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教学反思醉书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教学设计(通

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
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教学反思醉书篇一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为宋代大诗人苏轼所作，这首
诗描写了夏日西湖上一场来去匆匆的暴雨。第一句写黑云翻
滚，第二句写大雨倾盆，后两句写雨过天晴。大自然变化多
么迅速，诗人用笔又多么神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古诗，背诵古诗。

2.体会夏日西湖骤雨初晴的美。

3.感受诗人苏轼豁达开朗的胸怀与豪迈奔放的作品风格。
【教学重点】：读懂诗句，体会感情。

通过对古诗的理解，表达出诗的意境

一、以西湖为话题导入

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说到杭州，你最先想到
的是——西湖（课件展示西湖美景图。是呀，西湖以其秀丽
的湖光山色和众多的名胜古迹闻名中外。古往今来，无数文
人墨客留下了许多描写和赞美西湖的千古名篇。在这些文人
墨客中，最与西湖有着不解之缘的当属北宋诗人苏轼。为什
么这么说呢？你们知道吗？他曾两度做杭州的地方官，疏通



西湖，建筑苏堤，造福于西湖百姓，他的诗词也赋予了西湖
别样的魅力。

除了这些，同学们对苏轼还有哪些了解？生根据资料简单介
绍对苏轼的了解，引导学生注意资料的整理与概括。

这节课，我们就一起学习苏轼写的一首有关西湖的诗。板书：
北宋苏轼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齐读。

二、知诗人，解诗题。

1．解题目意思

根据学生回答相机指出六月二十七日指的是农历，是一年中
天气最闷热、雷雨最多的时候，这儿是指宋神宗熙宁五年，
即九百多年前的1072年的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在西湖边，
傍湖而建，在那时是一座大酒楼（课件展示望湖楼图可宴乐
也可以住宿。

