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班古诗登鹳雀楼教案(汇总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优秀的教
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中班古诗登鹳雀楼教案篇一

久客心常醉，高楼日渐低。

黄河行海内，华岳镇关西。

去远千帆小，来迟独鸟迷。

终身不得意，空觉负东溪。

唐·马戴《鹳雀楼晴望》

尧女西楼望，人怀太古时。

海波通禹凿，山木闭虞祠。

鸟道残虹挂，龙潭返照移。

行云如可驭，万里赴行期。

唐·司马扎《登河中鹳雀楼》

楼中见千里，楼影入通津。

烟树遥分陕，山河曲向秦。

兴亡留白日，今古共红尘。



鹳雀飞何处?城隅草自春。

中班古诗登鹳雀楼教案篇二

幼儿学习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初步理解古诗内容，并尝试用
语言大胆表达。

设计意图

语言是交流和思维的工具。幼儿期是语言发展，特别是口语
发展的.重要时期。对于大班的幼儿已经有了一定的语言基础，
因而，这节课重在培养幼儿的良好的学习兴趣，帮助幼儿记
忆古文不在枯燥。

活动设计

活动目标

1帮助幼儿结合情境使用丰富的语言，以便于幼儿理解古诗的
内容。

2 引导幼儿用多种形式记忆古诗，培养幼儿探索精神。

3 体验四二拍和四三拍不同的节奏感。

活动重点

引导幼儿用多种形式记忆古诗，培养幼儿探索精神。

活动难点

体验四二拍和四三拍不同的节奏感。

活动准备



幼儿画册

活动过程

1 看图理解诗意

引导幼儿看书指字朗读古诗。要求幼儿要点一个字读一个字。
《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
一层楼。

看图理解古诗的意思。(太阳在西方慢慢地落山了，黄河奔流
向东方，直入大海。如果要想看得很远很远，那就要站得更
高，再上一层楼。)

2 动作记忆古诗。

先由教师给出指定的动作读古诗。

拍手读古诗。

拍头，拍肩，拍腿读古诗。

3用四二拍和四三拍不同的节奏读古诗。

由教师教给幼儿不同的节奏读古诗。帮助幼儿感受四二拍和
四三拍的不同。

4引导幼儿创造动作读古诗。

启发幼儿自己创编动作读古诗。

5 检查幼儿学习情况。

幼儿和老师围成一圈。由老师开始，接诗句。了解幼儿的熟
悉程度，并给幼儿适当的鼓励。



活动延伸

在语言区张贴《登鹳雀楼》古诗挂图，鼓励幼儿进行兴趣识
字和指字朗读。

中班古诗登鹳雀楼教案篇三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译文

夕阳依傍着西山慢慢地沉没， 滔滔黄河朝着东海汹涌奔流。

若想把千里的风光景物看够， 那就要登上更高的一层城楼。

注释

1、鹳雀楼：旧址在山西永济县，楼高三层，前对中条山，下
临黄河。传说常有鹳雀在此停留，故有此名。

2、白日：太阳。

3、依：依傍。

4、尽：消失。 这句话是说太阳依傍山峦沉落。

5、欲：想要得到某种东西或达到某种目的的愿望，但也有希
望、想要的意思。

6、穷：尽，使达到极点。

7、千里目：眼界宽阔。



8、更：替、换。（不是通常理解的“再”的意思）

【解读】

太阳沿着山坡慢慢低落下去了，黄河水不停地向大海流去。
要想眼界放得更开阔，能看到更远的地方，就得要在上一层
楼去。

【鉴赏】

鹳雀楼，故址在当时的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建在高阜
上，共有三层，站在这座楼台上，前望可看到莽莽的中条山，
下瞰可观滚滚东流的黄河水，是唐代的游览胜地。

诗人首先运用粗线条大笔勾勒画面，这里，其着眼点不在楼
之一隅，而是从远眺及鸟瞰的角度去把握山水楼阁的总体，
腾挪跌岩，摹山绘水，让读者从山水的生机勃勃的生命力中
看到诗人笔力扛鼎、大气磅礴的风发意气。“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两句，给读者展现的是夕陽西下、黄河东流的
壮阔远景——一幅情景交 融、形神兼备的立体图画。在这幅
图画中，落日飞霞、远山如黛、黄河耀金、大海涌波，都表
现了登高远眺的特点。“依”、“流”二字具有画龙点睛之
妙，经过它们的点染，自然景物顿时具备了活泼泼的生
命。“依”字一洗“夕陽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那种感伤凄凉的语调，展现了落日告别远山时含情脉脉的神
态，显示了其充满生命和力量的内质；“ 流”字仿佛是注入
这幅图画的一条动脉，让我们领略到“黄河之水天上来，奔
流到海不复回”那昂扬、壮阔的气势，俯视到喷珠溅玉的惊
涛骇浪，甚至可以谛听到奔腾咆哮的黄河的涛声。加上“白
日”、“黄河”等不同色调的对比运用，更使画面具有了立
体的层次感。

