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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
美的教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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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五年级篮球课教案篇一

【译文一】

回想我早年由科举入仕历尽苦辛，如今战火消歇已熬过了四
个周星。

国家危在旦夕恰如狂风中的柳絮，个人又哪堪言说似骤雨里
的浮萍。

惶恐滩的惨败让我至今依然惶恐，零丁洋身陷元虏可叹我孤
苦零丁。

人生自古以来有谁能够长生不死，我要留一片爱国的丹心映
照汗青。

【译文二】

我一生的辛苦遭遇，都开始于一部儒家经书；从率领义军抗
击元兵以来，经过了整整四年的困苦岁月。

祖国的大好河山在敌人的侵略下支离破碎，就像狂风吹卷着
柳絮零落飘散；自己的身世遭遇也动荡不安，就像暴雨打击
下的浮萍颠簸浮沉。



想到前兵败江西，（自己）从惶恐滩头撤离的情景，那险恶
的激流、严峻的形势，至今还让人惶恐心惊；想到去年五岭
坡全军覆没，身陷敌手，如今在浩瀚的零丁洋中，只能悲叹
自己的孤苦伶仃。

自古人生在世，谁没有一死呢？为国捐躯，死得其所，（让
我）留下这颗赤诚之心光照青史吧！

【译文三】

祖国的.大好河山在敌人的侵略下支离破碎，就像狂风吹卷着
柳絮零落飘散；

想到去年五岭坡全军覆没，身陷敌手，如今在浩瀚的零丁洋
中，只能悲叹自己的孤苦伶仃。

自古人生在世，谁没有一死呢？

为国捐躯，死得其所，（让我）留下这颗赤诚之心光照青史
吧！

【译文四】

回想我早年由科举入仕历尽辛苦，

如今战火消协已熬过了四年。

国家危在旦夕恰如风中纷飞的柳絮，

个人身世遭遇好似骤雨里的浮萍。

惶恐滩的惨败让我至今依然惶恐，

零丁洋身陷元虏可叹我孤苦零丁。



自古以来有谁能够长生不死？

我要留一片爱国的忠心映照史册。

【译文五】

艰苦的生活经历是从读书做官开始的，

以薄弱的兵力与元军苦战了四年。

大宋江山支离破碎，像那被风吹散的柳絮，

自己一生时起时落，如同水中被雨打的浮萍。

去年在惶恐滩头诉说心中的惶恐，

而今在零丁洋上慨叹孤苦零丁。

自古以来谁能永远不死，

留下这颗赤诚的心光照史册。

【译文六】

（人教版语文八下第25课翻译）

我由于熟读经书，通过科举考试，被朝廷选拔入仕做官。

在频繁的抗元战斗中已度过四年。

大宋国势危亡如风中柳絮。

我一生坎坷，如雨中浮萍漂泊无根，时起时沉。

惶恐滩的惨败让我至今依然惶恐，



零丁洋身陷元虏可叹我孤苦零丁。

自古以来，人都不免一死，但死得要有意义，倘若能为国尽
忠，死后仍可光照千秋，青史留名。

小学五年级篮球课教案篇二

首先说教材，我要从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重点、教学
难点四个方面来分析。

本节课教学内容是人教版四年级下册第四单元《小数的意义
和性质》中的第一节第一课时小数的意义，共三个例题，分
别教学在解决实际问题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用“进一法”和
“去尾法”取商的近似值。两道题计算出来的结果都是小数，
根据实际情况瓶子数和礼品盒数都必须是整数，因此要取计
算结果的近似值，在取近似值时，不能再机械的使用“四舍
五入”法。而是要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舍”还是“入”。
教学中，不要求学生掌握“进一法”和“去尾法”的概念。
而要求学生能根据实际情况掌握这些求商的近似值的方法。

学习了新课标，学习了高效课堂教学理念，根据本节课特点，
我制定了如下教学目标：

1、能根据实际情况选用“进一法”和“去尾法”取商的近似
值，进一步巩固小数除法的知识。

2、引导学生经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过程，提高学生灵活解决问题的能力。

3、通过解决实际问题，让学生多角度思考问题，培养学生的
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并在活动中积累解决实际问题的
经验。

