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古诗词三首教学设计六年级课(精
选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古诗词三首教学设计六年级课篇一

一、教材把握：

教材简析：

精读课文《落花生》，是一篇叙事散文，真实地记录了作者
小时候的一次家庭活动和所受到的教育。课文着重讲了一家
人过花生收获节的情况，通过谈论花生的好处，借物喻人，
揭示了学习花生不图虚名、默默奉献的品格的主旨，说明人
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表
达了作者不为名利，只求有益于社会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
许地山始终没有忘记父亲对他的教诲和希望，他以“落花
生”作为自己的笔名，时刻激励自己，做一个有用的人，并
用行动实践了这一心愿，成为优秀的作家。

设计理念：

1、根据语文新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正确把握语文教育的特
点。《落花生》这篇课文，要抓住重点句子，引导学生加深
理解，让学生学得充分，学得深刻。学习时教师应抓住父亲
所说的这几句话，作为学习该文的突破口，深入理解课文内
容。



2、教师要善于质疑，设置悬念，让学生多角度、多方位地去
思考和解决问题，才能培养学生求异性思维。这篇文章的写
作特点是借物喻人，赞扬的是落花生奉献精神。落花生没有
努力去炫耀自己，而是默默地生长，虽外表不好看，但它有
用，有益于人类，有着内在的美，有一种默默奉献的精神。
文章否定的是那种“外表好看，而没有实用的东西”。

3、在学习该篇课文时，应该积极倡导学生自主、合作、探究
的学习方式通过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充分激发学
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全面提高语文素养。

二、过程方案：

教学目标：

1．能分角色朗读课文，朗读中体味情感，并能在合作与探究
中提高自主思考能力。

2．理解课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学习花生不求虚名、默默奉
献的品格，懂得“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
别人没有好处的人”的道理。

3．初步了解借物喻人的写作手法，能学习作者由落花生领悟
到做人的道理的写法。

教学重点：理解父亲赞美花生的话的深刻含义，懂得应该做
一个有用的人。

教学难点：1、理解父亲赞美花生的话的深刻含义。

2．初步理解详略得当和借物喻人的写法。

课时安排：一课时

课前准备：制作多媒体课件



教学方法：在朗读中品味，在探讨交流中提高

教学过程：

一、激情导趣，揭示课题

1．老师出个谜语，看看谁能猜出它是哪种植物。“根根胡须
入泥沙，自造房屋自安家，地上开花不结果，地下结果不开
花。”（花生）

2．出示花生的课件，板书课题，学生齐读课题，教师解题：
花生又叫落花生，因为花生的花落了，子房柄就钻到士里长
成花生，所以叫落花生。

二．初读课文，理清记叙线索

1、教师提问引导：课文围绕题目写了哪些内容?请同学们用
简练的话概括出来。

（全文写了种花生、收花生、吃花生、议花生）

2、分开层次，确定重点

请学生们结合文本找到种花生、收花生、尝花生、议花生的
相应段落。（种花生、收花生、尝花生共用了2个自然段，议
花生用了13个自然段，借以引出本文详略得当的写作手法）

3、确定学法

“种花生、收花生、尝花生”略学，“议花生”详学。（情
景引入：一起回到一家人谈花生的夜晚）

三、读中感悟，突破难点

1、想象情景，学生自由读再分角色朗读一家人谈论花生的部



分

2、教师提问：从这段对话中知道了花生的哪些好处？（榨油、
味美、价钱便宜）

3、重点读父亲的两次对花生的评价

父亲第一次谈论花生：“花生的好处很多，有一样最可贵：
它的果实埋在地里，不像桃子、石榴、苹果那样，把鲜红嫩
绿的果实高高的挂在枝头上，使人一见就生爱慕之心。你们
看它矮矮地长在地上，等到成熟了，也不能立刻分辨出来它
有没有果实，必须挖起来才知道。”

