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古诗画教学设计(实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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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
友。

古诗画教学设计篇一

1、学习《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了解诗的内容和写作的时代
背景，体会诗人抒发的强烈的爱国之情。

2、通过学习，体会诗意，并能从内容想开去。

3、学习本课生字新词，并能正确读写下列词语：涕泪、洛阳。

4、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理解诗意，体会诗中所表达的强烈的爱国情感。

课前查阅收集有关杜甫的资料，了解他们的生活年代的情况。

两课时。

20xx年9月15日。

第一课时

一揭题。

1、我们再来学习另一位爱国诗人杜甫写的一首诗《闻官军收



河南河北》。

2、板书课题：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3、解题 ：闻：听。

指名汇报，对了解信息较多的学生可追问信息的来源并及时
表扬鼓励。教师出示相关课件。

1、用生字卡片检查生字读音。

2、指名读诗，正音。

1、自由读，借助字典、结合书上的注释，同桌互相合作，说
说诗句的意思。

2、汇报交流。

（1）“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初：刚 闻：听

剑门关外忽然传来收复蓟北的消息，刚听到这个消息，眼泪
就洒满了衣裳。

（2）“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却看：回过头来看。

妻子：夫人和孩子。

漫卷：胡乱卷起。

回过头来看看夫人和孩子，哪里还有一丝忧愁？胡乱卷起诗
书，我高兴得快要发狂。



（3）“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放歌：放声歌唱。

纵酒：尽情饮酒。

青春：春光，春天的景物。

在大晴天里放声高歌，畅饮美酒。趁着这春光的陪伴好回到
自己的家乡。

（4）“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即：就

我立刻就乘船从巴峡东下，穿越那巫峡的叠嶂，一路顺流而
下，一过襄阳，便一直奔向洛阳。

学生口述句意，教师出示课件作点评和补充。

3、引导学生体会诗人表达的情感。

（1）读了这首诗，你感到诗人当时的心情怎么样？原因是什
么呢？

（2）你是从哪些地方看出来的呢？

4、引导学生从诗中想开去。

（1）如果当时流漓在外的人是你，你听到这种好消息，你会
怎样表达你的心情？

（2）《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和《示儿》所表达的思想感情相
同吗？联系诗的内容说说你的体会。



5、配音，练习有感情地朗读。

1、出示《春夜喜雨》让学生齐读。

2、出示《春望》，指名朗读。

悲之切是因为国家未统一，失地未收复；喜欲狂是因为国家
收复了失地。一悲一喜，让我们鲜明地感受到两位诗人的拳
拳爱国之心。他们的确是著名的爱国诗人，留下了许多爱国
诗篇，请同学们课外收集来读一读，你一定会有更多的收获！

第二课时

1、体会诗中表达的思想感情，陶治爱美情趣，受到爱国主义
精神影响。

2、理解诗句意思，了解古诗叙述的内容，受到传统文化的艺
术熏陶。

3、结合学诗，培养学生的自学、想象、表达、创新能力。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并默写课文。

吟诵古诗，想象意境，体会诗中表达的感情。

结合时代背景，体会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1、引导学生回忆李白写的一首思念牵挂故乡的诗——《静夜
思》。