4、使学生感受到数学知识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激发学生学



习数学的兴趣。

目标明确了，我又确定了如下的教学重难点。

根据实际情况用“进一法”和“去尾法”取商的近似值是我
这节课的教学重点。

教学难点是真正理解用“进一法”和“去尾法”在解决实际
问题中的意义。以上是我的教材分析，下面我再来说一下教
法：

新课标对数学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本课的教学中，我
选用了自主探究法、交流讨论法、小组合作学习法和引导归
纳法。本节课要解决的问题都是贴近学生生活的问题。放手
让孩子们自主探究，在汇报交流时，让学生们大胆说出自己
的想法，不仅锻炼了学生的数学表达能力，也体现了以学生
为主体的教学理念。适时选用小组合作学习，让每一个孩子
都真正参与到课堂中来。教师积极引导孩子们探究，进行归
纳总结，积累解决问题的经验。

教法的正确选择有助于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学法的选择有利
于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

本节课我在学法上选用了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的
学习方式，以学生为本，还课堂以学生。提供各种机会，让
学生们独立思考，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适时采用小组交流
研讨的方式合作学习。让学生经历思维冲撞过程，体验到探
索数学的乐趣，获得成功的喜悦。从而真正让孩子们乐学、
会学、善学。

下面我再来说说教学过程：

1、创设生活情境，激趣导入。



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我设计了小强买书这个贴近学生生活而
且计算难度不大的问题引入。学生很轻松地做出了解
答，“同学们你们可真棒！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用小数除法
的知识来解决问题。”教师的鼓励让孩子带着自信去迎接本
节课的新知识。

2、探究新知

出示例12第一小题时，我是这样说的“小强的妈妈遇到了一
个问题，你们能帮忙解决吗？”学生高兴地说“能”。出示
课件：小强的妈妈要将2.5千克香油分装在一些玻璃瓶里，每
个瓶子最多可盛0.4千克。学生自由读题后，很快发现没有问
题，我们根本没办法解决呀！刚才的兴奋变成了疑惑，怎么
办呢？很自然地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学生不难提出“小强
的妈妈要准备几个瓶子？”这个问题，“问题有了，现在能
解决了吗？”学生兴趣高涨“能！”“好，做做看！”我直
接放手让学生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学生自主解决后，出现了
不同的答案，（2.5÷0.4=6.25个、2.5÷0.4≈6
个、2.5÷0.4≈7个）。学生之间出现了矛盾，讨论开始
了。“得到6.25个的同学就说，2.5除以0.4直接得到6.25个，
瓶子个数应该是整数，得6个的同学说我用了四舍五入法，不
对， 6个瓶子根本装不下2.5千克油，应该用7个瓶子等
等。”在这个环节鼓励孩子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敢说出自
己的想法就是好样的。让他们的`思维冲撞，最后讨论的结果
是都同意7个瓶子了。然后我就总结学生们的新发现，要用7
个瓶子，并顺势归纳出“进一法”。根据实际情况，不管小
数部分是多少，都要向整数部分进一，这种取近似值的方法叫
“进一法”。

在这个过程中，让孩子们真正经历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数学思维过程，自主探究解决问题的
方法，从而积累数学活动经验。这样大胆的开放性的教学设
计，让学生们兴致勃勃，也让孩子们的创造性和探索性得以
开发。



然后我又说：“刚才你们提的问题是‘小强的妈妈要准备几
个瓶子？’现在老师也想提一个问题，你们能不能帮忙解
决？”学生们的兴趣再次高涨“能！”我的问题是这样提
的“可以装满几个瓶子？”有了前面的交流讨论，学生们异
口同声地说 “是6个”， 于是我追问“得数是6.25，答案是
装满6个瓶子，如果得数是6.5、6.8、6.9呢？”学生依然很
清楚的回答“还是6个”。于是我顺势总结去尾法：根据实际
情况，不管小数部分是多少，都要去掉小数部分的尾数，这
种取近似值的方法叫“去尾法。教材是在第二小题学习去尾
法，而我是在第一小题的问题设计上，由“小强的妈妈要准
备几个瓶子”，过渡到“可以装满几个瓶子”。在取近似值
时很自然地由进一法过渡到了去尾法，这样就让学生真正感
受到一定要根据实际问题决定是“舍”还是“入”。这样灵
活创造性地使用教材，让学生在两个问题的对比中认识了进
一法和去尾法的不同，感受到数学的魅力。

接着出示了例题的第二小题：（王阿姨用一根25米长的红丝
带包装礼盒。每个礼盒要用1.5米长的丝带，这根红丝带可以
包装多少个礼盒？）

3、课堂练习

课堂练习的设计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我设计了3道题，
让学生进一步巩固进一法和去尾法，并要求学生写出规范的
解题过程。学生非常聪明，算到了整数部分后，就开始思考
是用进一法还是去尾法了，速度明显加快了。这时我不会忘
记及时表扬学生，和孩子们一同分享收获新知的快乐。

