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古诗词三首说课稿部编版(精选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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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诗词三首说课稿部编版篇一

汤显祖（明）

欲识金银气，

多从黄白游；

一生痴绝处，

无梦到徽州。

鉴赏

《古希腊抒情诗选》中有一首小诗《幸福四要素》只有四句。
其中一句：“第二是天生性情温和。”

当我这样开头，想起去年立夏，长夜走在徽州古城，高白墙
与青瓦，深深的小巷，和温厚的灯光，念起：“一生痴绝处，
无梦到徽州。”那时心情与现在截然不同，火急火燎的内心，
大概是前半句的写照：“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总觉，
极乱的心，到了这处地方，也从顺安然。虽然把握诗句序位
乱了，但也把内心的焦躁浇熄。

幸福也许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有时却很难。不论汤显祖诗中
的本意，但终觉立夏万物生长，都开始迅猛向前。



不论心境如何，关键读诗，读人，读事，天生性情温和去面
对，大概凡事都有新面貌。

《山亭夏日》

高骈（唐）

绿树阴浓夏日长，

楼台倒影入池塘。

水晶帘动微风起，

满架蔷薇一院香。

鉴赏

《夏居小院》

院后春茶尖尖角，

树树李花映荷塘。

幼童檐下尝夏羹，

蟹行溪中称霸王。

鉴赏

幼时生活在农村小院里，给了我最为珍贵的四季体验。开春
至夏，院子后的茶园茶叶总是长的很好，尖角的茶芽不论在
阳光下，或者雨里，感觉都在笑。院子里的老人们总要采摘
的一芽一叶，制作成传统的晒青绿茶，农作时喝。

院子前有三个大池塘，方方正正的，池塘边的李树开花之时



虽然不比“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壮景，却也怡情怡景。立夏
之日，在屋檐下或者李树下尝立夏羹是不可少的。院里的孩
子们尤其喜欢李树，天气热时爬树纳凉，到了六月里，整树
整树的青李还没熟，就被吃的所剩无几。

池塘外，一条小溪与马路蜿蜒相依，小溪溪水清澈，小鱼小
虾藏匿在溪水的石头下，水草里，蟹在溪中从来都横行无阻，
堪称霸王。

一年四季中，夏季总是很短，短到感觉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令人难忘回味。

古诗词三首说课稿部编版篇二

教学目标：

1.认识生字。能正确读写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三首古诗。

3.学习通过看注释，边读边想象画面等方法，感知诗词大意，
用自己的话说说诗词的意思。

4.感受江南山水的自然美，受到美的熏陶。

教学重点：

1.品味诗句，指导背诵，积累语言。

2.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体会江南山水的特点，激发爱美的情
感。

教学难点：



1.理解诗句句意。

教学课时：

三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

1、祖国的千山万水是那么多姿多彩，那奔流不息的江河，那
连绵起伏的丘陵，那直插蓝天的雪峰，那辽阔的草原……真
是江山如画。今天就让我们通过课文的学习一起去游览祖国
的大好河山。

2、书写标题。这篇课文前两首是诗，后一首是词。

二、初步感知课文

1、指名读前两首的标题，点评。

2、和老师一起书写标题，注意写法。

3、指名说，你了解敬亭山、洞庭吗？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读注释对我们学习诗歌很有帮助。

4、这两首诗一首写山，一首写水，下面我们先来学习第一首。

三、学习《独坐敬亭山》

1、指名读。



2、了解作者。

指名说，你们了解李白吗？

李白（701-762），字太白，后人称为诗仙，是唐代伟大的浪
漫主义诗人。他写了大量歌颂祖国河山、揭露社会黑暗和蔑
视权贵的诗歌。他的诗对后人有深远的影响。（让学生背一
背自己知道的李白的诗，如《静夜思》等）