“醉书”喝醉酒写的？被美景陶醉了写的？

诗人究竟为何而醉？学完这首诗，这个问题肯定就能迎刃而
解。

三、交流学习

（一）出示交流提示

1.互读，评价能够达到哪一重境界。2.交流、补充对整首诗
大体意思的理解。3.交流疑问，把仍解决不了的疑问汇总。

（二）组内交流，师巡视指导。

（三）集体质疑解疑。



（四）检查朗读

1.看准读对，主要是正字音。2.读出节奏，主要是指导读出
节奏。

（五）理解大体意思

五、感、悟、读，感受古诗意境。

（一）体会雨来得急，下得大。

根据学生回答，引导理解当时的情境并适时指导朗读，学生
说到雷声或雨点时再出示图片和雷雨声。

预设：

我看到黑压压的乌云，就像打翻的墨汁一样。我看到黑云翻
滚，就像浓浓的墨汁在天上翻转。

有没有见过黑云翻滚的样子？是这样吗？出示黑云翻滚图，
你读出黑云翻滚的样子。——

谁还说说你看到的景象？

我看到黑压压的乌云像海浪一样汹涌地翻腾而来。带着你的
想象读读——

我听到一阵“轰隆隆”的雷声——

你不仅看到了乌云，还听到了雷声，你能听到什么？带着你
的想象读出这四个字——

预设：

白花花的雨点就像跳动的珍珠一样杂乱地落进船里。



白花花的雨，雨怎么样？——大！读出你的感觉——白雨跳
珠乱入船

白花花的雨，哗哗地下着，西湖茫茫一片。

你是放眼远方，雨很大，很密！——读出你的感觉——白雨
跳珠乱入船

还从哪里看出雨很大？“乱”入船，雨大了，才乱

对！读出你的感觉——白雨跳珠乱入船

雨点像跳动的珍珠一样，落在船上，啪啪直响，溅起了水珠。
你是聚焦近处，雨很猛！——读出你的感觉——白雨跳珠乱
入船雨点像一颗颗跳跃的珍珠，直往船里乱滚。

花，很美！震撼人心的美，令人激动的美！

根据学生回答相机播放雷雨声音配白雨图，感受雨大、雨密、
雨急、雨猛。

2.谁来将这场又急又大的雨，通过朗读带到我们大家眼前？
指名读。

3.师生对读，体会雨的急和大。

小结（承上启下）：这真是一场又急又大的雨啊。它让我们
感到——震撼！激动！振奋！惊叹！??把静止的文字通过想
象变为灵动的画面，这是理解古诗的好方法。

当我们正被眼前这白花花的大雨所震撼、为之惊叹的时候，
一阵大风吹来，天地间又是别一番洞天。

（二）体会雨去得快和雨后西湖美景。1.出示“卷地风来忽
吹散”



出示一场大风卷地风而来，它吹散了＿＿＿＿，吹走了＿＿
＿＿，吹来了＿＿＿＿。

2.望湖楼下水如天

（1）此时的水怎样？天怎样？你能想象得出水如天是怎样的
景

象吗？

预设：

水如天一样的——开阔无边

天无边，水无边，水如天一样开阔读出你的开阔——水如天
一样的——蔚蓝

水蓝蓝，天蓝蓝，水天一色。读出你的水天一色——水如天
一样——明亮

雨过天晴，一切都像刚洗过的一样，读——水如天一样
的——平静

（2）播放古筝曲，出示水如天图数幅。让我们也到雨后的西
湖去看看这“水如天”的美妙景色吧！

雨后的西湖，天蓝蓝，水蓝蓝，天映水，水映天，水天一色，
读——

小结：这样的景色，让人——喜悦！舒畅！兴奋！??

（三）总结，感受全诗意境。

1.播放古筝曲，先自己准备一下，可以在预习卡上古诗大体
意思的基础上添写、补充。



2.指名说。

多么酣畅淋漓的大雨！多美令人心旷神怡的雨后美景！此时
此刻，诗人仅仅是因酒而醉吗？不，诗人已不仅仅因酒而醉，
而是因雨而醉，因景而醉。这可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
乎山水之间也。”

3.苏东坡先生被眼前的景象所陶醉，也被自己的诗句所陶醉，
这一幕深深地记在他的记忆里。十五年后，50岁时的苏东坡
先生再次来到西湖，与他同榜进士莫君陈在湖上宴请时正好
又遇上下雨，他回首望湖楼，想起当年在这儿写诗的事，无
比感慨地又写下一首诗。

出示《与莫同年雨中饮湖上》“到处相逢是偶然，梦中相对
各华颠。还来一醉西湖雨，不见跳珠十五年。”

自读，师问：从哪里看出苏东坡先生是被当时的景象所陶醉，
而且一直念念不忘？

雨仍令东坡先生念念不忘——还来一醉西湖雨，不见跳珠十
五年；939年之后的今天，东坡先生早已不在，但他留给我们
的那场酣畅淋漓的大雨，那场大雨带给我们的激动与舒畅仍
令我们深深陶醉。——背诵。同学们，这就是经典文化的魅
力，她可以穿越时间，跨越空间，她可以思接千载，视通万
里，她可以影响一代又一代热爱中华文化的人！

六、体会诗人的情感。

1.你知道东坡先生当时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写这首诗的吗？出
示诗人写此诗背景。

在熙宁五年，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苏轼持不同政见，受
官场挤压，无奈乎，自请外任，远离京城，到杭州任杭州通
判。



师讲述：这段文字，读起来有点费劲。通俗一点讲，因为苏
轼在治理国家方面，与王安石有不同看法，至于他当时的政
治观点正不正确，我们这节课暂且不去管它。反正，这个时
候，别周围的人看他不顺眼，就处处排挤他，他没有办法，
就辞职不干了，离开京城，来到杭州。这种时候，大凡诗人
失意，总会借酒消愁，吟诗抒怀，而此诗却不见愁情。那隐
藏在急雨背后的是诗人怎样的心境呢？你从暴风雨中读到了
怎样一位诗人？（乐观平静开阔豁达善于排解自己的情绪）