第二个层次我安排了辨一辨，让学生根据实际情况熟练地判
断出用进一法还是去尾法，并感受到进一法和去尾法在活中
广泛应用，积累丰富的数学活动经验。

下面我再来说一下板书设计，我的板书简单明了，重点突出。
标题解决问题（2）的下面是“进一法”和“去尾法”六个字，



六个字下面分别是例题的规范解答过程。

以上就是我的说课内容，希望各位老师、各位评委多提宝贵
意见！谢谢！

附：

练习一：

练习二：

1、一件衬衫要钉8个钮扣，100个钮扣能钉多少件衬衫?

2、现在有煤32吨，如果东风牌汽车每次只能运5吨，这些煤
要几次才能运完？

4、每套衣服用布2.2米，50米布可以做多少套这样的衣服？

5、五年级26位同学去公园游玩, 每5人坐一条船，需要租几
条船?

6、夏铭用彩纸折叠纸飞机，每5张纸折一架，34张纸可以折
几架？

小学五年级篮球课教案篇三

各位领导、各位评委：你们好！我是4号考生，今天我说课的
课题是“小数的意义和读写方法”（板书：课题），下面我
将从说教材、说教法和学法、说设计理念、说教学过程四个
方面来进行说课。

）

本课是苏教版五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第一课时的教学内容。在



此之前，学生已经初步认识读写一位小数，本节课让学生继
续认识小数的意义和读写方法，是进一步学习小数四则运算
的基础。

本课教材首先呈现了丰富的日常生活素材，依据元、角、分
之间及米、厘米、毫米之间的关系，让学生借助已有的生活
经知识验理解两位、三位小数的意义和读写方法；同时，教
材十分关注分数、整数与小数之间的内在联系，注意利用迁
移规律，引导学生紧密结合分母是10、100、1000…的分数理
解小数的意义。最后，教材的练习部分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引
导学生把小数应用到生活中，进一步丰富了对小数意义的理
解，发展学生的数感和应用意识。

根据课标要求、教材特点、学生心理发展水平以及他们的认
知基础，我确定本节课的教学目标为：

1．在现实情境中，能初步理解小数的意义，学会读写小数，
体会小数与分数的联系。

2．在用小数进行表达的过程中，感受小数与生活的联系，增
强数学学习的兴趣。

3．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提高学生的探究、归纳、推理等能
力。

这样的目标设计打破了传统知识教学的模式，从只注重知识
本身，转化到同时也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和情感体验，让教
学目标更加全面、合理。

根据教学目标、教材特点与学生实际，我确定本节课的：

教学重点：理解小数的意义，学会读写小数。

教学难点：理解小数的意义。



新课程标准指出，教师是数学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与合作
者。基于此，我准备采用的教法是直观演示法，情景体验法
和点拨法。从表象到抽象，感性到理性的设计层次符合小学
生的认识规律，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学法上，学生是数学学习的主人，在学习过程中学生情意、
认知、思维的参与状态和参与度是决定教学效果的主要因素。
因此，我贯彻的指导思想是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
具体的学法是合作讨论法、尝试与体验法、练习法。

此外我准备用多媒体手段辅助教学，准备 等教具与学具。

根据新课程标准要求，我在本课教学中力求体现以下四点：

（一）、活动化的教学形式。数学教学的本质应是活动的教
学，我会尽可能地创设时空让学生进行观察、操作与探索。

（二）、生活化的教学内容。课标要求学生的数学学习内容是
“现实的”，我会注重让学生在已有的生活经验和知识基础
之上学习数学、理解数学。

（三）、自主化的学习方式。教育不能禁锢人，只能引导人
全面、自由、积极的生成。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力求倡导
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引导学生独立探索，相互交
流，大胆创新。

（四）、情意化的情感体验。教学中我会注意创设轻松、和
谐、平等的教学氛围，始终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热情
和自信心等情感因素的培养，并将它们有机整合在教学中。

为了切实落实教学目标，有效突破重点、难点，本节课我设
计了“创设情境，激趣引思”“主动参与，探索新知”“巩
固练习，内化知识”“课堂总结，拓展延伸”四个教学环节。



一、创设情境，激趣引思。

我设计了一个冲突情境来引入新课，羊村长带着懒羊羊同学
在逛超市，由于羊村长没戴眼镜，想让懒羊羊帮它念出信封
的标价，（课件出示信封的标价）而懒羊羊念不出来！同学
们，你们知道这标价表示什么、该怎么念吗？让我们通过本
课的学习来帮一帮懒羊羊吧！

