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诗说课稿特等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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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我给大家
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吧。

古诗说课稿特等奖篇一

（一）教材分析

《马诗》是唐朝诗人李贺的作品，前两句描写了边塞肃杀的
风光，后两句以马喻己，表达了渴望受到赏识、为国家建功
立业的愿望；《石灰吟》是明朝爱国诗人、名臣于谦的作品，
托物言志，以石灰自喻，表明自己不怕牺牲、坚守高尚情操
的决心；《竹石》是清朝诗人郑燮的作品，通过描写竹子的
品质，表达自己刚直不阿、正直不屈的高风亮节。本课是本
年级第四单元的第一课，紧扣单元主题：查阅相关资料，加
深对课文的理解。需要学生更多了解诗人生平，理解诗歌情
感，对培养学生的理解发掘能力有很好的启发作用。

（二）教学目标

1.会写“络、锤”等4个生字。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默写《竹石》。

3.结合注释，边读边想象诗中的情景，感知诗的大意，体会
诗人表达的情感。

4.查找资料，加深对诗的理解，了解诗的表达方法。

（三）教学重难点



重点：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默写《竹石》。

难点：

结合注释，边读边想象诗中的情景，感知诗的大意，体会诗
人表达的情感。

根据设定的教学目标，这节课我采用的教学方法有：

1.朗读法

古诗需要充分朗读、熟读成诵，有感情朗读。本课的古诗是
三首气势坚定的诗，因此主要采用学生跟读、有感情朗读和
自由朗读等形式，要求学生在理解诗中情感的基础上读出气
势。

2.发现点拔教学法

本课的诗语言简单朴实，学生可以自行理解，但是在情感把
握上，需要更上升一层，因此我采取发现点拨教学法，让学
生自己主动参与学习。

3.多媒体辅助教学法

古诗说课稿特等奖篇二

因此根据古诗基本特点，我认为可以对古诗教学进行如下教
学：

2、指导古诗学法，读懂诗句，让学生品味语言美。品味语言，
首先读懂语句。古诗的语言有它自身的特点，如语句浓缩、
意思跳跃、成分省略、词序倒置等，这些都是学生学古诗的



障碍。根据小学生的特点，帮助其疏通理解，教给古诗学法-
分词连序法：一是分词解义，逐词逐句理解字面意思及在本
诗中的含义；二是按现代汉语规范进行连序翻译。古诗学法
具体概括为七个字：扩、留、补、换、调、嚼、连。

扩：浓缩的词语要“扩”，将单音词扩成双音词，使意思明
显化、具体化。

留：古今通用的词语要保留。

补：诗句中省略的成分要补上，使之通顺。

换：古今用法不同的词语要更换。

调：词语的顺序颠倒的要调整。

嚼：诗中关键、传神的、富有哲理的词句引导学生细心咀嚼、
品味。

连：将各句中解释的词语连起来翻译。

所以，在教学中教师要指导古诗学法，讲中有导，导中有练，
启发学生悟法用法。另外在以后的古诗教学中，教师还要注
意点拨指导，学生运用巩固学法。

古诗说课稿特等奖篇三

2、 能力目标：全班分成两小组合作完成本首诗的学习，对
照目标，在老师的帮助下制作幻灯片，展示学习成果，培养
学生的合作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信息技术能力。在过程理
解掌握古诗的学习方法。

3、情感目标：有感情地朗读和背诵古诗，体会诗人表达的思
想感情，感受诗人与汪伦的深情厚意。



1、掌握学习古诗的一般方法

2、理解“桃花潭花深千，不及汪伦送我情”

简明扼要，直接进入课文。

古诗说课稿特等奖篇四

今天我说课的题目是古诗《牧童》。孔子曰：xxx不学诗，无
以言。xxx学习古诗，不仅让学生了解了丰富多彩的祖国文化，
丰富学生的语言，发展想象，还可以培养学生的诗学素养。
今天我将以浅薄而又真诚的见解，谈谈我对《牧童》这一课
的教学构想。我将从xxx说教材xxx、xxx说学情xxx、xxx说教学
法xxx、xxx说教学过程xxx、xxx说板书设计xxxxxx说教学预期
和反思xxx这六个方面来说课。

(一)说教学内容

《牧童》是人教版五年级下册第二组第五课《古诗词三首》
中的一首诗。本组教材是以童年为专题来编排教学内容的。
《牧童》是唐代诗人吕岩所作，吕岩也就是民间传说中的八
仙之一吕洞宾。整首诗向我们展示了一幅鲜活的儿童晚归休
憩图：草场、月夜、笛声、牧童，像一幅恬淡的水墨画，使
我们的心灵感到宁静。全诗意境优美，用词活泼，情趣盎然。
生动的表现了牧童悠闲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