过渡：今天我们学习宋代诗人陆游写的一首牵挂祖国的诗。
（板题）

2、引导学生回顾学习古诗的一般方法，并自主确定本课的学
习目标。教师点拨。



（以旧引新自然，自主确定目标民主。）

1、读题质疑。示：告知，告诉。

引发思考：谁告诉儿子？告诉了儿子什么？为什么要告诉？

2、结合搜集的材料，介绍作者及写作背景。

1、试读，要求正确流利。

2、让学生结合注释，说这首诗主要写了什么内容？

运用掌握的学诗方法：读查连疑，弄清诗句内容，体会诗句
的文字美。

引导学生在理解诗意的基础上，充分练读；想象诗人临危时，
遗憾之至，叮嘱儿子时的情景，教师可通过放音乐，用语言
描绘，启发学生闭目想象，深悟诗情。

练习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1、默写《示儿》，互相检查。

2、用自己的语言描绘想象的画面及人物的语言。

《示儿》是南宋爱国诗人的临终绝笔。全诗文字言简意赅，
通俗易懂，似乎不费时力，就能让学生理解诗意，体会诗人
的一腔爱国热情。但是理解诗意并不难，学生读上几遍，再
疏通一下几个字的字义，如“元”、“但”、“定”等的意
思，学生就能理解个八九不离十了。但学古诗词，远不止理
解诗意那么简单。体悟诗人能过短短的二十八个字所表达的
诗情，才是重中之重。这首诗，以“悲”为感情基调，抒发
了诗人对收复失地，祖国统一的渴强烈望，爱国热情一表无
遗。但是要让学生真正地懂得陆游的拳拳爱国心，岂是一首
诗所能做到的。陆游一生追求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虽



多次遭受排挤、打压、却仍不改其报国之心。他一生写下了
大量的爱国诗篇，抒情言志。

所以，在学完《示儿》后，为了让学生更多更深入地了解陆
游的性情、陆游的志向，我又向学生出示了他的另两首诗：

《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 三万里河东入海， 五
千仞岳上摩天。

《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遗民泪尽胡尘里， 南
望王师又一年。

三首诗，写于不同的时期，写的内容也不尽相同；人老时，
做梦时，乃至临终时，诗人都在忧国忧民。三首诗表达了诗
人同一个情怀：一心为国、渴望祖国统一。

三首诗学下来，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为陆游强烈的爱国
情怀深深震撼了。陆游也成了学生心目中真正意义上的爱国
诗人。

古诗画教学设计篇二

1.认识“乞、霄、烛、晓”4个生字，会写“乞、巧、霄”
等8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古诗，背诵古诗。

3.了解诗中蕴含着的民间传说，并愿意讲给别人听。

教学重难点：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古诗，背诵古诗。

3.了解诗中蕴含着的民间传说，并愿意讲给别人听。

1.生字卡片、教学挂图、古典音乐。

2.收集牛郎织女和嫦娥奔月的故事。

教学课时：二课时

谈话导入，激发兴趣

1.同学们已经学了很多古诗，谁愿意把你喜欢的古诗背给大
家听？

2.同学们背诵的这些古诗，有的描写大自然的美景，有的反
映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友情等，而今天我们学的这两首古诗
却取材于民间神话传说。

3.板书课题，理解“乞巧”。

a.认读“乞”，组词：乞求、乞丐等。

b.联系课后资料袋理解“乞巧”。

自主学习，初步感知

1.自由朗读，读正确、读流利这首诗。

2.同桌互读互查。

3.出示生字卡“霄”，认读、组词，与“宵”区别。（留给
学生自己发现，为《语文园地八》中的“我的发现”留下伏
笔）



4.尝试读出诗的节奏韵味。

再读感悟，品味诗意

1.学生自读自悟。

2.小组合作，根据课后资料袋和“牛郎织女”的故事来理解
诗意。

3.全班交流，吟诵诗句。

练说促背，趣味识记

2.小组练习。

3.进行比赛。

识字写字

1.自主识字，仔细观察怎样写好字。

2.教师范写“乞、霄”，学生练写。

拓展阅读

阅读《寒食》《元日》《清明》等以节日为题的古诗。

复习导入

1.比赛背诵《乞巧》。

2.听写“乞、巧、霄、渡”4个字。

3.出示课题《嫦娥》，学生讲关于嫦娥的故事。



自主学习，感悟诗意

1.按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诗，可轮读、大声读、同桌合作读、
自读等。

2.默读质疑。

3.按自己喜欢的方式感悟诗。

a.可查字典理解字词来理解诗句。

b.联系收集的资料和同步阅读中的“嫦娥奔月”的故事来理
解。

c.可小组合作，也可独立自悟。

4.有感情朗读诗。

a.生练读。

b.师指导朗读。引导学生配乐，边想象情景边朗读。

背诗比赛

1.练习背诵。

2.组内比赛。

3.各组随机抽查比赛。

识写生字

1.认读生字。



2.指导书写。教师范写“屏”。

同学们，如果说嫦娥奔月的故事反映了古代人们渴望飞天的
梦想，如今，我国的“神舟5号”飞船已实现了这个梦想。假
如你乘坐飞船登上月球，见到广寒宫、嫦娥，见到环形山等
等，又会演绎出怎样的富有现代特征的神话故事呢？请
用“广寒宫、嫦娥、“神舟5号”飞船、运动会”等词语编写
一个想象故事。

