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十五从军征教案一等奖(通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
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
质的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十五从军征教案一等奖篇一

教材分析：《十五从军征》是一首乐府诗，描述的是一位少
年从军65年后返回故里的情景：一位衣衫褴褛、鬓发斑白、
手拄拐杖的老人茫然的站在曾经是那么熟悉，而今却家破人
亡的故土上，绝望的望着东方，这首诗揭露了封建兵役制度
给劳动任命造成的苦难。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引导学生借朗读、想象加深对诗歌的理解，
领会意境。

2、过程与方法：读—议—讲—问—拓—画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使学生认识战争的残酷，增强和平意
识。

教学重点：体会诗歌意境，理解诗歌的思想内容。

教学难点：从文章朴实的语言中体会诗中蕴含的深刻主题。

教学过程：

一、设疑自探

2、板书诗题。



3、质疑：学习这首古诗，你认为应该主要解决哪些问题？

预设：这首诗的意思是什么？作者表达了怎样的思想情感？

5、检查字词： 冢   窦   雉  舂  羹

理解字义：始：才     冢：坟墓     窦：孔、
洞     贻：送给

6、出示自学提示：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古诗，试着用自己的
话说说每句诗的意思，；读后想一想：自己从诗句中体会到
什么？是从哪些词语或句子体会到的？随时做以批注；你认
为这首诗该怎样读才合适？自己试着读一读，要读出原诗的
味道。

7、学生自学，教师巡视，根据学情，留足时间。

二、解疑合探

（一）交流诗句意思

1、指名读古诗。思考：通过自学你明白了那些词语、诗句的
意思？

2、用自己的话，说说诗句的意思，指名说一说———议一
议———再说说。

3、读诗句，想画面：边轻声读边展开想象，把你脑海中所想
象到的画面用自己的话描绘下来。

4、同桌俩用自己的话说说诗句的意思。

（二）体会交流诗句感情

1、同桌交流自己的体会，相互说一说，读一读，评一评。



2、谈谈你从诗句中体会到的，引导学生抓关键字词体会诗人
的情感。

预设：

（1）假如你是乡里人，会带着怎样的心情告诉老兵这个消息
呢？

（2）假如你是这位老兵，听了乡里人的话，你会是什么反映？
什么心情？

（3）这番情景你感受到了什么？

3、朗诵：带着自己的体会朗读古诗并评议或表演式朗诵古诗。

4、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练习背诵这首古诗。

三、质疑再探

1、再次朗读古诗。

3、随机质疑，相机引导学生自主解疑。

四、运用拓展

1、自读古诗，区别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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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交流自己的看法。

3、老师总结：同样是写战争的诗歌，可是表达的方法却不相
同。一个选取从军65年老兵重回故里的场景，揭露了封建兵
役制度给劳动任命造成的苦难。一个从另外的角度表达了诗
人渴望平定消除边患的感情。

4、我当小老师：

预设：

（1）有许多文人墨客都留下了关于战争的诗篇。请大家课后
收集描写战争的诗词，选择最喜爱的一首背下来。

（2）积累富含哲理的古诗名句。

（3）把《十五从军征》改编成一个故事，并讲给别人听。

板书设计：

十五从军征

乐府诗集

兵役的残酷

无限的凄凉    封建兵役制度带个人们的苦难

不尽的悲哀

十五从军征教案一等奖篇二

一、导入：

出示学习目标



1、能运用联想和想象，深入诗歌理解诗句含义，体会诗歌的
艺术境界

2、理解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不幸，加强对和平生活的热
爱。

二、齐读课题，了解乐府诗

1、齐读课题，从哪儿看出与战争有关？

2、关于乐府诗，谁愿意把自己的信息和大家交流一下？

师补充：乐府诗有的来自民间，有的是文人模仿乐府古题所
作，而今天我们所学的这首诗，它来自劳动人们中间，没有
具体的诗人。

三、初读诗歌，感知大意。

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朗读古诗，想想：这首诗主要讲了什
么?