3、练读，注意把每个字读准，了解诗的意思。

4、齐读。

5、请同学们再自由地读一读诗句，看一看注释，想一想画面，
同桌之间相互说一说你对诗句的理解。

6、同学交流

a、指名说，你读懂了诗中的哪一句？用自己的话说一说。

前两句：天上几只鸟儿向远处飞去，直到看不见影子；天上
的云彩也自由自在地飘向远方。

后二句：只有敬亭山和我互相看着，怎么看也不觉得满足。

质疑：后两句，是敬亭山看着我还是我看着敬亭山呢？敬亭
山不是人，为什么可以看呢？(可以让学生质疑)

b、要深入理解这首诗，还需要联系整首诗，想象一下当时的
画面。谁再来说一说。

指名说。我在读这首诗的时候想象到——

指名说。



作者的心情很孤独、很寂寞；“只有”说明当时的作者十分
孤独、寂寞；他又觉得敬亭山是他的知心朋友，没有离开他，
作者十分感激他，也十分喜欢他；敬亭山也像人一样，天天
看着他，有了感情。

7、结合背景，理解诗的情感。

介绍背景：写这首诗时，李白被迫离开长安已整整十年，在
长期的飘泊生活中，他饱尝了人间的辛酸，此刻，当他独自
面对敬亭山，他的内心是多么的孤独和寂寞。

8、反复读一读，再来感受一下作者的孤独和寂寞。

指名读，点评。

9、齐读。

10、试背，体会情感表演背。

四、总结学习方法

指名说。

师小结：读好题目了解作者；读一读诗句，看一看注释，想
一想画面，理解诗句的意思；反复品读，体会作者的感情。
（教师可用更简练的词语概括步骤，以便学生记忆与运用）

五、作业： 

1、依据第一首诗的学习方法，自学第二首诗。

2、抄写词语，写出词语意思以及诗歌大意。

3、背诵诗歌，默写诗歌。



第二课时

一、导入：

1. 同学们，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秀丽，风景如画。前不久大
家游了一回敬亭山，感受颇深。今天，想带大家去洞庭湖走
一走，领略一下洞庭的美景——《望洞庭》。

二、学习《望洞庭》：

1、自学古诗，读一读，说一说。

2、指名读。点评，注意把握节奏。

3、齐读。

4、指名说，你读懂了什么？

a、作者：刘禹锡：字梦得，唐代文学家、哲学家。与白居易
并称“刘白”。

b、与前一首诗不同：在秋天的夜晚，洞庭湖的水色和月色融
为一体；“遥

望”，从远处看 （比较阅读的方法）

c、镜未磨：湖面上没有一点风吹过，就像一面还没有磨过的
镜子（运用比喻）

d、白银盘里一青螺：白银盘，比喻白茫茫的洞庭湖；青螺：
形容洞庭湖中的君山，也用了比喻的手法。

5、指名读。



6、与前一首诗相比较，这首诗作者的感情是怎样的呢？请同
学们读一读，练一练，想一想。

7、练读。

8、指名读。你是怎么练的呢？（边读边想象）

洞庭湖水色和秋天的月色融为一体，湖面上没有一点风吹过，
就像一面还没有磨过的镜子。远远地看去，洞庭湖山水苍翠，
就像银盘子里放着一只青青的田螺。

9、面对这样的湖光山色，作者的心中充满了惊喜。

10、边读边想象，齐读。

三、小结：

每一首诗都藏着作者不同的情感，再读一读两首诗，感受作
者的情感。

四、背诵两首诗。

五、听写词语：

敬亭山   洞庭湖   潭面  青螺

对照课本，检查。（字字入目，字字入心）

六、作业：

1、默这首古诗，写古诗的诗意。

2、写出古诗中表达出的作者的感情。

3、找一找课外描写山水风光的古诗，背一背。



第三课时　

一、检查背诵、默写：

1、指名背诵、齐背。

2、同桌一人默写一首。

3、展示、点评。

二、新课导入：

感受了敬亭山和洞庭湖的美景，我们再一起去领略一直江南
的美。

书写标题。

三、你有什么问题想提吗？

这首诗与前两首不相同，这是一首词。词：古时候，词是配
上音乐供人们演唱的，它的句子有长有短，所以又叫“长短
句”。

三、回顾上课时的学习方法，自读这首词。

1、想一想，上节课我们用了哪些方法学习古诗？这节课我们
也可以用学习古诗的方法来学习这首词，与同学交流交流你
的收获和疑问。

2、指名读。

四、交流、理解。

3、从这首词中，你读懂了什么呢？



指名说。

a、作者：白居易，唐代诗人。

b、这首词是作者怀念江南而写的。忆江南是词牌名，同一个
词牌名可以写很多首词。

c、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蓝”：一种植物，蓝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太阳出来
了，江边的鲜花比火还要红艳。春天来了，江水像蓝草那么
绿，那么浓。