二、主动参与，探索新知

（一）出示例一，直观感知

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思考并交流另外两幅图中的小数表示
的意义。

通过学生的交流展示，让学生重点体会到： 0.05元表示的
是5/100,0.05读作读作零点零五（在多媒体上演示出0.05的
读法）；0.48元是48分，48/100元还可以写成小数0.48元，
读作零点四八，它们都是小数。

（二）、教学例2，抽象概念，揭示意义

多媒体出示米尺，引导学生直观感知把1米平均分成100份，
每份是1厘米。1厘米等于1/100米，还可以写成0.01米。

请同学们思考：把 4厘米、9厘米写成用米作单位的分数和小
数各是多少呢?

学生通过观察比较后发现：分母是100的分数可以写成两位小
数。

（三）深化探索

分母是100的分数可以写成两位小数，那么分母是1000的分数
呢？



那7毫米、15毫米写成用米做单位的分数和小数各是多少?大
家试试吧。

小结：请大家观察这一行分数和对应的小数，你又有什么发
现?

引导学生发现：分母是1000的分数可以用三位小数表示。

小结提问：谁来说说这样的分数与小数有什么联系呢?

学生回答：分母是10、100、1000……的分数可以用小数表示。
(课件出示)

教师适时小结：一位小数表示十分之几，两位小数表示百分
之几，三位小数表示千分之几。

三、巩固练习，内化知识

(一)基本练习

1．学生做课后的“试一试” ：你会用分数和小数把涂色部
分表示出来吗?

学生完成后， 选其中—个小数请学生说出表示什么意义。并
通过上下对比观察，再次强化：分母是10、100、1000的分数，
分别可以用一位小数、两位小数、三位小数来表示。

2．快速抢答。“练一练”中的1、2题和练习五的第4题。

（二）发展性练习

1. 个人自由在一定大小的方格纸上涂色，同桌互相考查，分
别用小数表示出涂色和空白部分。

四、课堂总结，拓展参与



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了小数，通过这堂课你有什么要和你
的小伙伴分享呢？

今天的课外作业是【小小测量家】查一查我国篮球巨星姚明
的身高，和量一量自己的身高，并用分别小数表示出来。

小学五年级篮球课教案篇四

我说课的内容是青岛版六年制小学数学四年级下册第四单元
《小数的意义》。小数的意义是本单元的重点难点，它是建
立在分数的意义的基础之上，认识小学是学生对数的认识的
又一次拓展，对学生来说，小数所表示的意义与他们的生活
经验还有一定的距离，学生在把小数的意义和分数的意义联
系起来理解有一定的困难。

新课程标准指出，通过数学学习，使学生能够获得适应未来
社会生活和进一步发展所必须的、重要的数学知识，以及基
本的数学思想方法和必要的应用技能。结合教材特点及四年
级学生的实际水平和心理特点、认知规律。我确定以下教学
目标和重难点：

（1）、知识与能力：

1、能正确读写小数，理解和掌握小数的意义；

2、能较正确的进行十进分数和小数之间的互化；

4、通过探索小数的意义，让学生体会知识间的内在联系。

（2）、过程与方法：

利用小数和十进分数的联系，让学生理解小数的意义，并充
分利用直观图形将抽象的意义和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形象化。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让学生体会知识间的内在联系和小数与实际生活的密切联系。

我确定本课的重难点是：理解和掌握小数的意义。

四年级的学生已具备了一定的数学知识和获取知识的能力。
为了实现教学目标，更好 突出重点，我准备采取以下教学法：
谈话法，小组合作学习法、创设情境法和练习法。通过创设
情境、独立思考、组织交流、点拨释疑、巩固运用等程序展
开教学，让学生主动参与获取知识的过程，调动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根据本课的要求，我
准备了课件。

本课的教学可以分为以下四个环节：

（一）、复习旧知，导入新课

此环节通过让学生做以下习题，复习分数的意义及整数的数
位的相关知识。相机教师导入新课：我们已经认识了整数和
分数，今天我们来认识数的大家庭中的又一名新成员——小
数。（板书课题）这样设计为学生接下来学习小数 的意义，
小数部分数位和计数单位的学习打下基础。

（二）、探索新知

这一环节又可分为五步：第一步：通过让学生说出在生活中
哪些地方见过小数？你知道这些小数表示什么意思？从而让
学生认识到小数和分数有密切的联系，也一定程度上消除了
学生对新知识的陌生感。