2、预习检测。

我会读。

冢  狗窦  雉  旅葵  舂谷  羹  贻

说说词意。

始：   遥：   冢：  窦： 舂谷： 葵：  持：  
羹：  雉：   沾：

四、诵读诗歌，感知诗歌大意，体会作者思想感情。

1、小组交流诗歌大意。



汇报展示。

2、朗读喜欢的诗句，谈谈自己的感受。

3、指导感情朗读。

第一句：读出战争历经的时间之长和迫切与亲人团聚心情。

第三、四句：请大家也怀着悲伤的心情告诉老兵。

老人看到什么？这是一幅什么景象？你能把这种荒凉的景象
读出来吗？

师：不说其他，仅仅是汉武帝在位时，他五次讨伐匈奴，就
导致全国有一半的人死亡，无数个家庭过着舂谷持做饭，采
葵持作羹的生活，无数个家庭忍受着羹饭一时熟，不知贻啊
谁的痛苦。把老兵的凄苦通过朗读表现出来。

第六句：读出老人悲哀之情。

4、这就是80岁老兵回家的经历，让我们再次齐读古诗，进一
步走进老兵的内心。

5、说说这首诗表达诗人怎样的思想感情。（对老兵的同情、
对封建兵役制度的憎恨。）

五、拓展。

通过对这首诗的学习，你对战争又有哪些新的认识？

师小结：是的，战争是残酷的，老人的悲苦经历只是当时千
千万遭受战争苦难的人们的一个人缩影。古往今来，不知多
少家庭因为战争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即使在崇尚和平的
今天，人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发生着武装冲突，因此珍爱和平，
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六、课堂检测。

填空：

1、这是一首（   ）诗，作者是从（    ）角度来写战
争的。

2、这首诗主要讲述了（            ），表达
了诗人
（                        ）感
情。

七、作业：背诵诗歌。

板书：

十五从军征

兵役的残酷

无限的凄凉　封建兵役制度给劳动人民造成的苦难

不尽的悲哀

十五从军征教案一等奖篇三

《十五从军征》是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六年级上册
以战争为主题的七单元的一首乐府诗。这首乐府诗因其独特
的神韵美、形式美、内容美而被传唱了下来。《十五从军征》
描述的是一位少年从军65年返回故里的情景：一位衣衫滥缕、
鬓发全白、手拄拐杖的老人茫然地站在曾经是那么熟悉而今
却家破人亡的故土上，流着眼泪绝望地望着东方……这首诗
揭露了封建兵役制度给劳动人民造成的苦难。



六年级的学生在此之前已经接触学习了许多古诗文，大部分
学生能够自渎自悟诗歌的内容，但由于知识积累与对历史的
了解还不够，所以对部分诗歌的内涵领悟还有一定的难度。

1、了解诗歌大意，能够运用联想和想象，理解诗句含义。培
养学生对祖国文学的热爱之情。

2、抓住关键词语理解诗歌意思，体会诗歌包含的感情。3、
在熟读的基础上，想象诗歌表达的情感，并有感情地朗读。

4、了解古代兵役制度的残酷，感受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
激发学生热爱和珍惜和平生活的情感。

1、理解诗歌意思，有感情地朗读诗歌，背诵诗歌。

2、想象诗歌意境，体会作者和主人公的思想感情。

1、导语。同学们，人类发展史上一直有战争，战争带给人民
的是无尽的痛苦和折磨……

2、板书课题。

3、齐读课题。

4、解题。

要求：

1）自学生字词

2）想一想，诗中的主人公是谁？（从哪里知道的？）

3）诗中写了一件什么事？

1)生读古诗。



2）集体正音，评价。

3）检查生字词

自学情况。

4）主人公是谁？

5）、诗中写了80岁老兵的什么事？

1）生说。

2）余生补充。

3）师点拨。

1.读了这首诗，哪一句对你的感触最深，影响最大？

（学生自由说感受，谈感悟。其他学生补充评价。）

（在学生说的同时，老师相机板书。）

2.引导学生看图，说图意。

3.展开丰富的想象，体会意境。

4感情朗读古诗，背诵古诗。

1、诵读下列诗句。

1）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2）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

3）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4）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2、说说自己对诗句的理解。

3、.积累摘抄以上诗句。

4、把《十五从军征》改写为一篇现代文。

十五从军征教案一等奖篇四

知识与技能：引导学生把握诗歌的感情基调，能够有感情地
朗读诗歌。

过程与方法：引导学生运用联想和想象，深入理解诗句的含
义，体会诗歌的艺术境界。

情感态度价值观：引导学生理解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不
幸，珍惜当下的和平生活。

