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塞教学设计教案(大全5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大家想
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以下是小编收集
整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出塞教学设计教案篇一

1、学会一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背诵课文

3、理解古诗的含义、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加强对古诗的感
悟能力。

理解古诗的含义，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学习理解、感悟古诗的方法，加强对古诗理解、感悟的能力

古诗教学的幻灯片

自主设计

由题导入

那么这首诗的作者就是善于写边塞诗的唐朝诗人王昌龄。

二、理解诗意

1、教师范读古诗，学生听准字音。

2、学生自由读诗，说一说读后的感受。



3、根据书下的注释，谈谈自己对古诗的理解。

还是秦朝的明月和汉朝的边关，到如今多少战士万里长征不
见归还。

如果英勇善战的李将军依然建在，绝不会让匈奴的兵度过阴
山的。

4、理解感悟诗意，把自己的感情融入古诗的朗读当中。

5、自由朗读古诗

6、指名读古诗。

7、完成课后练习一。

三、谈方法，讲感悟。

说一说自己理解、感悟古诗的方法，完成课后练习二。

四、学习积累古诗《塞下曲》

五、背诵古诗

六、作业

1、查找其他的边塞诗。

2、背诵古诗

板书设计：

出塞

王昌龄



秦时明月汉时关，

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

不教胡马度阴山。

出塞教学设计教案篇二

一、素质教育目标

（－）知识教学点

1．学会本课生字词，在理解每个词语意思的基础上，理解每
句诗的意思。

2．能结合当时的写作背景体会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二）能力训练点

背诵课文并默写一首古诗，进一步感悟理解古诗的方法。

（三）德育渗透点

感悟祖国灿烂的文化底蕴，激发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体会
青春易逝，时不再来，要勤奋求学的道理，克服嫉妒心理。

（四）美育渗透点

培养学生珍惜美好年华，体味边塞风光的壮美。

二、学法引导

（－）教师教法



谈话法，朗读法。

（二）学生学法

自学讨论法。

三、重点、难点、疑点及解决办法

（－）重点

理解诗句的意思，体会诗文的思想感情，并能有感情的朗读
每一首诗。

（二）难点

体会诗文的思想感情，引起心灵的共鸣。

（三）解决办法

加强朗读，以读促理解，以读促感悟。

四、师生互动活动设计

（一）教师活动设计

1．从故事入手，激发学生兴趣，同时交代时代背景，便于学
生理解。

2．启发学生交流自学成果，鼓励他们提出自己不懂的问题。

3．有重点地讨论学生提出的问题，相机点拨学生体会诗的意
境。

（二）学生活动设计



1．自己查找资料，自学古诗，并提出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

2．通过小组讨论解决自己提出的问题，不能解决的全班讨论
解决。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1．“三国”以后，魏国的第一个皇帝是曹丕，他有个弟弟叫
曹植，十分有才干，曹丕十分妒忌，所以总想加害他。有一
次，曹丕叫人把曹植叫到官中，命令他在七步之内作出一首
诗，否则的话就杀他的头。曹植又气又恨，轻踱七步，吟出
一首千古绝唱，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学的一首诗《七步诗》。

2．教师范读课文。

（二）交流自学情况，提出不懂的问题

1．你理解了哪些词句，说出来与大家共享。

持：用来（教师强调，与今天的意思不太一样。）

羹：用肉或某做成的糊状食物。（这是古义，今天不太常用）

漉：过滤。

豉：这里指煮熟的豆子。

以为：把……做成。（与今天意义不同）

箕：豆秸

釜：锅



泣：哭泣

2．试着说一说每句诗的意思。

3．你还有那些不懂的问题，提出来。

（三）归纳学生问题，集体讨论

1．曹植写这首诗的真正意思是什么？

（教师引导：结合当时的情况，想一想、曹植的这首诗是否
另有所指，指的又是什么，从而体会这首诗的比喻意义。比
如，“同根生”指什么，“相煎何太急”又指什么，联系前
边想一想，“豆”和“箕”又指什么……从而体会这首诗的
真正含义，体会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2．“汁”与后面的“泣”、“急”读起来并不押的，而古诗
对韵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教师直接讲解：这是由于古今字
音的变化引起的。“汁”在古代读入声，读音
与“泣”、“急”很相近。）

