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园大班古诗独坐敬亭山教
案(汇总5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既然
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下面是
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
帮助。

幼儿园大班古诗独坐敬亭山教案篇一

教学目标：

1.读懂三首古诗，感悟每首诗中描绘的独特景色，体会表现
手法。

2.能用自己的话说出诗句意思，并由此想象画面。

3.会认读本课中“螺”“谙”等生字，会
写“亭”“庭”“潭”“螺”“谙”5个生字，理
解“闲”“厌”“和”“谙”等词在诗句中的意思。

4.有感情地朗读、背诵三首诗，默写《独坐敬亭山》《望洞
庭》。

5.搜集、背诵别的描写山水风光的古诗。

重难点：

1.感悟诗中描写的景色，想象美好画面。

2.有感情地朗读、背诵三首诗，默写《独坐敬亭山》《望洞
庭》。



预习：

1.自学生字，读熟三首诗。

2.借助注释试讲诗意，画出有疑问的地方。

3.搜集别的描写山水风光的古诗。

课时：2-3节

第一节

教学目标：掌握生字词，读熟三首诗，理解大意。

教学过程：

一、谈话引入：

今天，我们还要从三首古诗中感受一下古代大诗人笔下的山
山水水是什么样的。

二、读课题，指名读三首古诗。(检查通过预习对课文熟悉的
情况)

三、指名认读生字，提示应注意的地方。

亭庭--指导读准后鼻音

谙--暗：区别音、形、意

四、分组学习

1.读熟三首诗

2.借助注释在组内试讲每首诗大意。



3.交流预习中的疑问，组内解疑。

五、班内交流汇报小组学习情况。

六、作业：

1.抄写生字。

2.读、背三首诗。

第二、三节

教学目标：通过想象，进一步感受每首诗所表现的美好意境
及表达方法，背诵、默写。

教学过程：

一、吟诵、理解〈独坐敬亭山〉

1.议：诗中除了敬亭山还提到哪些事物，分别是什么样的?

鸟：多、高飞无影

云：少(孤)慢慢飘走(闲)

--展开想象，用自己的话描述画面

2.在诗人笔下，万物似乎都与人相通，是有感情的，请你从
诗中找出这样的词句。

闲、相看两不厌--体会诗中拟人的表现手法。

3.教师简介写作背景，让学生粗略了解诗中寄寓的情感。

此诗是李白在政治上受挫，心情郁闷时所作，因此通过众鸟



高飞、孤云闲浮、人与山“相看两不厌”来表达自己抱负不
得施展，有志难酬的无奈。读起来使人产生一种失落、孤独
之感。

4.指导背诵《独坐敬亭山》

二、吟诵、理解〈望洞庭〉

1.试用自己的话描述诗中所写的洞庭湖景色，看谁描述得最
美。

此环节注意提示学生在描述中突出：

(1)湖光和月光的交融和谐;湖面的光亮平静。

(2)白银盘和青螺分别所指。

3.诗人通过恰当的比喻把洞庭秀色写得惟妙惟肖，请找出诗
中的比喻。

二句，把光亮平静的湖面比作未经打磨的镜子。四句，把月
光下的湖面比作银盘，把湖中的君山比作青螺。

4.指导背诵《望洞庭》

三、吟读、理解《忆江南》

1.释题：忆，在此当回忆讲。“忆江南”为词牌。

2.根据学生可能产生的疑问补充注释。(旧：过去胜：超过)

3.说说你从这首词中体会到怎样的景色，诗人用什么手法来
表现这样的景色的。(太阳升起的时候，天空布满火红的朝霞，
江边的花朵被映照得比燃烧着的火焰还要红;那一江春水像蓝
草一样青绿，像晶莹的翡翠。--比较、比喻)



4.请联系前面几句诗的意思，把最后的反问句写完整。江南
的景色，让我怎能?