引导学生反复诵读，深入理解诗句的含义，体会诗歌的艺术
境界。

引导学生理解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不幸，加强对和平生
活的热爱。

课件。

按要求预习课文，查阅以“战争”为主题的古诗。

师：同学们，我国古典诗词源远流长，好若繁星。在这笔丰
厚的文学遗产中，反映战争的作品占有重要的位置。因为从
古至今，战争一直是人们关注的主题。今天，我们学习的这
首诗也与战争有关。



【直接导入，让学生感知诗歌，初步了解战争。】

1、师：在诗的题目中，从哪儿可以看出是与战争有关的？

生：我从“从军征”可以看出的，意思是被征到军队里打仗。

2、师：这首诗是两汉时期的乐府诗，选自（生齐读：《乐府
诗集》），记得我们在第6册的语文天地里曾学过一首乐府诗
叫做：（生齐说：《江南》）。关于乐府诗，我们书上87页
小资料有详细的介绍，我们一起去读一读。（生读）

【通过对话，使学生感知古代战争的残酷，了解汉代乐府诗。
】

出示学习目标

1、了解乐府诗的文学常识，读准字音，理解重点字词的意思。

2、在熟读的基础上揣摩理解诗句的含义。

3、诵读诗歌，体会诗歌抒发的悲凉凄苦之情，长期战争给人
们带来的灾难。

4、用自己的语言改写诗歌。

出示自学提示

1、自读互读诗歌，读准字音，注意节奏。

2、联系上下文理解字词的意思。

3、尝试用自己的话说说诗句的意思。

1．师：当你在预习时第一次读到诗的题目时，有没有问题想
问？



生1：我想知道是谁在15岁的时候去打什么仗？

生2：他为什么要去打仗？

生3：结果活着回来了吗？

（师做副板书：谁？打什么仗？为什么打？结果？。）

2、师：通过昨天预习，你知道这首诗主要写的是一件什么事
呢？

生1：主要是讲了一个80岁的老兵退伍回到家里，却发现自己
家里亲人没有了，家也荒芜了的事情。

3、师：它通过写老兵回乡的经历是想告诉我们有关战争的什
么呢？要解决这个问题，读通这首诗是基础。我请一个同学
来读读这首诗，看看大家预习的情况怎么样。

一生读诗歌

师：评价一下，读得怎么样？

生：我觉得她读得很流利，就是有点快。

4、师：是呀，读得有些着急，要是能静下来读得慢一点就好
了。这首诗歌有很多生字比较难，咱们一起来看看这些容易
读错的字：（出示课件，生跟读：冢，窦，雉，舂，羹，贻.）

5、师：在预习中，除了字音，还有哪些词不太理解呢？请大
家先在小组里互相交流解决。（生在小组里交流）

师：组员都解决不了的词，现在可以提出来。

生1：我想知道舂是什么意思？



生2：就是把谷类放进器皿里捣碎。

师：你是怎么知道这个词的意思？

生2：我用的是查工具书的办法。

师：看来，尽管课文后面没有注释，但我们也能想办法了解
到词语的意思。

生3：我还想知道什么叫做旅葵、旅谷？

生4：在这里，旅是野生的意思，旅葵就是野生的葵菜，旅谷
就是野生的谷子的意思。

生5：贻是什么意思呢？

生6：贻就是给的意思，文中指老人煮好了了饭菜去不知道给
谁吃。

6、师：了解了词语的意思，请大家结合刚才的交流，尝试用
自己的话说说诗句的意思。（生自己试着说一说）

师：谁能连起来用自己的话说说诗句的意思？

生1：一个人在15岁时应征去打仗，80岁才回到家乡。路上遇
到乡里人，便问：“我家还剩下哪些亲人？”那个乡里人说
道：“远远望过去，松树和柏树相连的地方，就是你的
家。”老人回到家里，看见野兔在狗洞里爬进爬出，野鸡在
房梁上飞去飞来；庭院中间长满了野生的谷子，井台边围绕
着一簇簇野生的葵菜。老人捋了几把野生的谷子舂成米做饭，
采几把野菜煮汤算是菜，一会儿饭菜就做好了，却不知道还
能给谁吃。老人走出家门望着东方，泪水洒落在征衣上。

生1：我觉得他一定很激动，因为他能大难不死回到家乡，很
想快点回家和亲人团聚。



生2：我觉得他心里一定很担心，几十年都没回家了，不知道
他家的亲人怎么样了。

师：那你读出这份担心来。（该生读一句。）

生3：我觉得他心里一定沉重，也很担心、焦急，因为他都已
经80岁了，说不定父母都不在人世了。

师：是呀，他的心里一定充满着担心和焦急，用一个字来概括
（板书：忧）我们一起来体会他的这份心情。（生齐读第一
句。）

生1：我会带着很沉重、悲伤的心情告诉他这个消息，：“远
处就是你的家，家里人都死得差不多了。”