（四）反复朗读，体会感情

1．教师范读。

2．学生练习期读。

（五）体会写法

想一想，这首诗在写法上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再想一想，这样写有什么好处。

（六）背诵全诗，体会写法，内化感情。



（七）布置作业

背诵这首诗，向别人讲述这首诗的意思和有关它的故事。

第二课时

（－）学习《长歌行》

1．导入新课。

“行”是古代的一种诗歌形式，我们曾经学过那首诗？（背诵
《古朗月行》）今天，我们学一篇这样的诗歌叫《长歌行》。
这是一首汉乐府民歌。

2．交流自学结果。

（l）你理解了哪些词句，说出来与大家共享。

葵：一种蔬菜。（教师强调，与今天的意思不一样。）

朝露：早晨的露水。

日晞：露水被太阳晒干。

阳春：温暖的春天。

德泽：恩泽，恩惠。

秋节：秋天。

焜黄：草木枯黄。

华：同“花”（这叫通假字，两个字的意思在这里是一样的。
）



百川：众多的河流。

复：再，又。

徒：白白地。

（2）说说每句诗的意思。

（园中绿绿的葵菜叶上，早晨的露珠还在闪光。可是不久就
会被太阳晒干的'。温暖的春天广布恩泽，世间万物全都熠熠
生辉。常常害怕秋天的到来，草木枯黄，花衰叶落。百川都
奔涌向东，流入大海，什么时候能往西流呢？少壮的时候不
知努力，年纪大了只能白白的伤心。）

（3）提出不懂的问题，相机点拨，指导学生解决。

重点解决：这首诗表面上是在写景色，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
什么？

这首诗与《七步诗》在写法上有什么相同点？

这首诗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4）你最喜欢哪些句子，读一读，说说为什么喜欢？

3．有感情的朗读这首诗。

（二）学习《出塞》

1．读课文，解题。

塞：关塞，边塞。你怎么理解题目？

简介作者王昌龄，唐代著名的诗人。字少伯，很有才华，曾
中进士，擅长“七绝”，有“诗家夫子王江宁”之称。今天



学的是他最著名的一首诗。

2．教师范读课文。

3．交流自学体会。

4．提出问题，教师归纳，集体解决。

（l）秦时明月汉时关：（学生理解不了。教师提示讲解）这一
句应用了一种古修辞方法（“互文”），应当理解为“秦汉
时的明月，秦汉时的关”。也就是说，明月照在关塞上的景
象，自秦汉一来，一直如此。

（2）万里长征人未还；表面意思是，万里远征的人还没有回
来。实际上是说，战乱终年不止，远征的战士还没有返回家
园。

（3）教师简介“龙城”“飞将”“胡马”“阴山”等词语。
以利于学生理解这两句诗。

5．体会诗的意境。

（l）读了这首诗你有什么感受？（古代战乱不断发生，百姓苦
不堪言；盼望能有飞将军重出，救百姓于水火；这首诗意境
深远，言少意多。）

（2）你觉得这首诗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6．有感情地朗读这首诗，体会作者渴望出现英勇善战，体恤
士卒的将帅，巩固边防的心情。

（三）布置作业

背诵两首古诗，默写《出塞》。



附：板书设计

长歌行

葵露待日

百川不西归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出塞

秦时明月汉时关（以景抒情）

但使……不叫（联想言资料提供者：李丽

出塞教学设计教案篇三

一、激发兴趣，导入古诗。

1、播放投影“学习古诗的秘诀_诗读百遍，其义自现。”
（师：同学们，在今天这节特别的语文课上，老师送给大家
一件礼物，礼物就在电脑屏幕中，请每个同学把它深深地刻
在心里。下面把它大声地送给你周围所有的同学。）