2.走进诗人的心境去读诗，你会读出另一种味道的，试试。

七、回归整体，拓展延伸

湖上初晴后雨》为什么这么说呢？先自己读读。

2、指名读

3、指明大致讲解诗意。5.总结拓展

1.西湖的美景让我们向往，如果我们有机会来到西湖边，你
会受想到——望湖楼；站在望湖楼上，你会想起哪一个
人？——苏轼——想起苏轼，你就会想起哪一首诗——让我
们一起背诵这首《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陶醉在苏轼
为我们描绘的美丽的西湖风光之中吧。

2.那就让我们记住乐观豁达的苏轼，记住他留给我们望湖楼
醉书，在课后继续我们的诗词之旅。

作业设计：

将《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以手抄板的形式表达出来，
选取佳作并在班级中展示。

板书设计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苏轼

云山

雨景

雨珠风

晴天

楼天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教学反思醉书篇二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古诗并背诵古诗，感受古诗词文化
的魅力。

2、理解古诗词句的意思，借助阅读想象，感受六月西湖在晴
雨之时的奇特景象。

3、进行适当的拓展，学习品词析句方法，体会诗人的情感和
诗句的语言之美。

理解诗句，感受疾风骤雨之美和诗人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情怀。

学习品词析句的方法，感受诗的美，爱上古诗词。

一激情导课

同学们，前段时间电视上有一个特别火的节目叫中国诗词大
会，你们都看过吗？当中有一个环节叫飞花令，知道游戏规
则吗？（主持人给出一个字，两个选手一人一句来背带这个
字的诗句，中间不可以停，否则就输了。）那今天我们也来



做这样一个游戏，但我们要降低难度。老师给出一个字，我
们全班一起来轮流抢背含有这个字的诗句，不可以重复，中
间不可以断。准备好了吗？老师给出的字是雨。（学生轮流
背诗）

虽然是一个小小的游戏，但老师看到了大家平时丰厚的积累，
为你们点个赞。雨千姿百态，在不同诗人眼中也总是风情万
种，这节课我们就跟随宋代著名诗人苏轼，走进一场特别的
西湖雨。抬起手，和老师一起书写课题。望的第三笔是竖提
没有点，醉左边的酒瓶中可不能少了这一横呀！来读读这长
长的题目，你从诗题中知道了什么？（6月27日是写诗的时间，
当时是盛夏时节，望湖楼是写诗的地点，是西湖边的一座观
景楼，醉是作者写诗的一种状态，书是写下这首诗。）连起
来说一说。苏轼在6月27日这一天，在望湖楼这个地方，写下
了这么一首流传千古的诗篇。对于作者你了解多少呢？（苏
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是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美
食家，建筑家，是不可多得的全才。你是从他的成就方面介
绍的；他的诗歌题材广泛，清新豪健，善用夸张和比喻，独
具风格，你是从他的诗歌风格来介绍的。他的作品《饮湖上
初晴后雨》《赠刘景文》《有美堂暴雨》你是从他作品方面
介绍的。并称，你是从世人对他的评价上介绍的。让我们走
进古诗，去品读，去吟诵，去感受作者写诗的情怀。