师小结：词中的这句写得真美，你喜欢吗？有感情地读一读。
边想像江南的美景边读。

4、你还有什么疑问吗？

风景旧曾谙。谙：熟悉。作者对江南的风景曾经非常熟
悉。“谙”与“暗”

师小结：白居易曾经两次在江南做官，对江南的风景曾经非
常熟悉。对这样的美景怀着一种怎样的感情呢？（很喜欢）

师问：词中写作者很熟悉江南的风景的句子还有吗？（能不
忆江南？）

师小结：白居易曾居住在江南，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江南
的美景。

指名读。

五、齐读、背诵。



练读，抽查。

六、小小赛诗会

背诵描写山水风光的古诗词。

七、总结：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同学们，多读一读
唐诗，让我们在诗中感受祖国山水的美好，祖国语言文字的
魄力！

八、作业：

1、默写这首词，写出词意。

2、写出这首词表达的作者的感情。

3、解释：曾  谙  胜  忆

九、板书设计：

1      古诗词三首

独坐敬亭山       望洞庭       忆江南（词）

孤独          惊喜           思念

古诗词三首说课稿部编版篇三

教学目标：

1.认识古诗的生字，能正确读写“洞庭、江南”等词语。

教学重点：明诗意，背诗词，积累语言



教学难点：品味诗句

教学方法：边学边练，实时反馈

教学准备：课件

课时安排：三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独坐敬亭山》

1. 教师导入。

2. 学生表述，教师相机训练学生规范的表述：……是
诗，……是词。

3. 教师过渡。

诗盛于唐，词盛于宋，所以在文学史上有唐诗宋词之说。什
么意思呢？通俗一点儿说，就是唐朝的诗写得最好，宋朝的
词写得最好。诗和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这些我们先
不谈，咱们一首一首地学，慢慢地就明白了。请一位同学为
我们朗读第一首诗《独坐敬亭山》。

4. 学生朗读，教师相机评点。

是否读正确了？注意“相”字的读音。

5. 运用反复手法，训练几个学生朗读全诗，教师横向评价。

诗味读得最浓的是谁？学生声情并茂地朗读全诗。



6. 教师过渡。

7. 学生表述，教师相机。

（1）这种感受在诗题里边有没有表现？

（2）在诗句里有没有表现？让学生用自己的话说一遍， 着
重注意“闲”和“厌”的解释。

8. 教师小结诗中的情感， 引导学生体会“只有”一词的深
意。

能陪伴李白的，只有一座无言的敬亭山。这句话当中的“只
有”什么意思？只有，就是除了敬亭山，什么都没有！没有
亲人，没有——朋友，有的只是眼前的青山，身边的孤独！

9. 教师过渡。

学了这么久，也不知道同学们学明白了没有，听老师说一段
话，看老师说的是哪一句诗？教师引读：天上的鸟儿都结伴
飞走了，不见了踪影；那一片白云，它也飘走了，只留下孤
孤单单的我。这世界上能陪伴我的，恐怕只有眼前的这座敬
亭山了。

10.训练学生看着课件反复说一说诗句的意思。

11.教师组织学生在朗齐诵诗歌，笔记，背诵、默写。

板书设计：

独坐敬亭山

孤独

只有



第二课时

《望洞庭》

1. 教师导入。

上一节课，我们说过，《忆江南》是一首词，《独坐敬亭山》
和《望洞庭》是两首诗。合在一块儿，我们就把他们称
作“古诗词三首”，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第二首诗《望洞
庭》。首先跟老师读一读这首诗。