2、师：带着这份学好古诗的秘诀，让我们共同来学习我国三
国时期著名诗人曹植所作的那首家喻户晓的——《七步诗》。
（老师板书课题和作者，并强调“曹”字是“每日一曲”的
字谜。）

3、师：课前我们已经预习了，能简单地说说曹植为什么要作
这首诗吗？（点名说，如果说不好，老师可以拿出早已准备
好的曹植作这首诗的背景资料）



4、师：那当时的情形到底是怎样的呢？让我们共同来观赏
《三国演义》中的精彩片断。（播放课件《三国演义》中剪
切的“七步诗”片断。）

5、师：这是一种怎样的时刻啊？（千钧一发、生死攸关等词）

6、师：那么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曹植到底作了一首怎样的诗
呢？请翻开书。

二、初读古诗，读熟古诗。

1、师：请同学们自由地读古诗，要求读准字音，注意字形。

2、点名读，老师相机指导。

3、齐读古诗。

4、老师强调重要的字形并在黑板上板书。（如：羹）

三、再读古诗，理解古诗。

1、师：请同学们再来读读这首诗，并试着理解诗的意思，老
师相信大家一定能读懂这首诗。

2、点名学生说说理解古诗的方法。

3、学生再次默读古诗，并理解古诗。

4、点名学生说说诗的意思。

5、教师点评，重点引导学生理解“萁、豆、根”之间的关系。
（老师拿出一根有着豆和根的整株实物，让学生观看，从面
得出萁和豆之间的关系，用诗的原词来回答就是：同根生。）

6、引导学生能理解到这首诗中作者用“燃萁煮豆”来比



喻“兄对弟的迫害”。

四、又读古诗，深入理解。

1、师：大家都懂了吗？这还不够，因为学习古诗不但要读懂
意思，还要走进诗人的内心世界，那么这首诗表达了作者怎
样的思想感情呢？你是怎么体会到的？请你边默读边思考。

2、点名读，并读出自己的感受。

3、重点引导学生从“煎”字来理解曹丕对曹植的迫害。（打
开关于“煎”的课件）

4、当然还可以从“泣”字来理解，当学生谈了自己的感受后，
还要让学生读出自己的感受。

5、重点引导学生理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句诗。

出塞教学设计教案篇四

1、教材简析

《出塞》是五年级上册第七单元的一篇课文，这首诗属于汉
朝乐府诗题，是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全诗反映了作者对驻
守边疆的将士们久征未归的同情，也表达了诗人希望朝廷起
任良将，早日平息边塞战争，使国家安宁的爱国主义情感，
是一首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佳作。王昌龄著有《出塞》
两首，本诗是第一首。

2、说教学目标：

小学语文课标明确指出，语文课程应重视语文的熏陶感染作
用，在发展语言能力的同时，发展思维能力、激发学生的想
象力。根据教学大纲对六年级语文教学的要求和高年级学生



的认知能力的现状，我确定了以下三个教学目标：

1、结合注释及工具书，自学古诗，了解古诗大意。

2、诵读古诗，展开想象，体会诗人丰富的情感，感受诗歌彰
显出的博大人性美。

3、课内外相结合，激发学生对唐诗的兴趣以及对祖国灿烂文
化的热爱之情。

3、说重点难点：

古诗教学的主旨是让学生在诗情画意中品味语言的韵律美，
在吟诵想象中感悟诗歌的意境美。教诗的最好方法便是诵读、
想象、因此，我把“指导学生有层次地读诗、通过想象，体
会诗人丰富的情感。”作为教学重点。