二民主导学

请同学们自由地读古诗，做到读准字音，读通句子，读出节
奏。谁来读一读，你来。

（1）指名读。你读的字正腔圆声音洪亮。

（2）再指名读。有没有人和他pk一下你来。你不仅读得正确，
还读出了节奏，这样读诗真好。

（3）小组pk读（同学们个人读得这样好，小组读一定也不差。



三个小组读。你们组精神面貌最佳，你们来；你们组听得最
认真，试一试。）

（4）男女一人一句读。（在古诗中一行为一句。评价：男女
搭配，读诗不累。）

（5）我们一起来读。

同学们，学古诗，读通了，读出节奏了，那是远远不够的，
咱们还得读懂它的意思，品味古诗的文字之美。

任务：自由读古诗，边读边想象你眼前仿佛出现了什么画面。
找出你最欣赏的词句，做好批注。

读了________句，我仿佛看到了______，听到了______，想
到了______。这句中我最欣赏的词是______，这个词______。

学生自学，师巡视指导。

展示交流

1．品读古诗。

老师在刚才的巡视中发现我们每个小组都各抒己见，认真专
注。我特别欣赏大家。哪个小组愿意把你们学习的成果和大
家做一个交流呢！

预设一：黑云翻墨未遮山。

读这句话，我仿佛看到了满天的乌云翻滚而来，似乎听到了
轰隆隆的打雷声，想到了这乌云不就像打翻的墨汁吗？我最
欣赏的词是翻墨，这个词中展现了天上的云所呈现出来的状
态，黑压压的，蔓延很快，就像打翻的墨汁一样。我还知道
这句是下雨前天上的景象。（生补充）



你说的真好，你能读出下雨前天上的景象吗？指名读，再指
名读。黑压压的乌云来势凶猛，在天空中迅速蔓延，读。

黑云来势凶猛，雨也不甘示弱。

预设二，白雨跳珠乱入船。

读这句话，我仿佛看到了豆大的雨滴从天上倾巢而出，他们
蹦到了船上，蹦到了岸边，也蹦在了湖中，仿佛听到了雨噼
里啪啦的声音，想象到它们就像跳动的珍珠一样。我最欣赏
的词是跳珠，这个词写出了雨的大和猛。（生补充）乱字可
以看出雨下的很大，下的很杂乱。我认为白雨的白字，不仅
写出了雨的颜色，而且凸显了雨下得很大，大的我们都看到
了它的颜色。

同学们说的真好，放眼远望，雨急雨大，聚焦近处，雨猛雨
密。这场雨用一个词来形容，真是__？滂沱大雨，瓢泼大雨，
倾盆大雨。

苏轼特别喜欢这句中的跳珠，十五年后，五十岁的苏轼再返
西湖，特意写道：还来一醉西湖雨，不见跳出十五年。

雨点像跳动的珍珠，跳在了船上，跳在了湖里，也跳进了诗
人的诗中。读

一团黑云和一阵白雨，一黑一白形成了色彩美；一翻墨一跳
珠，形成了动态美，读。

所以短短时间，黑云翻墨，白雨跳珠，苏轼看到了__＿。

短短时间，深深笔尖，有感而发，苏轼写下了__＿。

黑云白云过后，天地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预设三卷地风来忽吹散



我仿佛看到了卷地而来的风，转眼就将乌云吹散，白雨吹走，
似乎听到了风吹的声音。我最欣赏的是卷地这个词，卷地说
明风很大。我最欣赏忽，说明风来的突然，也说明天地变化
之快。

一个忽字，将天地之间的变化展现出来，忽字用的多精妙。
读

预设四望湖楼下水如天

我看到了疾风骤雨过后，望湖楼下水天相接，一片汪洋。我
最欣赏水如天，说明雨很大，楼下一片汪洋，凸显景色之美。
这一句写出了静态的美，它就像一幅美丽的画卷，有楼，有
蓝天，有一片汪洋之水。

说的真好，你来读。

所以短短时间，卷地风散，水天一色，苏轼又看到了______

短短时间，挥毫泼墨，文思泉涌，苏轼写下了______。

云散了，风停了，雨止了，这时站在望湖楼上的你，看到水
天一色之景，此情此景，怎能不让人陶醉？钟爱西湖的大诗
人苏轼又一次醉了，这回他醉在了西湖的景中。（醉下加着
重号）

2吟诵抒情。

醉于酒，醉于景，苏轼禁不住提笔写下了千古名篇。

醉于酒，醉于景，更醉于诗，让我们都来做一回大诗人。

最后让我们带着对这场雨的惊叹，和雨后景色的陶醉，一起
来背。



3拓展雨诗

暴雨韦庄

江村入夏多雷雨，晓作狂霖晚又晴。

波浪不知深几许，南湖今与北湖平。

西楼曾巩

海浪如云去却回,北风吹起数声雷.