师：请你读出这份悲伤来。（生读，有些快，没有感情。）
没听出你的悲伤呢？静下心来再读。（生再读，好多了。）

生2：我会很同情地告诉他。因为也许我家也有人在外打仗，
我家也有人死去。

生1：我简直无法相信这样的事实，快晕过去了。

生2：我悲痛但也没有任何办法。

生3：我在路上的忧虑给证实了，我的心情跌至了谷底。

生4：我觉得自己非常对不起自己的父母，我在外打了那么多
年的仗，侥幸活着回来了，却再也看不见父母了，再也不能
孝顺他们了。

生1：我看到他们家很荒凉，没有人，明显能看出很久都没人
住了。

生2：我看到一些野兔看见老人仓皇逃跑，井台边有很多野葵



菜，井里一滴水也没有了。。

生3：我家的院子里长满了野草，很久都没人打理了。野鸡在
屋梁上安了家，到处一片狼籍。

生4：我想到了以前曾经在这里生活过，而现在杂草丛生，远
处还有一堆堆坟墓，我感到十分悲伤。

生1：65年前，他15岁，每天一回家，他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
都出来迎接他，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生2：他们家人每天早上一起去打井水，特别快乐、温馨。

生3：他们家虽然非常简陋，但一家人该干活的干活，该料理
家务的忙着料理家务，到了晚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其乐
融融。

生5：我一定会想到我家背后有一棵高大的树，到了秋天，叶
子一片金黄。家里养了几只鸡鸭，特别热闹。

师：而现在呢，一切都已经荡然无存，不复存在了，剩下的
只有：（男生读第4句）他曾经的家人在哪儿呢？（出示句子，
生读：松柏冢累累）曾经的家人都在这一座座坟墓里呀。苦
苦思盼的亲人成了荒野枯骨，曾经热闹的家园也是一片荒凉
破败，唯一能看到的，只能是：（男生再读：兔从狗窦入，
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这番荒凉的景象，
怎不让人悲伤难过呢！（板书：悲）

4、师：在这样的一个家中，80岁的老人是怎么生活的呢？
（生齐读5，6句：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
不知贻阿谁。）这样的饭菜，吃起来是什么味儿呀？结合刚
读的句子来谈。

生：我觉得他吃着饭菜，却觉得是无味的。因为家里破败，



再也没有家的'感觉了。

师：那请你读出这种无味。（生读）

生：我觉得他吃着也会觉得很酸。我联想到我的爷爷奶奶，
他们60多岁，都在家里安度晚年，每天都会做好饭菜，笑眯
眯地看着我吃，享受着老人的天伦之乐。而这位老人都80多
岁了，却还是孤苦伶仃地一个做饭一个人吃着，失魂落魄。

生：我觉得他吃着，一定觉得很苦。因为以前他在家时，和
家里一起吃饭；打仗时，虽然很苦，但吃饭时是和战友们一
起吃，应该是很热闹的。而现在，吃着野饭野菜，又没人陪
着他吃，一定很苦。

师：你能读出这种苦吗？（生动情地读）真的很苦呀！

师：我也觉得他苦啊！他的苦，不仅是生活上的艰苦，更是
失去亲人，无依无靠的心里的痛苦。让我们用朗读读出他心
里的苦吧！（想读的齐读，全班都起立深情地读。）

5、师：失去亲人，失去家园，无依无靠，面对这一切，这
位80岁的老人又能怎么样呢？他只能是：（生接读：出门东
向看，泪落沾我衣。）只能是老泪纵横，无声地哭泣呀！
（板书：泣）他在泣什么？他为什么而泣呢？请同学们发挥
你的想象，并提笔写下来，一段话即可。（生动笔在书上写
下来。）

师：写好的先来说一说。

生1：我哭泣我为什么不能早点回来呢？再也看不到生我养我
的父母了。

生2：我颤抖着双腿走到我的父母坟前，老泪纵横：我的父母
就这样离我而去了，我十分对不起他们。



生3：他还会泣别人。说不定还有其他很多家庭的亲人也死去
了。

师：是啊，就拿他们村庄来说不知有多少家庭也成了（生：
松柏冢累累）

师：是啊，不知有多少战士几十年征战在外而成了（生：松
柏冢累累）甚至是尸骨未寒。把你的这种泣读出来。（生读：
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