诗的前两句着力渲染登楼所见的山水壮观，绘下了极其壮阔



的境界。但是诗人兴犹未尽，他接着用如椽大笔，饱含激情，
写下了千古佳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若要穷极
千里之遥，让全部的山河之美尽入胸怀，就需要不断前进。
这虽然写的是当前实感，却已隐约地表现了诗人的胸襟抱负。
由于前两句作了很好的铺垫，后两句既是诗人深邃思想经过
感情浓缩后的结晶，又与前面的景物衔接自然，浑然一体，
从而就使全诗的境界大大拓宽，构成一幅表兮独立、逸乎凡
响的登楼远眺图。

在这首诗中，诗人没有拘泥于山水楼阁本身的具体形态，而
是善于迅捷地抓住山水与鹳雀楼之间最突出的视觉特征，给
读者创造一种豪放的眼界开阔感。

纪游诗难为，而那种奔意气，耸高格的览胜纪游诗为之则更
难。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一诗之所以能成为千古之绝唱，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意境雄阔，意气风发，咫尺之间而
能给人以千里万里之感，读后令人眼界开扩，襟臆浩荡，使
人受到鼓舞，从中汲取到向上的精神力量。

《登鹳雀楼》的意境雄阔与诗人气吞寰宇的襟抱是有着密切
关系的。王之涣生活在盛唐时代，国力强盛、人心振奋，使
他具有积极向上、不懈追求的时代精神和恢宏的政治气度。
没有吞吐千山万壑于胸间、指挥重峦叠嶂于掌下的大气度，
难成大手笔；有了这包举宇内的大气度，诗人才会挥遣自如，
神思泉涌。

诗人并不是俗手丹青，仅以描摩为能事。我们的诗人还兼有
哲人的气质。后两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语极平
直，然蕴蓄深远，余韵无穷。登高望远，这是一般常识。而
登高者惟愿其愈高，望远者惟求其更远，这种细腻入微的心
理却只有哲人才能赋与它以重大意义。这其中隐含着人的无
限的进取与探索精神。俗话说“人往高处走”，又说“百尺
竿头更进一步”，都是对现状的不满足，都是进取精神的直
接反映。不同的是，纯粹的哲人以说教者的姿态出现，可以



使人膜拜，而诗人似的哲人则善于以朋友的身份说话，足以
使人感奋与追求。

中班古诗登鹳雀楼教案篇四

《登鹳雀楼》是王之涣的成名作，是唐代五言诗的压卷之作，
王之涣因这首五言绝句而名垂千古。

教学要求：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和背诵课文。

2、理解课文内容，理解诗的意境及蕴涵的哲理。

教学重点：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和背诵课文。

教学难点：

2、理解诗的意境及蕴涵的哲理。

教学准备：ppt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小朋友们已经学过了不少古诗，谁能背给大家听听?今天
我们又要学习一首古诗。板书课题。

2、解题。登，是登上的意思。鹳雀是一种鸟儿，样子像鹤。
在山西省永剂县有一座楼，常有鹳雀停留在上面休息，所以
人们称这座楼叫“鹳雀楼”。登鹳雀楼，就是登上鹳雀楼。
这首诗的作者是唐代诗人王之涣。有一天，王之涣登上鹳雀



楼，看到了落山的太阳，奔腾的`黄河，就写下了这首诗。

二、初读课文。

1、投影出示课文内容，学生借助拼音读通课文。

2、范读。指名读。

三、理解诗句。

一边看课文，一边听朗读两遍;想想刚才提出的问题。

1、学古诗要求一：读准字音

2、学古诗要求二：读通诗句

3、介绍鹳雀楼

4、学古诗要求三：知诗人

介绍王之涣

5、学古诗要求四：理解字词

6、学古诗要求五：理解诗句(字字落实)

7、学古诗要求六：想象意境

8、学古诗要求七：感悟情理

9、学古诗要求八：背诵默写

四、总结课文。

1、齐读课文。



2、讨论：诗人登高观景时的心情、神情、动作，会是什么样
子，他可能讲些什么?