朱楼四面钩疏箔,卧看千山急雨来.

有美堂暴雨苏轼

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不开。

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

学生说说这几场雨的不同与相同，感受作者在遣词造句上的
用心，四场大雨，场场相似，却又各不相同。

三检测导结

中国诗文是蕴藏在无数中国人心中的瑰宝，凝练的词句，内
涵丰富，意境深远，展现着古人的智慧，希望同学们今后都
能收声朗朗，传承祖国经典文化，沐浴书声，健康成长。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教学反思醉书篇三

1、,师:我们今天要学习是23课《古诗两首》,请大家快速默
读一遍,找出两首诗的共同之处.(西湖 ,夏季,景色)

2、师:古诗的学习方法一般有两种.一是逐首学,二是交融在



一起学.今天我们采用第一种方法,重点学习第一首诗《六月
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三,读题,解题,了解作者

1,师:谁来把题目读一读,注意读准(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
醉/书).

2,师:这是谁写的 (苏轼)谁来介绍一下(简介苏轼)今天我们
就跨越900年和苏老先生相会.对于题目你是如何理解的 这
个\'醉\'该如何解释 (似醉非醉)是不是这样解释呢 学习后
我们就能知道,再来齐读题目.

四,初学古诗,自己理解.

教师出示学习要求:自读古诗,对照插图,自主感悟,可以小组
合作学习,也可以利用好手中的工具书,待会儿我们来交
流.(学生自学,初步理解诗意)

五,师生交流,理解诗意.

1,师:我已读了许多遍,对诗意有较深的理解,下面我就把这首
诗吟诵一遍,你能从我的吟诵中听出什么 眼前浮现出怎样一
幅画面 稍后我们来说一说.(师吟诵)

2,学生交流对这首诗的理解,说出大体意思即可.

六,咬文嚼字,感悟诗的意境美,文字美.

1,师:这首诗写出了西湖夏季一场雨的特点 猜猜这场雨下了
多长时间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就这
么风雨兼程\',这个特点能从诗中哪些地方看出来 (未遮山,
跳,乱,忽吹散,水如天等)

2,师:你认为哪些地方写得美,生动形象地写出了\'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的特点 (学生之间相互讨论:比喻恰当,有声,有色,
有形象,有动感,逼真可感)

七,激发兴趣,吟读成诵.

1,师:你会读这首诗吗 (老师出示第一句范例:黑云/翻墨/未/
遮山),你能把2,3,4句的节奏感标出来吗 (学生标节奏)

2,学生根据节奏读诗.

3,师:这首诗写出了西湖夏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特点,
在诗中有几个字词表现出这个特点,如\'未\',所以在读的时
候要强调一下.(学生练习读)

4,教师范读一遍,然后指名学生读.

5,利用分组读,齐读,站立读等形式,激发学生读诗的兴趣,以
至熟读成诵.

6,指名诵读这首诗.

八,引入\'诗歌\'概念,感情得到升华.

1,师:古人写诗是用来吟唱的,\'诗言志,歌咏情\',比如苏轼
写的《明月几时有》,邓丽君,王菲唱得非常好听.现在我们就
来练习一下,把这首诗谱上曲子,比如套用《天地之间的歌》
的曲子就很妥切.(学生练习)

2,师生吟唱.

3,师:你如果真正理解这首诗的意境之美,你就能现场为他谱
曲,唱出你心中的歌,谁来试一试.

4,学生自我谱曲吟唱,师生评价.



九,对\'对子\'练习.

1,师:这首诗很有意思.我们来做个对\'对子\'练习.\'黑云\'
对—(白雨),\'翻墨\'对—(跳珠),\'未遮山\'对—(乱入船)

2,迁移:以前还见过这样的诗句吗 谁来说两句!

十,课堂练笔.

1,师:这是一首神奇的小诗,通过学习.你对这首诗有什么感悟,
请写几句话,我们来交流一下.