生5：我会哭泣着想到：我唯一的牵挂---家人没有了，我唯
一的朋友---战友没有了，唯一的美好回忆---家园也荒芜了，
那我还有什么呢？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不如战死在沙场
算了。

师：生不如死啊！

生6：我觉得他还在泣战争带来的危害。因为肯定还有无数人，
无数个家庭也遭遇了这样的不幸。

师：仅仅是汉武帝在位，五次讨伐匈奴，就导致全国有一半
的人因为战争死亡，有一半的人成了（生：松柏冢累累）大
家带着这种泣读最后一句话。（生读：出门东向看，泪落沾
我衣。）

1、师：这就是这位80岁老兵回家的经历，让我们一起用朗读
走进他这段回乡历程。（生齐读全文）

生1：我觉得战争太残酷了。如果没有战争的话，老人也不会
家破人亡。

生2：我觉得战争有好处但也有坏处。但战争的坏处远远大于
战争的好处。



生3：不管正义不正义，战争都是十分残忍的。

生4：有时战争是为了某些政治利益和权利，可以实现某些梦
想。但在实现这些梦想的同时，却是以牺牲老百姓的生命为
代价的。

生5：我同意刚才这位同学的观点。比一切都更可贵和重要的，
是人的生命。

师：我明白同学们的意思了。远离战争，渴望和平是从古至
今，咱们每一个老百姓的心愿。

2、师：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了这首以战争为主题的诗歌。从
一位老兵回乡经历的角度，感受了战争给老百姓带来的苦难。
其实，除了这首诗，还有很多从不同角度描写战争的诗，比
如我们后面要学习的《出塞》，以及乐府诗里的《战城南》
等等，建议同学们可以在下课后找来读一读，看看它们又是
从哪个角度来写战争的，相信会让你对战争有更深刻的认识。

十五从军征教案一等奖篇五

教学目标：

1、了解诗歌大意，学习运用已有的生活经验联想、想象，揣
摩理解诗句含义，初步把握乐府诗的语言特点。

2、在熟读的基础上，揣摩诗歌表达的情感，并有感情地朗读。

3、了解古代兵役制度的残酷，感受战争给人民生活带来的苦
难，激发学生热爱和珍惜和平生活的情感。

教学重点、难点：

了解诗歌大意，学习运用已有的生活经验联想、 想象，揣摩



理解诗句含义，初步把握乐府诗的语言特点。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我们以前背过很多古诗，谁愿意来背诵。从古至今，战争一
直是人们关注的主题。今天我们学习的这首诗，也是与战争
有关，题目是：（生齐读：《十五从军征》）。

二、解诗题，了解诗人：

1、在诗的题目中，从哪儿可以看出是与战争有关的？

2、这首诗是两汉时期的乐府诗，选自（生齐读：《乐府诗
集》），关于乐府诗，我们书上老师搜集了很多资料，我们
一起去读一读。（生读）

三、初读诗歌，了解诗意：

1、当你在预习时第一次读到诗的题目时，有没有问题想问？

2、通过昨天预习，你知道这首诗主要写的是一件什么事呢？

3、它通过写老兵回乡的经历是想告诉我们有关战争的什么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读通这首诗是基础。我请一个同学来读读
这首诗，看看大家预习的情况怎么样。

4、这首诗歌有很多生字比较难，咱们一起来看看这些容易读
错的字：（出示课件，生跟读：冢，窦，雉，舂，羹，贻.）

5、在预习中，除了字音，还有哪些词不太理解呢？请大家先
在小组里互相交流解决。

6、了解了词语的意思，请大家结合刚才的交流，尝试用自己



的话说说诗句的意思。

四、深入诵读，展开联想：

3、假如你就是老人，听到乡里人的话，这时候的你会是什么
反应，什么心情？

5、这样的饭菜，吃起来是什么味儿呀？结合刚读的句子来谈。

6、他在泣什么？他为什么而泣呢？请同学们发挥你的想象，
并提笔写下来，一段话即可。（生动笔在书上写下来。）

五、小结，升华主题：

1、这就是这 位80岁老兵回家的经历，让我们一起用朗读走
进他这段回乡历程。（生齐读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