（课件出示花生和其它果实的图片并完成表格，请学生画出
写花生及其它果实特点的词语，教师在对比讲解中让学生明
确花生的特点。并帮助学生抓住关键词语“埋在地里”“鲜
红嫩绿”“高高地挂在枝头上”“矮矮地长在地上”等进行
分析，体会花生的默默无闻，朴实无华。)

4、学生再读父亲的话，体味父亲的话。要求学生把二者的不
同读出来，并分角色读出他们的不同生长特点。

5、随机提问：他们有着不同的生长特点，但他们的相同之处
在哪呢？（激发学生兴趣，畅谈自己的想法）

四、合作探讨

1、学生自由交流想法，思考父亲的话的深意。

2、师生探讨“落”的好处。（落到土里才结果，更能体现出
花生不图虚名，默默奉献的品质。）

3、学生齐读父亲第二次议花生部分并交流作者听了父亲的话
后的感受。请学生说出对父亲话的理解，并用相应的句式来



表现：

所以你们要像花生，他虽然，但

五、拓展延伸：

1、引导提问：

如果给你一个选择的权利，你愿意做什么样的人？如果你不
能选择呢？（启发学生思考花生的价值，进一步懂得做一个
有内在的人的重要性）

2、师引导，生举例：生活中的落花生，由课文走进生活，进
一步教育孩子要做有用的人，学习花生的品质。

4、略讲借物喻人的写作手法，并适当举例。

六、总结全文，深化主题

1、学生齐读最后一自然段，读出作者的感受，即“深深的印
在心里”

2、出示作者简介，引出许地山的一句话，做有用的人。作者
受父亲的启发，所说的这段话是全文的中心所在。它从正反
两方面说明了做人的道理，赞扬了脚踏实地、埋头苦干、谦
逊朴实、不计名利、有真才实学而不炫耀自己的人；赞扬了
一切默默无闻，为人民多做好事，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批
判了那些只求表面，贪图虚名，不学无术，对社会没有用的
人。父亲的教导深深印在作者的心上，“落花生”的精神贯
彻在他一生的做人、写作和教学之中。

3、练习：

写一写你身边像落花生一样的人的故事。



七、板书设计：

落花生

主次分明

种花生--收花生--尝花生--议花生

借物喻人不图虚名、默默奉献

[《落花生》教学设计(人教版五年级上册)]

古诗词三首教学设计六年级课篇二

1、了解作者的身世经历及生活时代。

2、掌握词的内容，体会词的意境。

3、领会词中作者流露的思想感情。

二、导入

王国维曰：明月照积雪、大江流日夜、澄江静如练、山气日
夕佳、落日大旗中、中天悬明月、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此等境界可谓千古奇观。求之于词，则纳兰容若塞上之作，如
《长相思》“夜深千帐灯”……差近之。

三、作者介绍

纳兰性德(1655—1685)字容若，满洲正白旗人。清康熙十五年
(1676)进士，官一等侍卫。生平避谈世事，故词也主要写离
别相思及怨夏悲秋等个人生活感受。词的风格直抒胸怀，婉
约清新；但过多哀思，情调消沉。

四、朗读课文



1、正音：更聒。

2、注释

榆关：山海关的别称。

那畔：那边。指关外。

帐：指护卫皇帝军队的营帐。

更：古代夜间的计时单位。一夜分为五更。

聒碎：搅碎。聒，嘈杂。

五、感知理解

纳兰性德推崇南唐李煜，词风清丽自然，缠绵悱恻，反映到
这首《长相思》上，虽然写旅途思乡，也写得悠长动情。

词的上片从“山一程，水一程”的叠用，来说明身离故乡之
远。下片以“风一更，雪一更”气候上的转变来渲染作者此
时孤寂情怀。风雪打断了他思乡之梦，懊丧之余，他更加怀
念故园的宁静详和，作者于清丽哀婉之中又不乏边寨之雄奇
风情的描述，这两者结合到一起，就升华了羁旅怀乡的主题。