板书：

乞巧

乞—气

宵—霄

课后反思

1、努力实现课内向课外的延伸，拓宽语文的学习空间。

2、未有挖掘诗的情感，才能让学生真正读出诗的神韵。

古诗画教学设计篇三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学会本课生字。理解生字组成的词语。

3、能解释诗句中的词语，并说说诗句的意思，体会作者表达
的感情。

4、凭借课文具体的语言材料，感受古诗美的意境，使学生受
到自然美和艺术美的熏陶。



理解诗句意思。

感受古诗美的意境，使学生受到自然美和艺术美的熏陶。

两课时。

第一课时

一、揭示课题

二、初读课文

1、教师读课文，学生感知课文。

2、学生自读课文，学习生字词。

3、检查自学情况。

（1）指名读，注意音韵节奏。

（2）生字词。

焚烧千捶万击墨梅乾坤

三、学习《石灰吟》

1、指名读。

2、理解诗句的意思。

（1）逐字逐句的理解。

捶：敲打。击：撞击。若：好象。

等闲：平常事。人间：人世间。



（2）说说阵首诗的意思。

3、看图想象意境，体会感情。

4、指导朗读。

5、小结。

四、总结学法，自学《墨梅》

1、总结《石灰吟》的学习方法。

（1）理解字词。

（2）说说诗意。

（3）看图想象。

（4）朗读体会。

2、学生自学，教师巡视指导。

3、师生讨论。

（1）理解字词。

吾：我。淡墨痕：素净雅洁。夸：夸赞。

清气：清香之气。乾坤：天地。

（2）指名说说诗意。

（3）看图想象。

（4）朗读体会。



4、小结。

五、作业

感情朗读课文。

第二课时

一、复习检查

1、指名朗诵《古诗两首》。

2、说说这两首诗的大意。

二、背诵课文

1、听录音，轻声朗读课文。

2、看图朗读，体会诗歌的意境。

3、自由练读，背诵。

三、总结课文

1、这两首诗分别抒发了作者什么样的感情？

2、这两首诗在写作上有什么特点？

四、教学生字词

1、指导书写。

2、学生描红。

五、作业



1、读一读，写一写。

焚烧清白洗砚乾坤

2、解释诗句。

（1）千捶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2）不要人夸颜色好，只流清气满乾坤。

古诗画教学设计篇四

古诗二首

课时两课时

第1、2课时

学习目标（三维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背诵两首古诗。

2、学会本课生字、新词，理解诗句的意思，体会诗句的意境，
明白古诗阐述的道理。

3、学会观察的方法，乐于把观察所得表达出来。

4、在两首古诗的对比学习中，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

学习重难点

教学重点：理解诗句的内容，体会诗中所蕴含的哲理。

教学难点：理解身在最高层和身在此山中对事物的认识有什
么不同？



学习准备

多媒体课件，学生搜集相关资料

学习过程环节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互动修改意见

导入环节

第一课时

师生互动，探究新知。

学生自学之后小组讨论交流。

齐读古诗。

学生汇报。

学生串讲诗意。

自由朗读感悟。

学生讨论交流，体会情感。

学生小组讨论、交流、反馈。

齐读古诗。

二、整体通读，想象诗境。



1、自由读这首古诗，要求读正确，读通顺。学生读后借助工
具书和所查的资料自学。

2、交流、讨论、相互帮助，大致说说诗句的意思。（遇到有
困难的地方作上记号）

3、指名读古诗，听一听，是否读的正确、通顺。

4、全班齐读这首古诗，边读边想诗写了什么。读后交流作者
资料、写作背景。

三、分步解读，感悟哲理。

（一）学习《登飞来峰》

1、图文结合理解句意。

（1）小组试说。

（2）指名汇报。

（3）小结

4、还有大量而丰富的教学相关资讯！名串讲诗意。

5、从哪里看出作者站在最高层站得很高？

(1)品读前两句：“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自己放声朗读，进一步想像作者所描绘的情景，体会诗人的
情感。