2. 教师教读两遍，请两位学生读。

（1）教学生正确地朗读“和、磨”；

（2）叫学生正确地书写“庭、潭、螺”。

3. 学生齐读，教师训练学生说话，用三种方式介绍诗
人“刘禹锡”。

诗人

唐      刘禹锡

4. 教师过渡。

5. 教师朗读，学生表述，教师要求学生逐一标画后，连起
来说。

6. 诗中写了如下美景，分别是湖光、秋月、潭面、洞庭山
水。

7.  学生齐读，要求读出画面的美，用自己的话说一说诗句
所描绘的美好景象。



教师要注意在学生表述不清的时候，用课件、插图帮助学生
理解诗句的意思，反复表述：

月光融化在湖水里，平静无风的湖面，看起来像是一面没有
打磨的镜子。遥望洞庭湖山水美景，真像是白银盘里放着一
枚青螺啊。

8. 教师指出其中的两处比喻，引导学生体会刘禹锡的情感，
并与《独坐敬亭山》相比较表达上的异同。

都是写景的诗，但抒发的情感不一样。《望洞庭》抒发的是
内心的愉快，而《独坐敬亭山》抒发的是内心的孤独。

9.学生齐诵古诗，想象画面。

10.教师小结，学生笔记诗的意思，背诵、默写古诗。

板书设计：

写景           抒情

1.古诗词三首  独坐敬亭山        孤独

望洞庭            愉快

第三课时

《忆江南》

1. 教师导入。

2. 学生表述，教师讲述。

正因为词的句子有长有短，所以词又叫做“长短句”。长句
短句交错出现，有一种特别的韵律美。跟老师一起读一读，



介绍白居易。

3. 请一位学生读。

（1）书写“谙”；（2）“谙”的意思（学法提示）及常用
的词“谙熟于心”；

4. 学生齐读，教师强调要读好、读懂“谙”。

理解一字，领悟一句。

学生：（1）用诗句表述；（2）用自己的话来表述。

6. 教师小结。

7. 教师引读，有层次地训练学生反复表述诗的意思，加强
对诗意的整体记忆。

江南
好，                              

那里的风景我从前是多么熟悉。          

日出时，江边红花似
火，                

春天里，江水绿如蓝
草。                

怎能不让人常常想起江南呢？            

8. 学生笔记，背诵。

9. 教师检查学生是否背到了诗，加强对诗的记忆。



10.教师小结：

（1）词牌和另两首《忆江南》；

（2）笔记；

板书设计：

忆江南——风景旧曾谙

词又叫长短句，有词牌名。

古诗词三首说课稿部编版篇四

1.

教学目标：

1.认识2个生字，会写5个生字。能正确读写“洞庭、江南”
等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三首古诗词，默写《独坐敬亭山》
《望洞庭》。

3.学习通过看注释，边读边想象画面等方法，感知诗词大意，
用自己的话说说诗句的意思。

4.感受江南山水的自然美，受到每的熏陶。

教学重点：

品味诗句，指导背诵，积累语言。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体会
江南山水的特点，激发爱美的情趣。

教学时间：两课时



第一课时

独坐敬亭山

一、激趣导入。

1.导语：

我们先进行课外知识抢答：唐朝是我国古诗创作最旺盛的时
期，在众多诗人中有两个最有名的诗人，他们是谁？（诗圣、
诗仙）

2.揭题。谁来背背李白的诗，会几首就背几首。

二、释题，简介背景。

1.读题，看注释，结合插图，介绍背景。

2.过渡：李白坐在敬亭山上看到些什么，想到些什么呢？

三、学生自学，初步理解。

1.自读古诗，做到“五不”。

2.自读古诗，思考问题，并根据注释，结合插图，逐句说说
诗意。

四、人小组合作学习。

1.互读古诗，检查是否做到“五不”。

2.交流诗意。

五、全班交流。



1.指名回答，评议交流。

2.老师点拨：“闲”是悠闲的意思，在说句意时，要作词序
的调整。即“一片白云悠闲地飘去”。“厌”的注释是“满
足”。在说句意时要进行适当的变通。

3.学生质疑。师生共同解答。

4.在理解诗意的基础上，想象一下“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
闲”是一幅怎样的画面。可以用语言描述，也可以用画面表
现。