这首诗虽篇幅短小，但意境深远，第一、二句的时间，空间
跨度极大，而且采用了互文见义的修辞手法。“秦时明月汉
时关”应理解为“秦汉时的明月照耀秦汉时的边关”，根据
学生现有的认知水平，理解这一点有一定难度，因此我把正
确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作为教学难点。

4、说教学方法：

（1）想象法：美好的意境，总给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
古诗教学也是这样，古诗教学最忌一句一句地翻译诗意，因
此，理解诗意的最好方法便是激发学生的想象。本节课，我
一共安排了五次想象，帮助学生更本质、更内源、更切身地
感知诗歌的意境。

（2）以诗解诗法：为了使课堂更充实，提高40分钟课堂效率，
我以《出塞》为例。这为生打开了边塞诗的大门，借其它也
塞诗的名句丰富了学生的语感，知识与情感，并为理解本诗



做了很好的铺垫与引申。这种借鉴对比也是一种理解诗意的
捷径。

5、教具使用：

一堂精彩、成功的语文课也离不开多媒体课件的辅助作用，
我选择了精美的古诗配画，再配以如泣如诉的琵琶曲，激发
了学生丰富的想象、联想。在有着诗情、画意、音韵的课堂
中，学生的心智受到了启迪，情感受到了熏陶。

第一环节：想象解题，营造意境。

新课标明确指出，古诗教学要求学生大体把握诗意，想象诗
歌描述的情境，体会诗人的情感。“出塞”这个题目本身就
含有丰富的意象，课一开始，我便在学生理解“塞”的意思
之后，引导学生用一个词，一句话，一句古诗描述自己想象
的画面，从而感知边塞环境恶劣，战事的频繁。

第二环节：读准字音、读出节奏

古诗讲究韵律，读起来琅琅上口，作为小学教材中的必读课
文，更以其优美的节律与独特的意境著称，是小学生阅读、
赏析的典范。因此，我教这首诗的第一步骤，便是引领学生
读准字音，做到字正腔圆，教给学生简单的平仄规律，在老
师的范读、老师做手势学生读、学生读、这样有层次的读中，
指导学生把古诗的节奏读出来，先声夺人。

第三环节：读中想象，读出情感。

在新课标的指导下，古诗教学已由一字一句地教诗意转变为
通过看注释，通过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读，大体把握诗意。
古诗教学最忌一句一句地讲解诗意，可不讲诗意，怎样帮助
学生理解诗歌的内涵与情感？在解与不解之间，我找到了一
个更好的途径——想象。



在本节课，我一共安排了不同类型的五次想象：读诗后谈脑
海中的印象是一种再造想象；紧扣“人未还”谈想到的情景
是一种联想想象；听音乐写亲人的话是一种创造想象。此外，
在结尾的拓展读诗中，我还引导学生读古诗谈听到的声音，
这是一种声音想象，引导学生站在战士的角度揣度他们的心
理活动，那便是一种角色想象了。这里的种种想象，既是对
诗的整体性和生命性的一种小心翼翼的呵护，又是对诗的一
种具有个性化的深入解读。

第四环节：拓展读诗，读懂诗人

一首古诗便是作者生命中的一面镜子，透过诗，我们是可以，
也应该去了解诗人丰富的生命体验与情想世界的。如果还有
他的其他作品作以比较，补充，便会对诗人有更全面的认识。
因此，我选择了王昌龄的《出塞》（二）作为这堂课的补充
与延伸。通过对诗歌场景的想象，对我们情感世界的想象，
折射映衬出作者深厚的爱国情感。这样既与教学内容形成互
补，又紧扣热爱祖国的思想教育，可谓一举两得。

第五环节：回到现实，激励阅读

课的结尾，请学生思考自己对战争的看法，将课延伸到现实
中，延展到课外，体现了语文课的开放性，现实性。最后，
为学生准备了边塞诗的资料，为课外阅读提供了范本，把激
发学生阅读古诗的兴趣落到实处。