六、赏析加点字

1、“一”字赏析：上下片的前两句均用“一”字，不但对仗
工整，使文字呈连续不绝之势，词风更加缠绵。

2、“身”字赏析：点明身处之地及方向，“身”与心相对，
身向榆关，而心却在关内，表明作者心系故园。

七、感悟课文



1、作者在词中描绘了什么样的景物，你能确定是哪里的景物
吗？

山水、山海关、风雪、千帐灯、故园。

2、体会出这词中蕴含的思想感情？表达羁旅怀乡的感情。

八、知识归纳

长相思，词牌名。内容多写男女或朋友久别思念之情，故名。
双调三十六字，平韵。

九、【思考题】

【参考答案】这首小令用白描手法写跋山涉水的辛苦行程，
写塞外风雪载途、荒凉苦寒的景象，写野营露宿的难眠之夜，
层层渲染征人凄恻缠绵的思乡之情，语言朴素，感情真挚，
可谓真切自然。

古诗词三首教学设计六年级课篇三

设计理念：

语文，是洋溢着灵性的美！语文教学，是教师、学生和文本
之间在平等交流中来感受和积累这一美的过程。中国古代经
典诗词，更是灵性与唯美的集中体现，所以理解这首词时要
让学生借助注释，结合画面展开丰富的想象，体会诗人的心
情，读出诗的韵律美，体会诗的内涵。在感悟诗词要多
去“会”、去“意”、去“悟”，少一些支离破碎的分解，
多一些体验诵读！

教学目标

1、学会文中生字，能从字正腔圆的、通顺流畅的朗读过渡到



情感诵读，培养语感。

2、通过想象画面、情景体验和诵读的方法，体验诗人身在征
途、心系故园的矛盾心情，感悟相思之情和人性之美。

3、初步了解诗词的特点，引导学生学会学习古代经典诗词的
方法。

教学重点

在想象、情景诵读中，体验诗人身在征途、心系故园的矛盾
心情，感悟相思之情。

教学难点

在想象中构建“征途”、“故园”情景，体味“思乡情”。

导学案：

1、读准这首词。能正确读写“榆关、那畔、千帐、聒碎”等
词语。

2、借助注释、查阅资料、工具书等，感知这首词的意思，能
用自己的话讲述诗句的意思。

3、边读诗词边展开想象，体会作者在征途中是怎样的情景，
心情是什么样的？

4、背诵古诗。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板书课题，之前我们已经读准了这首古诗，现在我们再来读，



要注意诗的节奏，做到字正腔圆。

二、品悟古诗

1、过渡语：长相思啊长相思，作者为什么要如此的长相思呢？
学词只有印象和感受还不行，这还需要走进词人的心灵世界。
现在请大家在走进课文，细细感悟作者的内心世界。

2、你都是用哪些方法理解古诗，总结（多读几遍、借助注释、
结合插图）

3、学生自由理解。

4、师：说说作者的“身”在哪里？（板书：身在征途）

征途中，作者是怎样的情景？

展开联想，构建“征途”意象。

开放思维，创造想象，描写浪漫生活，构建“故园”意象。

小结：一个远离，一个牵挂，远离越久，牵挂越长，征途越
远，相思越长，所以题目是《长相思》。

5、师谈话：美好而浪漫的画面和场景，却在现实中破碎，在
征途中破碎，只有“聒碎乡心梦难成”（板书：碎）

指导悟读。谁来再读读《长相思》？

在这里，没有鸟语花香，没有杨柳依依，春暖花开，没有亲
人的关怀和问候，只有————

在这里，没有（学生写的场景）只有————

6、齐读。山一程，水一程，程程都是——长相思，风一更，



雪一更，更更都是——长相思，请同学们想象画面，进入作
者身在征途，心系故园的心灵，齐读《长相思》。

三、拓展升华

交流资料：纳兰性德(1655—1685)字容若，满洲正白旗人。
清康熙十五年(1676)进士，官一等侍卫。生平避谈世事，故
词也主要写离别相思及怨夏悲秋等个人生活感受。词的风格
直抒胸怀，婉约清新；但过多哀思，情调消沉。