六、指导朗读。

1.《独坐敬亭山》围绕着“静”来写，朗读时注意语调轻缓，
节奏要缓慢；通过朗读，表达诗人如找到了知己似的一种轻
松感。

2.多种形式读诗：指名读—同位读—小组读—齐读等。

七、吟读，体会诗人的思想感情。

1.自由吟读。

2.讨论：诗句表明了诗人怎样的心境？你最欣赏哪一句？

望洞庭

一、形象感知，揭示诗题。

出图。你知道洞庭湖吗？谁来介绍一下？我们来欣赏诗人刘
禺锡是怎样描写的。

二、自由吟读。



1.学生边读边参阅课文注释，试着理解诗句意思，不懂的随
时发问。

2.根据学生提出问题的普遍性与否，或个别讲解或集体理解。

三、指名朗读，同桌互说意思。

1.点拨理解“两相和”，可以让学生结合看图吟诵体会。

2.在交流体会描写月夜洞庭的美景时，随机指导学生诵读，
体会比喻的巧妙。

“镜未磨”写出了一种别有情致的朦胧的美，真是别出心裁。

君山如青螺，只因是遥看，这个比喻用得非常妙。

四、引导赏析。

1.你觉得哪一句诗写得好，在交流中进一步体会诗人的心情。

2.与上一首比较，体会不同的景致及古诗的借景抒情的手法。

3.背诵《独坐敬亭山》、《望洞亭》。

五、交流课外积累。

1.说说你知道的描写山水风光的古诗。

2.课外继续收集山水诗。

六、练习。

任选一首，想象景致，根据自己的理解作画，并配上诗句。

第二课时



忆江南

一、复习导入。

二、读课文，理解内容。

带着上面的问题自由读，边读边看图，理解意思。指名读，
读准生字，结合注释理解意思。

指名看图说出意思。朗读领悟词义，教师做如下点拨：

“忆江南”是词牌名，词都有一个牌名。词的内容也是回忆
江南景色的，白居易曾经当过杭州刺史。词中回忆的，就是
美丽的江南风光。

旧：从前。曾：曾经。谙：熟悉。胜：超过，胜过。

根据提供的词语解释，让学生自己说说词句的意思，然后连
起来说整首词的意思。

三、小组合作学习，相互交流。

四、教师小结。

诗一开头，诗人先说：“江南好”，这是诗人对江南春天的
赞美。那么，说江南好，是听别人说，还是自己亲眼看到的
呢？第二句做了回答：曾经，我对江南的风景是那么的熟悉，
那么了解。

五、指导有感情地朗读和背诵。

朗读的感情基调：饱含深情的回忆之情。

语调处理：一、二句要有昂扬的激情，再转入缓慢回
忆，“日出”句声调高昂，“春来”句声调柔合平缓，最后



一句声调稍抬高，仿佛是自问，又像是问他人，“能不”语
气要果断、坚定。

在熟读基础上让学生练习背诵。

六、抄写或默写。

默写《独坐敬亭山》、《望洞庭》

七、课后反思。

古诗词三首说课稿部编版篇五

教材简析

《牧童》、《舟过安仁》两首诗以轻松、诙谐的笔调描绘出
悠然自得、无忧无虑的牧童和两个张伞使风的顽皮儿童，凝
练的诗句中充满了童真、童趣。《清平乐·村居》以轻快、
流畅的语言，徐徐铺开一幅恬淡、惬意的农家生活图，令人
深深地沉醉其中。

设计理念

吟诵，是古诗词教学的重点，应激发学生的朗读兴趣，引导
学生反复诵读，指导学生注意诗歌的韵律、节奏和情感。在
破解文义的设计中，重点抓住描写动作的关键字眼，勾起学
生的生活体验，调动多种感官体验，充分感受其中的情味和
韵味，轻松地理解诗意。

教学目标

1.认识本课4个生字，会写7个认识的字。理解“弄”、“怪
生”、“相媚好”、“亡赖”等词语在诗句中的意思。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背诵古诗词。默写《牧童》，
能用自己的话表达诗词的意思。

3.想象诗词描写的意境，体会作者的感情，感受童年生活的
情趣，并在说的基础上改写成短文。

教学重点

理解诗词意思，体会诗词意境，练习感情朗读。

教学难点

体会作者用词的生动传神，感悟诗词中童年生活的快乐、田
园生活的温馨，受到美的熏陶。

课时安排

2课时

课前准备

1.了解诗人的生平。

2.收集有关宋词的资料。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谈话导入，激发兴趣

1.有人说，童年是一支支动听的歌，是一幅幅美丽的画，而
我要说童年是一首首美妙的诗，只要用心去读，就能读出歌，
读出画，读出许多美好的事。今天，咱就一起来试试。



二、初读古诗，想象画面

1.自由朗读两首古诗。注意“蓑”、“遮”的读音和写法。

2.指名诵读，读出诗歌的节奏。全诗节奏可以这样划分：

“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
后，不脱/蓑衣/卧月明”。

“一叶/渔船/两小童，收篙/停棹/坐船中。怪生/无雨/都张
伞，不是/遮头/是使风”。

[通过评读、赛读、合作读等多种形式，指导学生读通诗歌，
读出节奏。]

