）看，这是谁？他在做什么？（农
民伯伯在种粮食）

师：这么大的太阳，农民伯伯还在地里干活。粮食真的来之
不易。有一首古诗也是说的这个意思，你们知道古诗的名字
叫什么吗？（悯农）。你们会念吗？我们一起来念一念。
（启发幼儿有节奏地念，感受古诗的韵律美）

三、节奏卡农游戏《悯农》

师：现在农民伯伯两小块地，要我们分成两组，第一组先种，
第二组后种，你们行吗？

（启发幼儿说出同时结束规则）

四、看情景表演，完整感受歌曲

师：有一群乐于助人的小朋友，他们也在帮助农民伯伯种地，
我们一起去看看。

五、初步学唱歌曲

师：刚才这群乐于助人的小朋友种地的时候，唱的什么歌啊？
怎么唱的啊？谁来学学看.

（幼儿说出一句，教师重复唱出，配钢琴伴奏）

六、齐唱歌曲

师：（出示农民锄禾图片）农民伯伯种地这么辛苦，我们也
去帮帮他。

（启发幼儿唱出强弱规律：锄地要用力）



七、轮唱歌曲

（启发幼儿轮唱歌曲，尝试同时结束）

八、活动结束

师：小朋友们，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回家了，背上小书包，
回家落！

（钢琴伴奏）

古诗教案及反思篇二

本此公开课的我选择的是《悯农》一首古诗。根据大班孩子
的年龄特征，已经可以适当的进行了，为了避免古诗的枯燥。
所以，首先，我以图片的形式先引出这首古诗，再逐一给孩
子们解释它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在加入自制乐器，让孩子
们根据古诗的节奏来演奏乐器，最后伴随着《悯农》的音乐，
老师和小朋友一起模仿农民伯伯在地里干活的情景。整节课
上下来，孩子们倒是很活跃，也很有兴趣，但是我却清楚的
知道自己的问题出现在了哪里。

2、目标的侧重点不明确：古诗具体内容没有讲解清楚，有些
诗句解释的不到位。而且还遗漏的一个环节，都没有和幼儿
说明是要干什么，突然就放音乐，弄得孩子们都反应了好一
会儿呢。

这一次的公开活动对我的意义很大，使我受益颇多。经历就
是经验，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我相信只要我不断的努力，
不断的吸取各方面的经验，就能收获成功，收获喜悦!

古诗教案及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学习有感情的朗诵诗歌。

2、了解农民劳作的艰辛，指导粮食来之不易。

活动准备：

物质准备：各种米饭的图片（白米饭、南瓜饭、菠萝饭等）

经验准备：幼儿在家长的带领下参观家乡的风景名胜，对其
有初步的了解。

活动过程：

1、出示各种米饭的图片，引入活动，激发幼儿的兴趣。

讨论：我们每天都要吃饭，你指导我们吃的米饭是从哪里来
的吗？

2、引导幼儿了解农民种田劳作的艰辛

引导幼儿自由说说，你见过农民伯伯种地吗？他们是如何种
田的？请你学一学。农民伯伯劳作这么辛苦，你有什么想法。

3、引导幼儿学习有感情的朗诵诗歌，理解诗歌表达的内容。

（1）引导幼儿倾听诗歌朗读《悯农》，欣赏理解古诗。

（2）讨论理解古诗的含义。

（3）学习词语辛苦，并用辛苦说一句话。

（4）引导幼儿学习有感情的朗读古诗，初步感受古诗的韵味
美。

4、通过讨论表达对农民的敬意，懂得爱惜粮食，不浪费粮食。



小结：《悯农》这首诗歌描写出农民劳作的艰辛，提醒我们
要珍惜来之不易的一粒粒米粉，不要浪费。

古诗教案及反思篇四

1.认识本课的10个生字，会写2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引导学生欣赏鹅的形象、颜色、姿态，感受鹅的美好形象，
使学生产生对鹅的喜爱之情，受到美的教育。激发学生学习
古诗的兴趣。