出塞

明月

关

人未



还

同情征人，渴望和平，热爱祖国

这样的板书既体现了诗在时间，空间上的广度，又体现了诗
人的情感世界，为学生理解诗歌意境发挥了积极作用。

出塞教学设计教案篇五

教学目标：

1．掌握生字词：葵，衰，煮，羹，煎

2．朗读，背诵古诗。理解诗词的意思。

3．体会诗人表达的思想感情。

教学重难点：1理解诗句的意思2诗人感情的把握

教学时间：二课时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整体把握

1．导言：我们曾经学过《古朗月行》，谁给大家介绍或背诵
一下？

2．简介“行”是诗歌的一种形式，今天，我们再学一首这种
形式的诗――《长歌行》。

3．这是一首古代乐府民歌。

二．朗读诗句，理解大意，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一）练习朗读

1．师范读，能力较强的同学范读。

2．学生自由练习朗读

3．指名朗读；齐读。

（二）理解大意，感悟作者的思想感情

1．自读自悟

小声朗读诗句，根据注释，逐句理解大意

2．小组合作：每人说出自己所理解到的内容，推选出最贴切
的理解，留待全班交流。

3．全班交流

（1）各组代表说出每句的大意，大家评议，教师点拨。

（2）启发：全诗讲了自然界的什么现象？（自然界万物从繁
盛到衰败的自然规律）你体会了什么？（光阴一去不复返）

（3）由此作者发出了什么样的感叹！（少壮不努力，老大徒
伤悲）

（4）结合实际，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三、练习有感情地朗读

四、练习背诵

五、识记生字：癸、衰



六、导入学习《七步诗》

1、刚才，大家学习《长歌行》时，非常认真，下面的时间我
们再来学习一首诗――《七步诗》。

2、谁知道关于《七步诗》的传说。（学生知道就由学生来讲，
如果不知道，由教师来做简单介绍。）

七、朗读诗句

1、教师范读；学生范读。（注意读出抑扬顿挫）

2、同桌间练习朗读，互相纠正读音、语气。

3、指名朗读。师生评议。

4、齐读。

八、品读诗句，想想每句诗的大意是什么？（可根据注释）

九、作业：把你对诗句的理解讲给你的家人听，请他们提出
意见。

第二课时

一、检查预习，弄懂诗句大意。

1、大家把你理解的诗句的意思讲给你的家人听后，他们有什
么建议或给予你什么样的.评价？（学生畅谈）

2、小组合作：在组内发表自己的见解，与同学交流。

3、全班交流：各组推举同学与大家交流，学生评议，教师点
拨。



二、理解诗句所表达的作者的思想感情。

2．作者为什么这样写？（比喻兄弟相残）

3．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对于兄弟之间手足相残的无奈与哀怨。）

4．练习朗读这两句诗。

三．练习有感情地朗读。

四．练习背诵。

五．教师总结：我们深深同情曹植的无奈，同时被他横溢的
才华所折服。也可看出封建社会的帝王之家为了争夺、捍卫
权势不惜手足相残的扭曲人性。

六．导入：下面我们再来学习一首非常熟悉的诗――《出
塞》。谁能给大家背诵这首诗？

七．指导有感情地朗读诗句。

八．根据注释理解诗文。

1．组内讨论：每人根据注释说说自己的理解，不懂的问题提
出来，大家商议。如解决不了，留与向全班同学或老师请教。

2．全班交流，并提出不懂得问题，大家商讨，教师点拨。

3．练习说出全诗的大意。

九．通过具体诗句，感受作者的思想感情。

1．介绍本诗的历史背景。



2．出示：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

读诗句，说说你体会到了什么？（表现诗人对朝廷不能抵御
外敌的一种失望，以及渴望出现“飞将军”李广式的英雄。

十．举行“赛诗会”。

类似《出塞》这样描述边塞军旅生活的古诗还有很多，你还
读过哪些？给大家背一背。

（全班可分男女生两组，进行比赛式背诵）

十一.作业：预习《草船借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