2,师生交流.(教师出示自己的作品:读《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
醉书》有感:苏子笔下惊风雨,阴晴时霎亦传神.读罢掩卷细品
味,又疑东坡是天人.)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教学反思醉书篇四

苏轼《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赏析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其一

苏轼

黑云翻墨未遮山，

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

望湖楼下水如天。

[注释]



1.望湖楼：在杭州西湖边。

2.翻墨：像墨汁一样的黑云在天上翻卷。遮：遮盖，掩盖。

3.跳珠：形容雨点像珍珠一样在船中跳动。

4.卷地风：风从地面卷起。

[解说]

这首诗描写了夏日西湖上一场来去匆匆的暴雨。第一句写黑
云翻滚，第二句写大雨倾盆，后两句写雨过天晴。大自然变
化多么迅速，诗人用笔又多么神奇。

［作者简介］

辙合称“三苏”，眉州（今四川眉山县）人。有《东坡七集》
《东坡乐府》等。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

其二

苏轼

放生鱼鳖逐人来，

无主荷花到处开。

水枕能令山俯仰，

风船解与月徘徊。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教学反思醉书篇五

【设计说明】

古诗教学应注重策略,关键之处要体会古诗的文字美,音韵美,
意境美,\'方寸之地意味无穷\',进而熟读成诵,积累于胸.

苏轼写的《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巧妙地运用比喻,形
象生动,内容不难理解,故而遵循\'淡化理解,熟读成诵\'的古
诗教学原则.

【思路提要】

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学习形式,读诗—悟诗—品诗—诵诗—唱
诗—写诗,形式不拘一格,关键要把古诗学\'活\',在玩中理解,
感悟,默诵这首古诗.

【过程揭示】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课前准备,做好铺垫.

师:你们班的老师贵姓 (孙)哦,那和孙悟空是

一家子,今天学习的内容就和孙悟空有点关系.你看孙悟空能
上天,能入地,这使我想起了《音乐》第8课的歌曲《天地之间
的歌》,会唱吗 (从天到地,从地到天,万事万物多么神
奇……)

师:我们赛赛书法如何 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 那老

师今天就用双笔书法写下我的名字.(用双笔字写下名字)轮到
我们班小书法家表演了,推荐一名学生在黑板上写下《六月二



十七日望湖楼醉书》这首诗.

引入正题,学习古诗.

1,师:我们今天要学习是23课《古诗两首》,请大家快速默读
一遍,找出两首诗的共同之处.(西湖 ,夏季,景色)

2,师:古诗的学习方法一般有两种.一是逐首学,二是交融在一
起学.今天我们采用第一种方法,重点学习第一首诗《六月二
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三,读题,解题,了解作者

1,师:谁来把题目读一读,注意读准(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
醉/书).

2,师:这是谁写的 (苏轼)谁来介绍一下(简介苏轼)今天我们
就跨越900年和苏老先生相会.对于题目你是如何理解的 这
个\'醉\'该如何解释 (似醉非醉)是不是这样解释呢 学习后
我们就能知道,再来齐读题目.

四,初学古诗,自己理解.

教师出示学习要求:自读古诗,对照插图,自主感悟,可以小组
合作学习,也可以利用好手中的工具书,待会儿我们来交
流.(学生自学,初步理解诗意)

五,师生交流,理解诗意.

1,师:我已读了许多遍,对诗意有较深的理解,下面我就把这首
诗吟诵一遍,你能从我的吟诵中听出什么 眼前浮现出怎样一
幅画面 稍后我们来说一说.(师吟诵)

2,学生交流对这首诗的理解,说出大体意思即可.



六,咬文嚼字,感悟诗的意境美,文字美.

1,师:这首诗写出了西湖夏季一场雨的特点 猜猜这场雨下了
多长时间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就这
么风雨兼程\',这个特点能从诗中哪些地方看出来 (未遮山,
跳,乱,忽吹散,水如天等)

2,师:你认为哪些地方写得美,生动形象地写出了\'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的特点 (学生之间相互讨论:比喻恰当,有声,有色,
有形象,有动感,逼真可感)

七,激发兴趣,吟读成诵.