四、课堂总结：

收集思念家乡的其他古诗词。

板书：

长相思

身在征途

心想故园

古诗词三首教学设计六年级课篇四

教学目标：

1、了解诗歌有关知识。

2、品味语言，体味诗歌意境。

3、有感情地反复诵读并熟练地背诵。

4、领会诗歌中蕴含的节奏美，提高诗歌的鉴赏能力。

教学重难点：



品味语言，体会意境，领会诗人在诗歌中所表达的感情。

教学方法：

诵读法、探究法。

学情分析：

在课前我让学生收集一些有关乡愁的诗歌，教学中我尽量在
教学中采用让学生朗读的方式去领会这首小令跟我们呈现出
来的节奏美，让学生还原诗歌中的画面来领会诗中展现的图
画美，领会诗人表现的游子的思乡之情。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七百多年来，人们说起“乡愁”，就会想到这篇作品。因为
它极其出色地运用了景物烘托的写法，将抒怀主人公置于特
定氛围中，使主观意绪和客观环境达到了高度的统一。这是
一篇抒情作品，仅用28个字，就生坳地表现出一个长期漂泊
他乡的游子的悲哀。

二、解题

“天净沙”是曲牌名，“秋思”是题目。元曲是我国古代诗
歌中的一种体裁，兴于元代，又称散曲。马致远，元代著名
散曲家，早年热衷于功名，却屡不得志，经历了漂泊生涯20
余载，本曲是这种漂泊生涯体验的结晶，是作者用血和泪写
成的，是元曲中的“绝唱”，元人誉之为“秋思之祖”。

三、朗读诗歌

1、师配乐范读



2、学生齐读

3、学生给诗歌划分节奏，注意重音：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4、学生配乐朗读

四、学生合作探究

1、学生闭目，随着教师的描绘想像这幅画面，感悟内容，体
会思乡之情＿＿

深秋的黄昏，一个风尘仆仆的游子，骑着一匹瘦马，迎着一
阵阵阵冷飕飕的西风，在古道上踽踽独行。他走过缠满枯藤
的才树，看到暮鸦在树梢上盘旋，昏鸦要归巢了；他走过横
架在溪流上的小桥，看到“小桥流水人家”，炊烟缕缕，是
一派清雅、安适的景象。这时太阳就要下同了，太阳也要回
家了还没有找到抽空的地方，迎接他的又将是一个漫漫难熬
的长夜。唉，自己有家难归，令人心碎肠断，更添悲愁。问
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2、学生交流自己想像的画面，及作者所表达的学生的思乡情。
学生根据作品提供的信息作笔画，加深思考。

3、四人为一组，讨论以下问题：

（1）这首小令前三句十八个字，写了哪九种景物？你认为这
样做有何好处？

（2）体会篇末所写的：“断肠人”应是怎样的人？

以上问题由学生讨论，师适当点拨，共同明确：



（1）这首小令共写了藤、书、鸦、桥、水、家、道、风、马
九种景物，一字一词，一字一景，真可谓“惜墨如金”，但
是凝练而并不简陋，九种景物名称之前分别冠以枯、老、昏、
小、流、人、古、西、瘦等表现各自特征的修饰语，使各个
景物都带上了鲜明的个性，又使本来互不相干的事物，在苍
凉的深秋暮色笼罩下，构成了一个统一体，简约之中见出深
细。

（2）独在荒凉的古道上，顶着西风，骑着瘦马前行，太阳下
山了，伤心的人正在天涯漂泊，还没有找到投宿的地方，迎
接他的又将是一个漫漫的长夜，不禁悲从中来，肝肠寸
断。“断肠人”就是漂泊在天涯极度忧伤的旅人。本句揭
示“秋思”的含义，至于游子为什么漂泊到这里？他究竟要
到哪里去？这些言外之意，尽可听凭读者去想象。