5.指导背诵《忆江南》

四、交流搜集的其它描写山水风光的古诗。

1.白居易所作《忆江南》另两首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
何日更重游?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
早晚复相逢。

2.其它描写山水风光的古诗

《鹿砦》《望庐山瀑布》《滁州西涧》《山行》《小池》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等

五、作业：

1.默写《独坐敬亭山》《望洞庭》。

2.选画一首古诗所表现的画面。

教后记：通过搜集、背诵别的描写山水风光的古诗，增长学
生的知识积累。

幼儿园大班古诗独坐敬亭山教案篇二

（一）导入课题，揭题。

2、揭题：是啊，李白一生写了很多诗，今天我们再学习他的



一首诗：独坐敬亭山。

3、解题：“独坐”是什么意思？题目是什么意思？

齐读课题

（二）初读，识字，引入意境。

1、学习生字。播放

课件

：（字理识字）“亭字”的读音注意什么？亭是什么样的
（顶尖，角飞翘下面有柱子。）怎样记“亭”字？（简笔画
画亭的样子）“亭”字的一点象亭尖，口字象亭尖下面的部
分，飞起的角象秃宝盖，所以写宽些，丁字象亭檐及柱子。
请同学们在生字表下照着写一遍。

1、听音朗读，初识古诗。

2、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朗读古诗。

（1）把诗读通读顺。

（2）个人读，小组读，齐读，同桌读。

（三）再读，感悟诗意。

1、同学们再读诗，看有哪些词不理解的，可以通过看注释或
者查字典解决，也可以和同桌交流讨论，理解。

2、集体交流词的意思。（“众鸟”许多鸟；“高飞尽”都高
高的飞走了；“孤云”孤单的'云；“独”独自；“闲”悠闲；
“相看”互相看；“不厌”不满足；）



3、小组讨论交流诗句的理解。

4、全班交流对诗句的理解。

5、这首诗描写了那些景物？（鸟飞尽，云飘走了，孤山。）
给人什么样的感觉？（凄凉）诗人的心情怎样？（孤单寂寞）

天上几只鸟儿高飞远去，直至无影无踪；寥廓的长空还有一
片白云，却也不愿停留，慢慢地越飘越远，似乎世间万物都
在厌弃诗人。“尽”“闲”两个字，把读者引入一个“静”
的境界：仿佛是在一群山鸟的喧闹声消除之后格外感到清静；
在翻滚的厚云消失之后感到特别的清幽平静。因此，这两句
是写“动”见“静”，以“动”衬“静”。这种“静”，正
烘托出诗人心灵的孤独和寂寞。

鸟飞云去之后，静悄悄地只剩下诗人和敬亭山了。诗人凝视
着秀丽的敬亭山，而敬亭山似乎也在一动不动地看着诗人。
这使诗人很动情-世界上大概只有它还愿和我作伴吧？“相看
两不厌”表达了诗人与敬亭山之间的深厚感
情。“相”“两”二字同义重复，把诗人与敬亭山紧紧地联
在一起，表现出强烈的感情。结句中“只有”两字也是经过
锤炼的，更突出诗人对敬亭山的喜爱。“人生得一知己足
矣”，鸟飞云去又何足挂齿！表面看来，是写了诗人与敬亭
山相对而视，脉脉含情。实际上，诗人愈是写山的“有情”，
愈是表现出人的“无情”；而他那横遭冷遇，寂寞凄凉的处
境，也就在这静谧的场面中透露出来了。

幼儿园大班古诗独坐敬亭山教案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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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春》。

3.学习通过看注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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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美的熏陶。

教学重点：

1.有感情地读课文，背诵三首古诗词，默写《独坐敬亭山》
《望洞庭》《忆江南》。

2.品味诗句，指导背诵，积累语言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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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学生凭借课文中的注释，联系上下文进行尝试学习，让学
生说说词语的大概意思，理解诗意。

教学时间：3课时

第一课时

《独坐敬亭山》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理解诗中词意，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诵
读并背诵古诗。

2、过程与方法：在理解感悟诗的过程中，能通过想象和朗读



了解诗意。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能感悟古诗内容，意境，体会诗人孤
独寂寥的情感。

教学重、难点：

领悟诗意，感悟诗情(难点)

一、导学：

(一)谈话导入

同学们知道李白吧?李白的诗你能背几首?

(你来!流利!真有感情!你会的真多!)