1,师:你会读这首诗吗 (老师出示第一句范例:黑云/翻墨/未/
遮山),你能把2,3,4句的节奏感标出来吗 (学生标节奏)

2,学生根据节奏读诗.

3,师:这首诗写出了西湖夏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特点,
在诗中有几个字词表现出这个特点,如\'未\',所以在读的时
候要强调一下.(学生练习读)

4,教师范读一遍,然后指名学生读.

5,利用分组读,齐读,站立读等形式,激发学生读诗的兴趣,以
至熟读成诵.

6,指名诵读这首诗.

八,引入\'诗歌\'概念,感情得到升华.

1,师:古人写诗是用来吟唱的,\'诗言志,歌咏情\',比如苏轼
写的《明月几时有》,邓丽君,王菲唱得非常好听.现在我们就
来练习一下,把这首诗谱上曲子,比如套用《天地之间的歌》
的曲子就很妥切.(学生练习)



2,师生吟唱.

3,师:你如果真正理解这首诗的意境之美,你就能现场为他谱
曲,唱出你心中的歌,谁来试一试.

4,学生自我谱曲吟唱,师生评价.

九,对\'对子\'练习.

1,师:这首诗很有意思.我们来做个对\'对子\'练习.\'黑云\'
对—(白雨),\'翻墨\'对—(跳珠),\'未遮山\'对—(乱入船)

2,迁移:以前还见过这样的诗句吗 谁来说两句!

十,课堂练笔.

1,师:这是一首神奇的小诗,通过学习.你对这首诗有什么感悟,
请写几句话,我们来交流一下.

2,师生交流.(教师出示自己的作品:读《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
醉书》有感:苏子笔下惊风雨,阴晴时霎亦传神.读罢掩卷细品
味,又疑东坡是天人.)

十一,师生总结,扩展延伸.

1,师:再回头看题目,这个\'醉\'字又作何解释 (陶醉)

2,苏轼一生写下了大量的诗词,性格豪放,文笔豪放.同学们以
后会学习他许多诗词,比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
物……唐宋八大家中,苏家就占三位.

苏轼六月二十七日在望湖楼共写下了五首诗,今天学习的是其
中一首,同学们课后再去查一查另外四首.

大家预习第二首诗,比较一下,这首诗与苏轼写的诗又有什么



不同呢

自我点评

在青小借班上课,知道班主任姓孙.西湖这场雨\'来也匆匆,去
也匆匆\'的特点与孙行者有点关系.引入《天地之间的歌》为
后面的唱诗又作铺垫.

双笔书写引起学生兴趣,也替老师板书古诗,师生关系更加融
洽

学生初步感知苏教版教材为什么会把古诗想会在一起.

教给学生学习古诗的方法.

\'醉\'字的理解是关键,这又巧设疑问.

这一环节为学生自主感悟阶段,放手让学生学习,教师巡回点
拨.

遵循\'淡化理解,强化诵读\'的原则,不宜作过深理解.

猜雨下了多长时间,这一问题设计巧妙.加深对文本的理解.\'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是西湖这场雨的主要特点.引用《风雨
兼程》歌词,饶有趣味.

学生会咬文嚼字,感受语言美.

引导学生学习读诗的技巧很有必要.\'朗读是有技巧的\'.

潜移默化让学生感悟到读古诗要有节奏,还要有重音.

诗与歌进行结合,引起学生兴趣,把古诗学习推上一个高度.

只要对诗的意境美感悟深些,就能结合自身音乐素养为这首诗



谱上曲子.经过吟唱对诗的感悟更深.

体会对偶句用词精确之美,为以后古诗学习作铺垫.

学会感悟,学会品诗,对提高学生学习古诗的能力很有益处.教
师以诗品诗,饶有趣味.

\'醉\'字一解,感情升华,苏轼喜爱西湖美景的感情跃然纸上.

发散迁移,为今后对苏诗,词的学习作下铺垫和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