学习生字，感悟诗意

1.多媒体课件。

2.生字卡片。

3.小黑板。

4.简笔画

5.头像

2课时

第一课时

(一)激发情感，导入新课：

2.出示简笔画“鹅”。恭喜你们猜对了!谁能说说鹅长得什么
样子?(给大白鹅涂色(红掌、白毛、绿水)。

)给鹅涂颜色。学习“鹅”：



3.唐朝的时候，有位大诗人叫骆宾王，非常聪明，7岁就能做
诗，有一天，他到池塘边散步，看到大白鹅在水中悠然自得
的样子，他非常喜欢，于是写下了一首诗叫《咏鹅》，(板书
课题)一直流传到现在，今年我们也七岁了，让我们一起读一
下诗的名字。学习“咏”：拼读--左右结构—口字旁，在这
里咏的意思是：用诗来描写景物。

(二)学习新课：

(1)接下来老师学着骆宾王的样子来读咏鹅。师范读。(你觉
得老师读得怎么样?)

(2)要读得好听，首先要读准词语的音。

(3)生自由读，请同桌互相念念这一首诗，注意把音读准。

小朋友们读得真准，古诗光是会读，不算稀奇，还要读出诗
的味道来。注意诗的停顿很重要，听老师来有味道的读诗，
注意哪些地方需要停顿。

为什么鹅、鹅、鹅要说三个?出示古诗停顿的地方(学生试读-
-指名读--齐读)

(三)理解诗意：

1、小朋友学会了有味道地读古诗，现在请你们有味道地背一
背这首诗。(自由背--指名背--齐背)

2、谁愿意回家背给妈妈听。师扮演妈妈的角色，进行师生对
话式背诵(随机理解前两句诗意)。

(1)看图片理解"曲项"的意思。(曲项向天歌就是鹅弯曲着脖
子朝天歌唱。)

(2)"向天歌"它可能会唱些什么呢?



3、孩子，你学得真不错。请你找出后两行诗中描写颜色的
词(白毛、绿水、红掌)，这些颜色是写什么的?我手上有只大
白鹅，请你给这两只大白鹅正确地涂上颜色。

(1)给大白鹅涂色(红掌、白毛、绿水)。

(2)生说大意(理解后两行诗意。)

5、再鼓励大胆演：

你们谁愿意当大白鹅，表演给大家看?

谁愿做骆宾王一边观赏一边低吟小诗呢?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活动，在欢乐中加强对古诗情趣的体验。

(四)识记生字：

向：注意拼读，是三拼音节，半包围结构的字。组词：向上、
向往、方向。说一说还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字?记忆方法，造
句说话。在诗中还有一个字的发音跟向是一样的?(项)他们是
同音字，谁能给“项”字组词，组词：项目、几项。项：工
字旁，最后一笔变成提。

今天老师要介绍给大家一个新的朋友，它是部首家族的，它
叫绞丝，让我们一起看一下它长得什么样?绞丝加上我们刚学
的工就变成了一个新的生字“红”

波：左右结构，三点水旁，组词：波浪、风波、波纹。记忆
方法，造句说话

(五)作业布置：

大家看一下这篇古诗，每一行都是几个字?像这样的古诗叫五
言古诗，记住了吗?今天的小作业就是，回家给你的爸爸妈妈



带着感情背一背这首古诗。

教学《咏鹅》这篇古诗之前，我事先在班上了解到：不少学
生已经会背这首诗了(学前班教过)，所以本课教学我把重点
放在：引导学生通过有感情地朗读，感悟诗情诗景，认识6个
生字。在导入新课时，猜谜语是低年级学生最喜欢的语文活
动，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再我出示图片(一幅美丽的白鹅
戏水图)，引导学生认真观察，这是一只什么样的鹅?(生甲：
这是一只白白的鹅;生乙：这是一只活泼可爱的鹅……)接着，
我声情并茂地为学生讲述了骆宾王七岁写诗《咏鹅》的故事，
由于听的是同年龄孩子的故事，学生个个听得入了神，由此
导入新课，孩子们的注意力一下子被吸引过来，课堂的气氛
比较活跃。

在引导学生通过读领略诗的意境时，我放手让学生自读，接
着同桌互读(会读的教不会读的/都会读的比比谁读得最有感
情)、指名读、师生接力读……在多种方式的读中感悟诗意，
而没有作过多的讲解，“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特别是让
学生加入自己喜欢的动作读，形象地再现了诗情诗景，在读
中可以深深感受到学生对大白鹅的喜爱之情，并渗透了人与
动物关系密不可分、亲切自然的教育。

在识字环节，我加强了示范指导，先是教师亲自示范，后是
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帮互学，以优带差，人人争当“小老
师”。瞧!这是一群多认真的孩子呀!