第二步：出示1.52、0.25、0.365、121.32这些小数让学生读
同时教师板书：



1.52读作一点五二

0.25读作零点二五

0.365读作零点三六五

121.32读作一百二十一点三二

这时教师指出：小数中间的点叫做小数点，（板书）以小数
点为界，小数点前面的部分叫做整数部分，后面的部分叫做
小数部分。此时，让学生讨论：小数读法和整数的读法有什
么不同点和不同点？全班交流后，使学生明确：小数的整数
部分就按整数的读法来读，小数部分依次读出各个数字即可。

第三步：小数的写法。教师读数让学生在练习本上写出来，
写完后集体订正，总结小数的写法。

第五步：引导学生认识数位顺序表。出示数位顺序表，让学
生观察：从这个数位顺序表，你可以读出哪些信息？引导学
生得出小数点左边依次是个位、十位、百位……表示几个一、
几个十、几个百……，小数点右边依次是十分位、百分位、
千分位……分别表示几个0.1、0.01、0.001……。

（三）、说巩固练习

（四）、说课堂小结

通过今天这节课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

小数的意义是本节课的重点和难点，所以板书出来，这样设
计，重点突出，一目了然。

以上是我和说课内容，恳请各位专家老师提出宝贵意见，谢
谢。



小学五年级篮球课教案篇五

1、反复诵读，背诵并默写这首诗。在诵读中理解诗句含义与
全诗大意。

2、感受诗中蕴含的爱国情怀。

3、自主合作探究，互动交流。

【教学重点】

结合写作背景，理解作者复杂的思想感情，背诵默写全诗，
能够运用诗中的爱国名句。

【教学难点】

解读诗中“零丁”的多层意思，拓宽阅读视野。

【教学安排】一教时

【教学步骤】

一、导入新课，初读，感知大概的诗意。

(学生熟读三遍。教师纠正节奏不妥之处。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提问：你们觉得整首诗属于哪一种感情基调的?学生回答。教



师点拨：“零丁”多指人的心情或处境。题目中“零丁”又
是什么意思呢?——地名零丁洋。整体意思——文天祥路过零
丁洋。此时的文天祥为何会在零丁洋呢?——学生结合注释会
回答“不是”，作者此时被元军俘获，是作为俘虏押解路过
零丁洋的。

二、了解诗人资料、创作背景，弄清诗歌的感情基调。

由此可见，此时的文天祥成为阶下囚，心情自然是零丁的、
痛苦的。诗是在这样的境遇中创作的。那么这首诗该用怎样
的感情，语调去读呢?——应该读出无比沉痛的感情，一种深
深的悲凉，一种孤苦伶仃。同时，本诗的感情有些复杂，比
如诗的尾联不同前面，蕴含一种高亢激昂的感情，不再
有“零丁”之感了。

二、分析诗句内涵，明确诗歌主旨。

1、学生用现代汉语翻译全诗，教师点评。

【今译参考】

回想我早年由科举入仕历尽苦辛，

如今战火消歇已熬过了四个周星。

国家危在旦夕恰如狂风中的柳絮，

个人又哪堪言说似骤雨里的浮萍。

惶恐滩的惨败让我至今依然惶恐，

零丁洋身陷元虏可叹我孤苦零丁。

人生自古以来有谁能够长生不死，



我要留一片爱国的丹心映照汗青。

2、理解分析诗句含义。

(1)首联：回顾个人和国家两件大事。文天祥是个饱读诗书的
人，参加科举，进而踏入仕途。他与元军苦战四年，并未能
挽救南宋灭亡的命运。此时，南宋大部江山已落入敌手，自
己也兵败被俘。眼看大势已去，诗人不禁悲从中来。

(2)颔联：运用比喻的修辞。从国势上看，山河破碎，南宋王
朝在元军的攻逼之下覆亡在即，一如风中柳絮。自己也是一
生坎坷，当初做官曾因得罪权贵而屡被罢斥;起兵抗元之后，
多次兵败。如今部下将士牺牲殆尽，亲人被元军俘获，自己
孤零一人，身陷敌手，一如风雨吹打的浮萍，无所依托。

(3)颈联：前一句是追忆过去。后一句是慨叹眼前。诗人将地
名与自己的感受结合起来，巧妙地用在诗句当中，仿佛这两
个地方就是诗人的写照，也有了与诗人一样的感情。用语双
关。

