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惠崇春江晚景教学设计一等奖(实
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
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惠崇春江晚景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一

这是苏轼为惠崇和尚《春江晚景》图所写的一首题画诗，诗
中既依画面所绘，又融进作者的想象，刻画了一派江南初春
的景象。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古诗。背诵古诗。

2、借助注释和有关资料，结合插图展开联想，理解诗意，感
受诗人对画面生动的描述和对生活热爱的情感。

3、借助此诗的学习，初步了解题画诗的特点。其中第2点是
本节课的教学重难点。

1、遵循古诗的教学规律，引导学生有感情诵读。

2、把握古诗的特点，因材施教。做到知识活学活用。

3、拓展延伸古诗的内容，使语文知识体现在生活和学习中广
泛使用。

4、循序渐进，螺旋上升。

本节课的教学我通过学生对诗人苏轼的了解，引出课题。让
学生在对诗题的感知与了解上，知道这是一首题画诗，写的



是江南初春的景象，然后在读懂诗题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深入
学习。

第一阶段目标：读古诗，识记诗中生字。要求读诗正确、流
利、有感情。

第二阶段目标：再读古诗，理解诗意;了解诗人是如何描绘
《春江晚景》这幅画上的内容。

第三阶段目标：了解题画诗的.特点，背诵古诗。

为了能构建高效课堂，深入课题研究，课前我认真钻研教材，
全面解读文本和学生，充分准备教学用具，大量搜集与这首
诗有关的资料，精心设计教学流程。并通过多种形式的教学
活动，逐步实现每一阶段的教学目标。

1、读准“蒌蒿”“豚”的字音，并能正确书
写“崇”“轼”“蒌蒿”“豚”等字。

2、在学生读的过程中标划出停顿的地方。

惠崇/《春江晚景》

(宋)苏轼

竹外/桃花/三两枝，

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在此后引导学生反复读。

二是充分利用现有教学资源——教学挂图。通过学生的自读
自司，在图文并茂中让学生理解诗意，学习作者描绘画面的



方法。让学生在学习中不仅能深入文本研读，而且能掌握一
定的学习方法和描绘事物的基本技能。

1、学生能准确理解诗意。

2、了解了作者描绘的方法：第一是有序，从江边——江
中——江岸——联想。第二是有物，竹林、桃花、春江鸭、
河豚。第三是有理，由画中想到画外的河豚上市。

3、由诗人的联想，留给学生更广阔的联想空间。

4、进一步感受诗中江南初春美景，和诗人热爱生活的情感，
激发学生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美好情感。三是加大知识的
学习面，知道语言文字的丰富多彩和无穷的魅力。

我在教学中将与本诗相关联的诗篇，与本诗相关的知识，通
过学生回忆、诵读，师生共研的方法让学生知道题画诗的特
点。四是通过课堂训练，巩固学生本节课所学过的知识和内
容，教师相机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以便于及时辅导。

文档为doc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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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崇春江晓景》是苏轼题在宋代画家惠崇所画的《春江晓
景》上的一首题画诗。

这首描写春天景色的古诗，写出了春光的明媚及春天万物勃
勃的生机。全诗语意浅近，诗意深远，含蕴有味，是适合儿
童背诵的好诗。课堂上我注重引导学生由看到读再想，看画
面——读古诗——想意境，这样一步步引导学生体会诗人表
达的对春天的喜爱之情，然后让学生找出春天的词语来赞美
春天就水到渠成了，春光明媚、春回大地、春暖花开、桃红
柳绿、莺歌燕舞……学习古诗，让学生在读中悟，留给学生



一想象的空间，会让我们收到更多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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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知道这首诗是苏轼题在宋代画家惠崇画的画《春江晚景》图
上的一首题画诗。简单了解苏轼诗的艺术风格。能有感情地
诵读诗歌，了解诗歌大意。激发学生对诗歌文化的热爱之情，
唤起学生对大自然美景及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

教学重难点：

能正确流利地朗读全诗，且能说出诗歌大意。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1、师：同学们，上节课我们交流了很多描写春天的诗词，而
且我们还一起学习了杜甫的诗歌《绝句》，下面，请大家一
起来背诵一遍。（生一起背诵）

2、生回答师相机板书：苏轼非常好！看来同学们都还记得苏
轼这位大诗人，上学期我们曾经学过他的.两首诗，谁能背出
来！好请你来指名背诵《赠刘景文》《饮湖上初晴后雨》我
们一起来一遍师生一起诵读。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他的另一首诗歌（生一起说）