(二)说教学目标

根据本单元的目标和学生的学情，以及古诗教学的特点，我
确定了以下目标：

1、熟读并背诵古诗，感知古诗大意。

2、使学生体会到诗中画面的优美意境，并从中感悟到诗人对



悠闲自在、安然自乐的生活状态的向往。

3、通过学习，使学生感受童年生活的情趣和快乐，感受中华
语言的精妙。

(三)说教学重难点

本诗通俗易懂，所以我确定本课的教学重点是xxx使学生体会
到诗中画面的优美意境，并从中感悟到诗人对悠闲自在、安
然自乐的生活状态的向往。xxx同时这也是学生学习的难点。

五年级的学生已学过很多古诗，他们能借助注释、工具书、
想象画面等多种方法来读懂古诗的大意。对学习古诗抱有一
定的热情，但有时，对诗歌背后蕴含的诗人情感还不能深刻
地体会到。虽然本节课学生只能经过二十分钟的预习，而且
手中无任何工具书，但因为本诗字面上的意思比较浅显，所
以在课上，我淡化了对诗意的讲解，直指重难点。从今天的
课堂来看，学生抓关键词语的能力还不够，品词析句能力也
有些欠缺。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xxx儿童是用色彩、形象、声音来思维
的。xxx教学本首诗，我重点运用xxx情景教学法xxx、xxx设景
想象教学法xxx,借助多媒体课件与音乐来创设学生乐于接受，
能走进其间的意境的课堂氛围，使学生在多向互动的情境中
阅读、感悟、表达与创新。

此外，我还采用了xxx诵读法xxx、xxx重点字词剖析教学法xxx
进行教学，在下面的教学过程中将作详细阐述。

我主要从以下四个环节展开教学。

(一)音乐引入，走进《牧童》

课前，我先播放了一首悠扬的笛子独奏《小放牛》，让学生



欣赏。随后引导学生想象画面，并由以前学过的古诗《所见》
引出课题《牧童》，并板书。

这样的安排，简洁明快，不但消除了学生上课伊始的紧张感，
又让学生从音乐中感受到一种笛声所特有的美感，形成了xxx
未成曲调先有情xxx的课堂基调，课堂教学也因学生的入情而
进入了积极的状态。

(二)三读古诗，品味意境

歌是唱出来的，诗是诵出来。诗只有用心朗诵，才能彰显它
独特的韵味。在此，我采用了xxx诵读法xxx,设计了三xxx
读xxx环节：

1、一读字正腔圆

学生初读本首诗时，我要求学生读准字音，读通诗句。重点
读写xxx蓑xxx字，突破读写的难点。

2、二读抑扬顿挫

在学生读准读通诗句的基础上，我告诉学生：诗歌更讲究节
奏，读诗要读出它的抑扬顿挫，读出它的变化，才能读出它
的美。

3、三读诗中意境

通过以上两个环节的练读，学生大多已能熟读古诗，并初步
感知古诗大意。此时，我引导学生进行更深层次的读——品
读古诗。我鼓励学生，不仅要读懂诗意，还要想象画面。

xxx三xxx读古诗环节，我力图将学生置于阅读的的主体地位。
用不同形式的读，调动学生学习古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让
学生读出层次，读出诗韵，读出诗情。



(三)抓重点词，悟诗中情

在熟读古诗的基础上，我进一步引导学生品词析句，抓住重
点词语感悟诗中情境。

广阔的草地令人神往，悠扬的笛声使人心动，美丽的月夜让
人陶醉。诗中一个xxx横xxx字、一个xxx弄xxx字、一个xxx
卧xxx字，更是充满了随性、自然。在品读第一二句诗时，我
抓住一个xxx铺xxx字，引导学生感受原野的碧绿、茂盛，有
一个学生感受到草原的平坦，可以说是超出我预期的课堂生
成的意外之喜;聚焦一个xxx弄xxx字，引导学生联系自己学习
乐器的经历换位思考，感受牧童弄笛的轻松、自在;品味数
词xxx六七里xxxxxx三四声xxx,感受原野的辽阔和笛声的悠长。
学生在品味这些关键词的过程中感受到了意趣，用心灵捕捉
了诗的意象和境界，慢慢地将古诗读胖读厚了。在这个环节
中，我还通过对字词的品析，自然无痕地引导学生入情入境
地朗读;而通过声情并茂地朗读，又促进了学生对语言文字的
深入理解。感悟意境和感情朗读可谓是水乳交融，相得益彰。

第三四句诗意思比较浅显，加上配有课文插图，学生感悟画
面不是难点。我从xxx卧xxx字切入，引导学生思考：牧童会
怎么卧?他为什么不脱蓑衣就xxx卧xxx?这样，牧童悠然自得、
自由随意的形象就跃然纸上了。

以上的教学设计，我避免了古诗教学中逐字逐句的枯燥的串
讲串问。通过抓住重点字词的剖析，品味其精妙之处，突出
语文学科的特点，进行扎扎实实的语言文字的训练，让学生
感受到祖国语言文字的美妙，使学生真正学有所获。