（3）这首小令旨在表达天涯沦落人的凄苦之情，但人的感情
是抽象的，难于表达，作者运用传统的寄情于物的写法，把
这种凄苦愁楚之情，刻画得淋漓尽致，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这些有形可
感的事情，具有明显的深秋色彩，与无形的抽象的凄苦之情，
有相通之处，用有形表现无形，使人感到具体生动。

4、齐声朗读并背诵诗歌。

五、拓展延伸

让学生交流自己搜集的诗歌，可展开朗诵比赛，以提高朗读
水平。各小组展开竞赛，看谁背诵的诗歌多。

六、总结

这首小令仅用28个字就是道德表现出一个长期漂泊他乡的游
子的悲哀，除了最后一句，全都是景语，而字字却是扣
着“情”来写，古人说：“凡景物，皆情语”，《天净沙秋



思》堪称景中有情，情中有景，情景妙合无痕的杰作。人们
说起“乡愁”就会想到这篇作品。

七、作业

展开想像，将《天净沙.秋思》改写成一篇散文。

郑仁法

[天净沙秋思教学设计(人教版七年级上册)]

古诗词三首教学设计六年级课篇五

1.识记本课四个生字并正确书写、运用.

2.体会诗人借不同景物抒发情怀的写法.

3.感受诗人暗藏于诗中无限的思乡之情.

课前准备

1.了解王安石的生平.

2.了解宋朝诗人张籍、清朝纳兰性德.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导游介绍，激趣导入

(出示地图，标明“瓜洲”“京口”的大略位置.)

1.谈话：今天老师给你们当导游，好不好?



a．“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镇头.”这首传唱了千年的
歌谣向我们介绍的是瓜洲.瓜洲位于江苏省扬州南面，长江北
岸.川流不息的长江水见证了瓜洲的兴衰，瓜洲曾经是“江北
重镇、千年古渡”.

b．而“京口”不仅是东汉吴国第一古都，更是文气洋溢的灵
秀之地.许多诗人在此留下了千古绝唱的诗句：王昌龄的“洛
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苏东坡的“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课件展示诗句.)还有一首广为传诵的就是--
王安石的《泊船瓜洲》.

2.板书诗题，读题.

3.过渡：为什么人们喜欢这首诗呢?先去读一读吧.

整体感知.直奔重点

1.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古诗.

2.指名读，正字音.尤其注意“一水间、数重山、照我还”.

3.反复多读几遍这首诗，结合课文注释，想想诗句的意思.你
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4.指名交流.(我觉得诗写得很关，写出了诗人想念家乡的感
情.)

5.你最欣赏诗中的哪一句呢?

赏析诗句.感悟诗境

1.刚刚同学说得最多的就是这句诗，(课件出示“春风又绿江
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生齐读.)



2.能说说为什么喜欢这句诗吗?(指名答.)

3.有同学说，这句诗写出了江南美丽的景色.那就和你的同桌
再互相读一读，说一说：在你的头脑中出现了怎样的一派景
色呢?想到什么说什么.

4.同桌之间互读、练说.

5.指数名学生说.

6.小结：你们的回答很精彩!原来短短一句诗可以在人的头脑
中出现这么多不同的画面，文字的魅力真是无法想象.

7.那就用朗读把感受表达出来吧.小组内练读，指名读.

8.听了同学们的描述，我仿佛看见了一派色彩斑斓的绮丽风
光.

种“绿”色呢?仔细观察书上的插图，对你会有所帮助的.

9.指名答.(在江岸两边大面积出现的是草地、树木、青
山……)

1◆.是呀，作者放眼望去，看见了--

练习题：你能填入表示不同绿色的词吗?

近处()的小草()的柳树，远处()的树林()高山.(学生口述)

11.诗人此时正遇早春时节，站在小船上举目四眺，满眼皆是
绿色，让作者明显地感受到春天到了.