师板书：《惠崇春江晚景》来进一步领略他独特的诗风吧！

二、出示图画欣赏交流



三、初读古诗了解诗意感悟诗情

1、先自己练习朗读，然后读给大家听，好吗？

2、谁能准确流利地读一读指名朗读

生：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芦蒿满地芦芽短

5、这幅画呀很美！诗人苏轼非常喜欢，他仔细欣赏一番，不
仅写出了画面上所画的景物，还由画面的景物产生了丰富合
理的想象，请大家看看，哪些景物是画面上没有的，而是作
者靠着想象写出来的呢？（河豚）生：最后一句“正是河豚
欲上时”师：对的这首题画诗再现了原画中的江南仲春景色，
又融入了诗人合理的想象，与原画相得益彰。“竹外桃花三
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开头两句紧紧抓住画面景物，又
突出重点。竹林、桃花为江岸之景；鸭子为江中之景，是画
面的重心所在。诗人在这里凭感觉和想象再现了暖融融的春
意，移情于物，把画面无法表现的内容活灵活现地表现了出
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这两句前者仍
是画面之景，后者是出于诗人的想象。遍地蒌蒿，芦苇刚刚
吐芽，点出正是江南二月。诗人正是看到画面上的蒌蒿和芦
苇，便想到河豚生活在近海，每到春季江水上涨的时候，便
逆江而上，在淡水中产卵，然后再游回到近海。这句虽离开
画面，但仍写春江，题画而不拘泥于画。这首诗虚实相生，
不仅真实地再现了“春江晚景”，而且又通过想象弥补了画
面所不能表现的内容，生动形象而又极富生活气息。

6、师：请同学们再读一读全诗，仔细想想，作者的想象之笔
还落在了哪些字眼上呢？请你再认真读读第二句，动动手，
画一画。

生：暖知鸭子感觉到了水温的变化，这是作者自己的想象，
这一想象使得画面更加生动有趣。



四、结合图画讲述诗歌大意

1、同学们看着这幅图，讲讲诗歌的大意，好吗？谁来讲

2、谁能有感情地背诵诗歌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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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完《惠崇春江晓景》这首诗时，我有以下两点反思。

首先是正讲课时，有个学生提问：“老师，为什么不说春江
水暖鱼先知？怎么说鸭先知呢？”我当时一怔，有点措手不
及，不过表扬了她之后，解释道：鱼在深水中，水里的温度
变化不大，鱼不太敏感，所以，还是鸭先知。如果在表扬这
位提问的同学时，也提出：对啊，同学们想想春江水暖，到
底是鱼先知还是鸭先知呢？诗人苏东坡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这样一来就把学生的语文学习从一时一地一节课引入了广阔
的生活时空及网络天地，从而实现综合性学习。学生探索的
意识与质疑精神也会倍加鼓励，且在年长日久间获得超升。
可见只有开阔视野，才会让师生都生成新的发现，生成新的
行动。

其次，《惠崇春江晚景》这首诗意境幽远，它深深地烙刻在
我的记忆里，久久不能忘怀。全诗用白描手法简洁的写出了
最富有特征的景物，使人如沐浴春风，如临其境。因此我从
感性知识入手，通过读，以读解义、以读悟情。结合注释理
解了“三两枝”、“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
的意思。从学生的已有知识入手，巧妙点拨，横向迁移，最
终化解难点。学生在循序渐进的学习中，体会了诗的情感，
进入了诗的意境。在课堂上，学生们各抒己见，出现了意想
不到的效果。

由此，我想到每堂课只要精心设计，把学习的主动权教给学
生就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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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崇春江晚景》这首诗意境幽远，它深深地烙刻在我的记
忆里，久久不能忘怀。全诗用白描手法简洁的写出了最富有
特征的景物，使人如沐浴春风，如临其境。因此我从感性知
识入手，通过读，以读解义、以读悟情。结合注释理解
了“三两枝”、“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的
意思。从学生的已有知识入手，巧妙点拨，横向迁移，最终
化解难点。

学生在循序渐进的学习中，体会了诗的情感，进入了诗的意
境。在课堂上，学生们各抒己见，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由此，我想到每堂课只要精心设计，把学习的主动权教给学
生就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