指名有感情的朗读。

过渡：前两句用夸张的手法极言塔高。



（2）品读后两句：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后两句“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直抒胸臆，
仅仅十字，境界全出。

6、学生质疑，重点解读：

（1）引导学生体会诗人当时的情感。（补充诗人的写作背景。
）为什么用“不畏”？你从中体会到什么？（练习“王安石
变法”进一步理解）

（2）乍听起来，是在谈论观赏风光的体会，抒发自己的壮志
情怀。可一寻味，便会从中领悟到一条人生哲理。有感情的
朗读全诗，谈一谈你从中悟出了什么道理？（引导学生讨论、
交流、反馈）

7、体会诗的写作特点：借景抒情，借情喻理。

8、带着感悟有感情齐读《登飞来峰》。

课堂小结

学生谈收获。

说说学了这首古诗，你有什么感想？

古诗画教学设计篇五

《十五从军征》这首乐府诗描述的是一位少年从征65年后返
回故里的情景。这首诗没有华丽的修辞，只是用极其朴实的
语言，塑造了栩栩如生的形象，揭露了封建兵役制度给劳动
人民造成的苦难。

《出塞》一诗是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王昌龄所作。《出塞》



一诗描绘了边关无良将驻守，致使匈奴频繁入侵的情况，表
达了诗人对战乱的痛恨和对良将的思慕。

六年级的学生，已经有一定的古诗学习经验。故此文表面意
思的理解完全可以教给学生自主学习，对于一些难以理解的
词语，教师可以加以点拨。由于学生学过的诗大多以写景状
物为题材，对反映古代战争的这两首诗在理解上有一定的难
度。要求学生在课下查找一些有关乐府诗、诗人王昌龄
及“飞将军”李广的资料，可以辅助学生理解时代背景。

渗透学法以自读为主。在明了诗意的基础上理解诗文的内涵，
其中适当渗透有关诗文的课外知识，引导学生对诗的内容及
表达的情感作浅易的欣赏，不作繁琐过细的分析。在赏析的
过程中鼓励学生大胆质疑，共同交流、各抒己见，培养学生
探究学习的意识和主动学习的习惯。

1、把握诗歌的感情基调，能够有感情地朗读诗歌。

2、能运用联想和想象，深入诗歌理解诗句含义，体会诗歌的
艺术风格。

3、理解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不幸，加强对和平生活的热
爱。

4、体会边塞诗的风格，培养学生对祖国文学的热爱之情。

1、借助字典或相关资料了解诗句的意思。

2、展开想象，感受诗意，体会诗人的情感。

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课前搜集有关乐府诗、王昌龄、李广的有关资料。

两课时



一、导入课题：

我国古典诗词源远流长、浩若繁星。在这笔丰厚的文学遗产
中，反映战争的作品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下面，我们看一看
今天要学习的这两首诗歌又是从哪方面反映战争的。

二、交流资料、了解背景：

学生交流课前收集的有关乐府诗、王昌龄、李广的资料。

师补充。

三、理解诗意、诵读体会：

（一）初读,逐句理解诗句的意思

1、自读。

2、指名读，正音。

3、借助工具书理解重点词语。

象、狗窦、雉、旅葵、舂谷、贻、秦、关

4、把自己对诗句的理解说给同伴听。

（二）再读，整首理解，提出疑问

1、用自己的话说说整首诗的意思。

2、大胆质疑、共同交流。

（三）品读下列句子体会诗歌表达的感情

1、“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杂树，井上生旅葵”



2、“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

3、“但佼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四）诵读，表达自己对诗歌的理解

1、学生带感情练读。

2、指名朗读，师生评论指导。

3、带感情再读诗歌。

（五）比较这两首诗的不同，深入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思考交流：这两首诗各是从什么角度出发写战争的？分别表
达了怎样的思想感情？

小组内交流，全班汇报，教师小结。

（六）拓展延伸、提升品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