在学生读一读，说一说，唱一唱，画一画的整个学习活动中，
时时体现出学生自主的实践活动。伴随着学生的活动，老师
适时调控，使学生的身心始终处在高度兴奋和激动之中。

可能是一年级的学生比较活跃，课堂气氛看上很好，还是有
个别学生在玩，没有学到知识。还有就是我太关注自己了，
有时对学生的表现没有关注到。



古诗教案及反思篇五

1、诵读古诗，理解古诗的意思；

2、感受春日的美好景象，感受诗人寻春的愉快心情。

3、激发学生读书求知的乐趣。

教学重点：入情入境的品读古诗，体会诗的意思，想象诗歌
描绘的画面，体会诗人表达的思想感情。

教学准备：搜集学过的描写春天的词语和古诗。

1、在黑板上划出横线，便于学生板书。

2、ppt课件准备些描写春天的词语和诗句。

3、课前分好学习小组

一、读春：积累词句（可当作课前活动）

开小火车，每人读一个词语，看谁的胆量大，谁的普通话标
准，谁的声音好听。（学生有困难，师生帮助，ppt出示）

1、出示四字词语：

春回大地

春光明媚

春光融融

春光旖旎

春色怡人



春燕回巢

春风得意

春色迷人

春色无边

春意盎然

春暖花开

2、出示佳句名诗：

春风杨柳万千条

春风又绿江南岸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与浅红。

一年之计在于春

季节不等人，春日胜黄金

1、同学们，当春天到来时，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起古代诗人
对春天的赞叹。他们对春天是那样痴情，那样狂放，那样欣
赏！真可谓把春天描摹得绚丽而又迷人，达到了绝妙的地步。
古人赞美春天的诗词很多，然而，人们最喜爱、最推崇的是
南宋诗人朱熹的《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
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出示《春日》）



2、今天咱们要学的就是这一首诗。谁知道题目的意思？（学
生板书题目

3、请大家自由地大声地读一读朱熹写的《春日》，读的时候
结合注释。

4、读了这首诗以后，你能猜测一下诗人朱熹在春日时的心情
吗？（高兴、喜悦、兴奋、愉快、欢快、激动、舒畅、舒坦、
得意……）（学生板书在黑板两侧）

5、猜测终归是猜测，如果大家能够从诗句中找出“证据”，
来证明诗人当时的心情，你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不是猜
测，我是有理由的。（说出一处，请学生将词语板书到相应
的横线上）

教师点拨如下：

（1）胜日——原指节日或亲朋好友相会的日子，这里指天气
晴朗的日子，风和日丽的日子，阳光明媚的日子，阳光灿烂
的日子。人的心情总是与天气有关系，天气好，人的心情也
好。

（2）寻芳——春游，踏春，踏青赏花，看花观景，寻找优美
的景色。春游时心情肯定很高兴。

（4）无边——一望无际，没有边际，到处。视觉开阔，心情
也会开阔。

（5）光景——风光景物，风景。不优美的地方能叫风景吗？
优美的风景令诗人喜悦万分。

（6）一时新——一下子焕然一新。一时：速度快，令人感到
惊讶、兴奋、激动。万物更新使诗人耳目一新，令人欣喜，
就好比你穿上了新衣服。



（7）等闲识得——等闲：随随便便，轻松，容易，不用费心。
诗人悠闲自得，忘记了烦恼。说明春天的面容与特征是很容
易辨认的，说明春光无处不在。识得：感觉到，领略到，认
识到、接触到。

（8）东风面——春风的面容。有一个词语叫“春风得意”，
春风来了，得意洋洋。诗人是在享受春风，享受春天。

（10）总是春——都是春天，一定是春天。诗人已完全被万
紫千红的景色陶醉了，他从心底里发出“万紫千红的景象全
是由春风吹来的”。

6、春天真美呀！诗人看到这万紫千红的春天，心中又是……
又是……

总之，太好了！让我们自由的大声地读一读，你想用什么样
的心情去读你就怎么去读。

7、明诗意，配乐读。

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诗人兴致勃勃，来到泗水河畔观赏美
景。满眼望去，无限风光，给人涣然一新的感觉。诗人悠闲
自得，感受着春风的清新和温暖，享受着万紫千红的艳丽和
芬芳，不禁诗兴大发……。（师生共诵《春日》）