(图片以及古诗)

是啊，这是一个乡愁满怀的李白。(板书：乡愁满怀)

2、《望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银河落九天”，
豪情万丈啊，这又是一个怎样的李白?正是，潇洒的李白，豪
放的李白，寄情山水的李白。(板书：寄情山水)

3、《赠汪伦》、《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是怎样的李
白?

(请你回答。你也想说，请，)——正如你们感受到的，这是
有情有义的李白。(板书：有情有义)

从上面诗歌中，我们感受到了一个形象丰满的李白，他是思
乡的游子，是豪迈的侠客，是重情重义的真汉子，今天我们
还要再学一首李白的诗，你将会看到又一个不同的李白。



二、自学

(一)出示学习目标

1、理解诗中词意，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诵读并背诵古诗。

2、在理解感悟诗的过程中，能通过想象和朗读了解诗意。

3、能感悟古诗内容，意境，体会诗人孤独寂寥的情感。

(二)出示自学指导：

1、结合工具书读准字音，读出节奏，有感情地朗读全诗。

2、结合插图和注释，理解重点词意，充分发挥想象来理解诗
意。

3、在理解诗意的基础上，体会诗人的感情。

三、互学。

1、以小组为单位，组内合作讨论诗意，请小组代表发言。

2、教师发现表现好的学生及时表扬、奖励竹叶奖一枚，多关
注后进生。

四、展示

(一)、初读古诗

1、齐读课题《独坐敬亭山》。

有谁知道敬亭山?你来说说。(图片《敬亭山》)是啊，敬亭山
又被称为“江南诗山”。自李白《独坐敬亭山》这首诗篇传
颂后，敬亭山声名鹊起。白居易、杜牧、韩愈、刘禹锡、梅



尧臣、汤显祖等许多名人慕名登临，吟诗作赋，绘画写记。
历代吟颂敬亭山的诗、文、画达千数，敬亭山这座“江南诗
山”，也因而饮誉海内外。

2、再读课题：敬亭山前面加了个“独坐”，应该怎样读?你
为什么这么读?

(你读得很慢，因为——哦，是因为伤感;你读得很轻，因
为——哦，很孤独;你怎么读这么重?——哦，是在感叹!)

3、读课文：带着你体会到的情感，按自己的节奏自由读两遍。
开始——

好!谁来试试!

(读得多好啊!字正腔圆。)谁再来?同学们从他们的朗读里听
出了什么感觉?(好孤独!好无奈!好伤感!好寂寥!恩，很有体
会!)我们一起来读读。

4、同学们读了这首诗，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你的问题很有价值!看得出你很善于思索!)

(二)、细品诗意

2、这首诗里分明写了好几样景物，为何李白要说“独自坐
在”敬亭山呢?请在诗中划一划，找一找你所感悟到的词语。

好，你找到了什么词语?(“飞尽”是指——)是啊，所有的鸟
都飞走了，敬亭山静悄悄了。你呢?(“独去闲”是指——)，
满山不见一只鸟，不闻一丝鸟鸣;辽阔的上空不见一朵白
云……这是一座怎样的敬亭山?(我和你的感觉一样)(是啊，
好一座寂静清幽的敬亭山!)

3、读读这两句：“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李白久久地坐着，久久地看着，鸟飞云去之后，静悄悄地只
剩下谁了?诗人凝视着秀丽的敬亭山，而敬亭山似乎也在一动
不动地看着诗人。

3、齐读：“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在李白的眼里，还有云么?还有鸟么?齐读：“相看两不厌，
只有敬亭山”。

这句话是说——

是啊，李白看敬亭山，敬亭山看李白，看来看去，谁也看不
够。“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鸟飞云去又何足挂齿啊!再
读——“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人山脉脉相望，紧紧融合。——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三)、感悟孤独

好一句“相看两不厌，只有敬庭山”。李白啊李白，你游历
了那么多名山，你曾豪情万丈，你曾广交朋友，为什么此刻
这么深情地看着敬庭山呢?(孤独)

你从哪里感受到了“孤独”呢?