3、这首诗表达了作者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学了这篇课文，你
懂得了什么?

五、作业。

朗读课文，练习背诵课文。

中班古诗登鹳雀楼教案篇五

活动目标：

1、初步理解古诗的大意，知道个别词的意思。

2、学习吟唱古诗，感受古诗的韵律美。

活动准备：ppt、flash

活动重点：学习吟唱古诗。

活动难点：初步理解古诗的大意，知道个别词的意思。

活动过程：

一、导入

1、出示鹳雀楼的图片

师：小朋友们，你们在图片上看到了什么？

师：噢，看到了一座塔楼。其实，这座塔楼有一个很好听的
名字叫鹳雀楼。很久以前，有一位叫王之涣的诗人，他登上
了这座鹳雀楼，看到了很美丽的景色，于是就写下了这首古诗



《登鹳雀楼》。

2、欣赏古诗

师：诗人到底看到了什么样的景色才可以写下这么美的古诗
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古诗吧！

二、理解古诗大意

1、出示落日图片，理解诗句“白日依山尽”。

师：从图片上你看到了什么？那太阳是怎样落下去的呢？

师：太阳挨着大山慢慢地落下了。诗人看到这个画面，于是
就写下了“白日依山尽”这句诗句。出示诗句“白日依山
尽”。

2、出示黄河图片，理解诗句“黄河入海流”。

师：现在你又看到了什么？

师：这条河叫黄河，黄河流啊流，流到大海中去了。诗人看
到这个画面，于是就写下了“黄河入海流”。出示诗句“黄
河入海流”。

2、理解诗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三、幼儿吟唱古诗

1、欣赏吟唱

师：这么好听的古诗，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来念一念吧！

2、认字吟唱：根据出示的文字吟唱古诗



3、动作表现

师：现在我邀请你们用动作来表现一下古诗的内容。（请个
别幼儿演示）

四、结束总结

师：古诗里“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就是说只有站得高
才能看得远。今天回家有一个任务请你们回家问问爸爸妈妈
在我们的生活中哪里可以用到这句话的好吗。

延伸阅读：王之涣《登鹳雀楼》赏析

摘 要：王之涣《登鹳雀楼》一诗是古今传诵的名作。前二句
写诗人所见，描绘了登临鹳雀楼所看到的壮阔雄浑景色，豪
放雄劲，气势磅礴，形成了一幅粗犷明快、意境深远的山水
画。后两句写诗人所想，阐发了朴素易懂而意义深刻的哲理，
渗透着诗人昂扬向上的奋进精神，体现了诗人对美好事物的
向往与追求，反映了盛唐时期与时俱进的积极进取精神。

关键词：王之涣；登鹳雀楼；赏析

王之涣是盛唐著名边塞诗人之一，为人豪放，常击剑悲歌，
以参加科举考试为耻，与著名诗人王昌龄、高适、崔国辅等
均有唱和，交往颇深。《全唐诗》仅存录他的六首绝句，其
中七绝《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和五绝《登鹳雀楼》
是古今传诵的名作。

鹳雀楼，也叫颧鹊楼，是唐代蒲州（今山西省永济县）的名
胜，与滕王阁、黄鹤楼、岳阳楼并称江南四大名楼。原楼高
三层，东南是中条山，西面可以俯瞰黄河，因当时常有似鹤
的飞禽鹳雀栖息在上面因此得名。登楼可以“前瞻中条，下
瞰大河”，晋南风光，尽收眼底。唐代许多诗人都到这里登
临眺望，留下了不少诗章。其中王之涣这首《登鹳雀楼》仅



四句二十个字，却是其中的压卷之作。北宋沈括《梦溪笔谈》
卷十五载：“河中府鹳雀楼，三层，前瞻中条，下瞰大河。
唐人留诗者甚多，唯李益、王之涣、畅诸三篇能状其景。”
李益、畅诸二人的诗已寂寞无闻，唯有王之涣的《登鹳雀楼》
一诗名垂千古，独占鳌头。