听，远处传来了春的声音，让我们和着春的旋律，一起来读
读。（师生配乐读，师先读，生再读）

三、惜春：书海求知

（生交流，教师补充朱熹求学的故事）

四、作业：绘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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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写《春日》

让孩子们自己走进春天，走进文本

——古诗《春日》教学反思

在这个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春天，我带着一份欣喜、一
份期待、一份激动、一份……的心情，走进了美丽的石岩中
心小学，和这里三（4）班的孩子们一起学习朱熹写的古诗
《春日》。更让我欣喜地是教研室的两位领导和教学处陈主
任，还有庄老师等一起和孩子们走进《春日》。不管教的成
功与否，我的心如春水漾漾。

朱熹的《春日》诗，乃咏春诗中的精品，教学这首古诗，如
果仅仅停留在“解释”上，肯定枯燥乏味、了无生趣。考虑
到诗人踏春赏春时高兴、喜悦、兴奋、激动、舒畅、得意的
心情蕴含在诗中的每一个字中，有许多地方值得细细玩味、
反复品尝，我就想：何不在学生已能读得字正腔圆、有滋有
味的前提下，开启他们思维的火花，让学生先对诗人写诗时
的心情作一番大胆的猜测，然后再细读推敲古诗中的每一个
字词，理解意思，找到猜想的证据，小组交流后，再全班反
馈，并在反馈的过程中，结合感情朗读呢？我还从有关资料
中发现《春日》这首诗，不仅是一首咏春诗（赞美春天的
诗），而且是一首含意深刻的劝学诗于是，我就想，我要让
学生通过这首诗的学习，知道不仅仅是诗人在享受春日的乐
趣，春光无限好！享受读书的乐趣，书中滋味长！我和孩子
们也应该是在享受春日，从诗句中寻找“美丽”的心情，诗
人快乐，我们也快乐！学了这首诗，我们肯定也会有所启发。

基于自己这样的理解和思考，我又在“学习古诗并不枯燥，
学习古诗也能兴趣盎然，学习古诗也能享受快乐”的教学理
念指导下，制定了以下的课时目标：



1、诵读古诗，理解古诗的意思；

2、感受春日的美好景象，感受诗人寻春的愉快心情。

3、激发学生读书求知的乐趣。

我还确定了这样的教学步骤：

1、读春：从我们以前学过的词语、诗句中感受春天，增加积
累。

2、咏春：从朱熹的《春日》中享受万紫千红的春天，感受春
的喜悦。

3、惜春：从春的喜悦中感悟春光虽美，韶华易逝，激励孩子
们求知。

4、绘春：将春情化为诗情，将诗情化为画意，描绘春天，赞
美春天。

教学设计的敲定是在前一天晚上，我刚接手三（4）班没有过
多的时间去分析学生的学情，对于小组讨论的成功与否我也
没有把握。但我自信我能够驾驭课堂。

带着这份自信，更带着一份期望，我和孩子们一起学完了这
一课。考虑孩子们，可能平时对课外语文知识的积累比较少，
因此，课前，我准备了些有关春天的好词佳句，让他们课前
读读，即增加积累又营造了一种“春的气息”。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听课的老师马上就找到了症结所在：

其次，读的不够，没有给学生充足的时间去读，教师亦没有
和学生一起亲近文本，导致后面的讨论成了空中楼阁，学生
亦是雾里看花，没了兴致。



第三，学生的主体性没有充分发挥，一开始教师就对学生不
信任，觉得他们想不出什么有关春的词语，诗句，于是自作
主张，提供一些美词佳句让学生读，结果学生读得不热情。
整个教学过程很少考虑学生的感受，分析学生学情，正如陈
主任所说“好像是上给听课老师看的”。结果连“底”都没
保住。

本来应是领着学生走进春天，结果却是领着听课老师到泗水
河畔，走马观花了一下，学生却还在春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