12.可别小看了这个“绿”字，它仅仅是告诉你春天来了吗?
它还能让你感受到什么呢?



13.指名答.(感受到春天里的“绿”有着层次关，远近各不相
同；“绿”还写出了春天景物的变化……)

14同学们理解得多丰富呀!把你感受到的“绿”读出来吧.男
女生赛读.

15.小小的“绿”字却有大大的文章!引导阅读“资料袋”，
介绍王安石推敲用“绿”字的故事.

16.听完“绿”字的故事后，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指名答.)

17.小结：是呀，一位如此优秀的诗人能为了一个字修改十多
次，难道我们在平时的习作中不能做到吗?“世上无难事，只
怕有心人.”

18.这首诗正是因为这个故事，让人们更加赞赏.那就让我们
一起读出你的赞叹吧.

品评诗句.升华情感

1.过渡：这么美的绿，这么迷人的风光，谁不想多看两眼?谁
不想留恋其中?诗人和我们一样陶醉在景色中忘乎所以了
吗?(指名答.)

2.诗人想回哪里去?诗中的家乡是指哪儿?引导从课题“泊船
瓜洲”和诗句“钟山只隔数重山”等处理解.

3.你能在地图上找到它大概的位置吗?先好好读读古诗.

4.学生上台指明.(老师点击课件，显示“钟山”的位置.)

简介：王安石的父亲曾在江苏南京为官，王安石是在那里长
大的，对钟山即现在的南京

有着深厚的感情，可以说那里是他的第二故乡.



5.你从哪里能读出诗人急切地想回到家乡呢?

6.引导学生从“一水间”“只隔数重山”“又”“何时照我
还”这些词句理解.(指名答.)

7.练习读出诗人无限的思乡情绪和急切盼望回家的感情.

回归整体.深化体验

1.这真是“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漂泊在外的游子对家
乡是多么的牵肠挂肚呀!让

我们一起再来有感情地朗读这首诗.

2.练习背诵.

……更让我们惊叹的还是他对文字的讲究，一个“绿”字令
人不得不佩服他的风范!

第二课时

乐调情

1.播放歌曲《故乡的云》.

读入情

1.读一读《秋思》和《长相思》，要求读准、读通，看看注
释或借助字典查不懂的词.

2.指数名学生读，正音.(注意读准“意万重”“聒”.)

3.看看诗词的题目，你能发现什么?(指名答.)

4.这相同的两个“思”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感情呢?和你的伙伴



一起反复读上三遍之后，再好好想想.

5.读了这么多遍，让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任选一首说.(指数
名答.)

品悟情

1.诗人那浓厚的化不开的思乡之情，都藏在哪个句子中呢?默
读，画出来.

2.指名答.

3.“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从这句诗中你读懂
了什么?

4.学生同桌互相说一说；指名说.

5.指导朗读，读出诗人满腹惆怅、心事重重的感觉.

6.这句诗中诗人是借什么景物来抒发情感的呢?(指名答.)

7.你能用自己的话说说下面那句诗的意思吗?小组内交流.

8.引读“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

9.这一次又一次的封信、拆信、封信的过程，让我们深深感
受到了诗人对家乡亲人的

挂念.

1◆.就让我们一起走入作者的情感中，去感同身受一番
吧.(齐读.)

12.小组内讨论交流，各抒己见.



13.全班交流，师引导注重体会“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
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议深情

1.学生任选一首配乐背诵.

2.在你背诵时，眼前出现了怎样的画面呢?(指名答.)

一背这首感人的诗词吧.

记生字

1.找到本课四个生字，读读相关句子.

2.说说你有什么好办法记住它们?(指名答.)

3.指导书写：都是左右结构的字，注意写得左窄右宽.

4.学生练写.

[古诗词三首--泊船瓜洲、秋思、长相思(网友来稿)教案教学
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