(4).尾联：他视死如归，舍生取义，充分体现了他的民族气
节。有着不屈的精神与气魄。

总结：悲伤，悲痛，悲愤，悲壮，舍生取义——再读诗歌。

3、把握诗的主旨

师：一个“零丁”牵出文天祥的惶恐路，更道出了文天祥的
零丁情，究竟是怎样的惶恐路，又是怎样的零丁情呢。在这
首诗中文天祥到底想表达什么样的情感呢，请同学们，结合
具体语句进行分析?我们了解了文天祥的惶恐路和零丁情。让
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也不禁为之动容。

三、拓展阅读：文天祥的《正气歌》序言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
间短窄，污下而幽暗。当此夏日，诸气萃然：雨潦四集，浮
动床几，时则为水气;涂泥半朝，蒸沤历澜，时则为土气;乍
晴暴热，风道四塞，时则为日气;檐阴薪爨，助长炎虐，时则
为火气;仓腐寄顿，陈陈逼人，时则为米气;骈肩杂遝，腥臊
汗垢，时则为人气;或圊溷、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时
则为秽气。叠是数气，当之者鲜不为厉。而予以孱弱，俯仰
其间，於兹二年矣，幸而无恙，是殆有养致然尔。然亦安知
所养何哉?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
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
正气歌一首。

【参考译文】

三、教师总结：同学们，“零丁”是一种境遇，他可以让人
困惑，可以让人麻木，可以让人消沉，但“零丁”更是一种
使人涅槃的动力。正如文天祥在狱中所作的《正气歌》所说的
“天地之间有正气”同时化用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希望同
学们都能成为一个具有“正能量”的人。

五、课堂背诵默写这首诗。

六、布置练习作业：见蓝色习题。

七、板书设计：见涂红字样

八、教学反思

1.文天祥(公元1236—1283)，男，汉族，自号文山、浮休道
人，吉州吉水人，(今江西吉安)。原名云孙，字履善,又字宋
瑞。《过零丁洋》选自。这首诗是宋帝赵禹祥兴二年(1279)，
文天祥在五坡岭(在广东省海丰县北)兵败被俘后囚禁时写的。

2.《过零丁洋》诗中语意双关的“天然妙对”是：，。



“惶恐”“零丁”用于双关，有两层含义，

一指，二是和。

诗句的意是：，。

3.《过零丁洋》诗中表达诗人的民族气节和舍身取义的生死
观的句子是：，

。这两句诗慷慨激昂，采用的方式，表明诗人的决心，崇高
的和的爱国情怀。

4.《过零丁洋》诗中借用的修辞手法，表现国家多难、个人
浮沉的诗是：，

。特点是：以形象的比喻描写。诗句意思是大宋的江山支离
破碎，像那被风吹散的柳絮;，。

这两句连用，暗示

5.这首七律诗的首联写了作者个人和国家有关的哪两件大
事?(1)

(2)

6.你知道中国历史上有哪些“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雄人物?
举二例说明：

答：

(1)人物事迹

(2)人物事迹

7.“辛苦遭逢起一经”中“一经”指的是



汗青：指。(古代用竹简书写，先把青竹简用火烤干水分，以
便书写和防蛀，叫汗青。)

丹心:。

干戈：泛指。

【参考答案】

附加题：(一)必做题

1、从本诗所写的内容来看，这首诗属于()

a、状物诗b、述志诗c、叙事诗d、写景诗

2、“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运用了修辞手法，
它的作用是

。

3、利用两个带有感情色彩的地名来抒写诗人忧虑不安心情的
句子是，

;以激励人心的议论表现诗人高尚的爱国情操和舍生取义的生
死观的诗句是，。

4、对这首诗赏析有误的一项是()(3分)

a、一二句诗人回顾平生，但限于篇幅，在写法上是举出科举
入仕和大战告捷一首一尾两件事以概其余。

c、五六句喟叹更深，以遭遇中的典型事件，再度展示诗人因
国家覆灭和自己遭难而颤栗的痛苦心灵。



d、末二句则是身陷敌手的诗人对自身命运的一种毫不犹豫的
选择。这使得前面的感慨、遗恨平添了一种悲壮激昂的力量
和底气，表现出独特的崇高美。

5、简要说说本诗表现了诗人什么样的思想感情?

(二)选做题

6、文天祥拒绝降元“留取丹心照汗青”，是个有骨气的人，
你能举出类似的事例吗?

7、你还能写出哪些透着铮铮骨气的名句?

8、写一段课后反思：(只有会反思的人，才能在学海中畅
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