《登鹳雀楼》这首诗的前二句写诗人所见：“白日依山尽”
写远景，写山；“黄河入海流”写近景，写水，描绘了登临
鹳雀楼所看到的壮阔雄浑景色，豪放雄劲，气势磅礴。诗人
运用朴素、浅显的词语，形象生动地展示了登楼所见的广袤
河山的情景：诗人站在鹳雀楼上向西眺望，只见云海苍茫，
山色空濛，云遮雾绕，可阳光依然炽烈。远处，一轮夕阳逐
渐落进了连绵起伏的群山中，依然耀眼的太阳从山旁缓缓西
沉。这是远景、空景。近处，楼下黄河滚滚而来，一泻千里，
从西北天际向东方大海奔流而去。这是从地面写到天际，视
线是由近及远。这就把上下、远近的景象，全都容进了诗中，
形成了一幅粗犷、明快的山水画，而且画面显得宽广、辽阔，
意境深远。这两句大笔挥洒，线条粗犷，画面壮丽，气势宏
大，读后令人振奋。这十个字的容量之大，可谓包罗万
象，“纳须弥于芥子”。

后两句写诗人所想，由前面的.描写景色转向抒发情感，阐发
了朴素易懂而意义深刻的哲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既写了登临者的心理，同时也抒发了诗人对于生活和人生
的深刻感悟。这里既包含着诗人向上进取的精神和高瞻远瞩
的胸襟，也道出了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的道理。“欲穷千里
目”，表现了诗人一种无止境探求的愿望，要想看得更远，
看到目力所能达到的地方，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站得更高
些，“更上一层楼”。再上一层楼会有什么景象？诗人不说
了，留给读者去想象。看似平淡，实有言外之意，含蓄有味。
“欲穷”“更上”两个词语告诉读者只有“更上一层楼”，
才能看到更加广远、更加雄壮的景象，将意境提到一个更加
高远的层次，渗透着诗人昂扬向上的奋进精神与活力，体现
了诗人对更加美好的事物的向往。这两句富有深刻的哲理，



是千古传诵的名句，它形象地揭示了一个真理：登高，才能
望远；望远，必须登高。它告诉人们，在人类的生活中，要
开辟新境界，要看到新天地，就需要不断努力，勇于攀登，
不断创造、勇于进取，因为更新更美的事物是在加倍努力之
后出现的。这两句能够世代相传，其永恒的价值，就在于表
达了人们对生活的不断追求与进取心理。同时，也启示人们，
人类的知识与前途，一如这浩渺世界广阔无边，应当永不停
息地奋斗。

关于诗中“白日”所依之山是哪座山，历来说法并不一致。
有人说既然此楼“前瞻中条”，而且当地最大的山脉就是中
条山，那么白日所依之山自然就是楼东面的中条山了；因
而“白日”也就只能解释为“白天之日”“初升之日”
了；“依山尽”也就只能解释为被山挡住了。这样解诗恐怕
有失通脱，因而也有损诗人之意。其实鹳雀楼的西面也有山，
太阳依山而落是极其自然的现象。北京大学吴小如教授在
《说王之涣〈登鹳雀楼〉》一文中指出：“‘白日’一词，
本极平常，但古人每用以写黄昏时的落日。”

汉代以后，诗赋中逐渐形成了借登楼抒写离人思乡情感的传
统。王之涣《登鹳雀楼》一改旧俗，树立新风，前无古人，
后有来者。这首诗境界开阔，气魄雄大，表达诗人在登高望
远中表现出来的远大的胸襟抱负，给人以人定胜天和高瞻远
瞩的启示，反映了盛唐时期人们与时俱进、昂扬向上的积极
进取精神。“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两句，一写时间的
运行，一写空间的延展。日出日落，百川归海，此皆宇宙万
物在时间和空间中自然亦必然的律动。白日依山而尽的过程
也正是诗人登楼凝望、欣赏、沉思的过程；黄河入海则既是
写眼前所见，又是写心中所想。诗人的神思由自然的时空而
跃入想象的时空，诗意由此而大增，“欲穷千里目，更上一
层楼”的理趣也就水到渠成、自然逸出了。俞陛云《诗境浅
说续编》中评论此诗说：“前二句写山河胜概，雄伟阔远，
兼而有之，已如题之量。后二句复余劲穿札。二十字中，有
尺幅千里之势。”



在写作艺术上，这首诗由两联十分工整的对仗句组成，平仄
和谐，工整自然，达到了形式上和意义上的完美境界：“白
日”对“黄河”，“依”对“入”，“山”
对“海”，“尽”对“流”，“欲”对“更”，“穷”
对“上”，“千里目”对“一层楼”，不刻意求工而自工，
毫无斧凿痕迹，自然流畅，琅琅上口，真乃千古佳句，佳句
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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