2、跳出这首诗，以一带三，感受xxx牧童xxx情怀。

站在一首诗的角度，看中国人的xxx牧童xxx情结，显得比较
单薄。怎样把诗读透读厚，我选择了拓展阅读。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我一共进行了三个方面的拓展性阅读：

第一方面：是学习诗的前两句xxx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
三四声xxx之后，第一次引入栖蟾《牧童》中的前四句，同样
感受牧童所在环境的美好和那份自在;——这次读是以主带次
地读。

第二方面：学习xxx笛弄晚风三四声xxx时，为了理解xxx笛
弄xxx的内在含义，我补充了雷震《村晚》中的xxx牧童归去
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xxx让学生感受到牧童吹笛的自得
其乐;在学习了xxx不脱蓑衣卧月明xxx以后，再次补充栖蟾的
诗句，让学生感受xxx日出唱歌去，月明抚掌归xxx的牧童xxx
何人得似尔，无是亦无非。xxx的自由洒脱——这是诗间互补
地读。

第三方面：最后完整地呈现栖蟾的《牧童》，雷震的《村晚》
和课前提到的袁枚的《所见》，学生通过诵读积累同题材的`
古诗。——这是将诗揉合在了一起，以点带面地读。

这些诗句的拓展性阅读不是平行式的，更不是简单的叠加式
的，而是通过以主带次，以点带面的形式实现了诗句、诗意、
诗境等方面的比照，从而达到了古诗间的互识、互补与互证
的目的。

(四)、探诗中人，品别样情。

读诗，不仅要读出诗中画，还要读出诗中人——即诗人的思
想体现。这对学生而言是学习古诗的一个很好的导向，是从
一个层次到另一个层次的深入。自然，也是学习诗词的难点
之处。为了很好的解决这一教学难点，我引入诗人吕岩的资
料，先由八仙过海的传说，激发学生对诗人的兴趣，然后由
诗人的生活背景和个人境遇，体会诗人对自由、悠闲的田园
生活的向往。我本来还预设将中国古诗词中的牧童情结作一



点提示，因为时间关系，这个环节就省略了。

铺自由

弄自在文化

卧悠闲

我的板书简洁明快，一目了然。xxx自由自在、悠闲xxx二词彰
显了诗人的内心情感，是教学内容的精华体现，也是整个教
学过程的点睛之笔。最后想稍微挖掘一下古诗背后的深意，
因为时间关系，只点到为止，未完成既定板书设计。

课前，我预期的效果是学生能较有感情地朗读古诗，并熟练
背诵;深入理解文本，与关键字词对话，想象其中的画面，体
会到诗中画面的优美意境，并从中感悟到诗人对悠闲自在、
安然自乐的生活状态的向往。

从今天的课堂表现来看，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学生能入情
入境地读诗，能用自己的语言描绘诗中的画面，有部分学生
能创造性地表达。学生的朗读水平也有明显提升。经过多遍
各种形式的朗读，学生应该已能脱离文本背诵古诗了，但是
因为课前估计不足，对课堂的节奏把握不够精准，致使检查
背诵这个环节没有在课堂上展示出来。

古诗说课稿特等奖篇五

在小学语文古诗教学过程中，教师其出发点可能是很好的，
可也要注意方法，不可急于求成，造成以下几个误区：

2、信口开河式的问答：古诗有鲜明的艺术形象和深远的艺术
意境，需要反复诵读，深刻体会。可有些老师在古诗教学中
滥用问答法，一问一答之中破坏了古诗的整体性，使学生无
法很好的领会其意境。



3、填鸭、注入式的串讲：串讲是古诗教学的一种重要方法，
不过课前要注意启发学生预习，在串讲过程中一定要引导学
生思考不能填鸭式、注入式。

4、文学鉴赏式的分析：小学古诗不排除分析，但要注意深入
浅出，注意一个“度”，不能把握这个度而侃侃而谈，非但
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反而适得其反。因为小学无法理解的这
么深奥，也不能了解，毕竟他们的知识水平有限。

5、囫囵吞枣式的翻译：古诗的翻译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
古诗，但是教师在此要忠实而流畅的直译，尽量保持诗的原
意和结构，如此才能恰到好处。

6、花样翻新式的表演：虽然一定的表演可以让学生更好的学
习古诗，但是不能过分追求形式和追求新奇，而把古诗搞得
不伦不类，表面上很很热闹，可实质上破坏古诗的原意，白
白浪费学生和老师的精力和热情。

因此很显然，作为一个老师，特别是小学教师，尽管小学生
在这一阶段正是知识的旺盛期，但也不能一味对学生进行知
识的填塞，以为越多越好。相反，我们应该根据实际情况，
针对自己学生的特点进行古诗教学，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
如此才能事倍功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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