三、品读古诗，领悟诗意

1.师提出自学要求，生自由组合，选择其中的一首合作学习。
进行品读理解。

自学要求：

(1)借助课文注释、工具书，或与组员探讨，理解字词，初步
理解诗歌大意。

(3)练习有感情地朗诵诗歌。

(4)把想象到的画面用自己的语言形象、流畅地描述出来。

(学生自主学习)

2.交流反馈。

学习《牧童》



(1)理解字词

(2)精读诗句，理解诗意，领略诗境，领悟诗情

a.“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你感受到了什么?

感受到孩子是那么的悠闲自得、怡然而乐，感受到的是一种
野趣。

带着自己的感受读读这两句。

b.“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说说诗句的意思和
感受，然后感情朗读。

可以感受到孩子的心情是那么的舒畅，他的生活是那么无忧
无虑，非常惬意。

c.你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怎样的牧童呢?从哪里看出来的?

是一个可爱、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小牧童。

(3)诵读古诗，感受意境

学习《舟过安仁》

(1)理解字词

(2)品读诗句，入情入境

a.“一叶渔船两小童，收篙停棹坐船中。”读了这两句，你好
象看到了什么?

b.“怪生无雨都张伞，不是遮头是使风。”理解诗句意思，从
中你感受到了什么?



感受到两个孩子淘气可爱、天真顽皮。(从“张”、“使风”
等动作中看出)

c.你喜欢他们吗?诗人喜欢吗?为什么?

(3)带着自己的体验，有感情地朗读古诗，读出孩子的调皮，
感受那悠闲的画面。

四、再读古诗，陶冶情趣

比较两首诗，你有什么话想对谁说?

五、布置作业，拓展延伸

(1)有感情地背诵古诗。

(2)默写《牧童》。

(3)选择其中一首古诗，可自创一幅图画，也可改编成一篇小
短文。

第二课时

一、复习导入，引入新知

上节课，我们学习了《牧童》和《舟过安仁》两首诗，哪个
孩子给你留下了最深的印象?这节课，我们再来认识另外几个
男孩，走进他们的生活。

[通过回忆，既巩固了旧知，加深了印象，又自然地引出新知，
激发了学习兴趣。]

二、揭题解题，获得知识

1.引导学生观察此课题与其他诗歌题目的区别。



2.了解“词”的有关知识。

3.师小结：今天我们一起学习南宋爱国诗人辛弃疾写的一首词
《清平乐·村居》。

4.初读全文，读准读通。

(1)自由读词，读准字音。(注意：醉、媚、锄、媪、亡赖、
剥)

(2)合作探究，理解字词。(可以查字典、看图、联系上下文，
也可以相互讨论)

(3)全班齐读，男女生赛读，同桌互读，且读且评，读出韵律
节奏。

三、品读全文，获得美感

1.边读边想象画面，谈谈有什么感受，试着用一个词语概括。

2.课文中，什么给你留下了最深的印象?

(1)“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
剥莲蓬。”

感情练读，读出孩子们的轻松、活泼、愉快。

(2)“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他们会亲热地说些什么呢?

这句中的哪个字生动地写出了他们的心情?(“醉”。)

难道仅仅是酒使他们醉了吗?说说你的体会。



(3)“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

结合图画，说说感受。

四、再读全文，升华情感

学生自由读，边读边悟情。

能用自己的语言把欣赏到的画面描绘出来吗?

配乐朗读或背诵。

五、课外拓展，激发兴趣

1.背诵这首词。

2.把这首词改编成一篇优美的短文。

3.改编歌曲，用自己喜欢的曲调唱《清平乐·村居》。

4.收集、背诵其他描写童年趣事的古诗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