1、我们一起读前两句。“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在李白的眼里，那是无情的鸟儿在弃他而去，那是高傲的云
在弃他而去。

再读：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其实在自然环境中，鸟飞云走，是很自然的。为什么这时候
的李白却是那么孤独?你想过么?(你们很善于推测。)



(介绍背景)的确，这时正是李白横遭冷遇，寂寞凄凉的时候。
李白曾经七次来到敬亭山所在的宣城游玩，这首诗是李白被
迫离开长安10年以后再次来到敬亭山所作的。李白的满腹才
情只被唐玄宗视为点缀升平的御用文人，他空有投身政治报
效祖国的雄心，却被一些权臣小人算计被迫离开长安，长期
的漂泊生活，使李白饱尝了人间辛酸滋味，看透了世态炎凉，
从而增添了孤独与寂寞之感。

现在你明白了么?谁再来读读前2句。(听得出，同学们感悟很
深)齐读。

2、老师也来试一试。闭上眼睛，想想，那是怎样的一翻情景
呢?人看山，山看着人，人陪伴着山，山陪伴着人。配乐，范
读。

同学们来!(齐读)

(1)练笔：

李白神情地看着敬亭山，轻轻地对他说：“……”

敬亭山深情地看着李白，轻轻地对他说：“……”

(2)引读：

啊!鸟儿和云朵也讨厌我，只有你陪伴我在身边。(齐读——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是啊，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这里真有点死气沉沉啊。(齐读——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不用答不用问，一切都在不言中(齐读——相看两不厌，只有
敬亭山)

“相看两不厌，只有李白啊!”



五、测评

1、课外拓展

《秋蒲歌》出示。自由读，感受下这首诗里是怎样的李白?

你来读读。请你读读。很深情。让我们齐读《秋浦歌》。

“这是一个怎样的李白?”

对这个孤独哀愁的李白，你能安慰安慰他吗?

李白，这么多人在关心你啊，你要乐观、坚强、开朗起来。

你还记得《赠汪伦》吗?同学们齐——

还记得《静夜思》吗?

还记得《望庐山瀑布》吗?

李白啊李白，我们都在怀念你，你并不孤独!

让我们再来齐诵这首诗《独坐敬亭山》。

2作业：背诵并默写古诗。

第二课时 《望洞庭》

一、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古诗，会背诵古诗。

2、读懂古诗，想象古诗所描绘的景色，体会作者对洞庭湖的
赞美之情。



二、教学重点

想象古诗所描绘的景色。

三、教学难点

理解古诗的意思。

四、教学准备

1、学生课前通过上网、翻阅书籍，了解洞庭湖的相关知识。

2、课件。

五、教学过程

一、导学;

1、出示：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同学们， 你知道这句
谚语的意思吗?今天，我们就去领略一下洞庭湖的美景。

2、出示资料来简介洞庭湖。

洞庭湖位于湖南省的北部，岳阳市附近，是我国第二大淡水
湖。洞庭湖的风光极为秀丽,许多景点都是国家级的风景区,
如:岳阳楼、君山、杜甫墓、杨么寨、铁经幢、屈子祠、跃龙
塔、...面积约3900平方公里。君山在洞庭湖中，山上有诸多
名胜。

3、多媒体出示洞庭湖的画面。

师：你看到了什么景象?

师：你能用上一些词来形容看到的景物吗?



月明星稀、风清月朗、风月无边、皓月当空……

4、师送一组词，出示：波光粼粼、银光闪闪、水平如镜、水
天一色、迷迷蒙蒙、朦朦胧胧、宁静和谐。

5、引出课题

师：洞庭湖的景象非常迷人，从古至今有无数文人墨客被它
吸引，写下了许多描写洞庭的美诗佳句。在一千三百多年前，
唐朝有位大诗人刘禹锡来到了洞庭湖附近，看到了这样一幅
美景，不禁诗兴大发，写下了一首千古传颂的佳作。听，他
正在吟诵呢!

多媒体出示诗和配乐朗诵。

二、自学：

(一)出示学习目标

1、理解诗中词意，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诵读并背诵古诗。

2、在理解感悟诗的过程中，能通过想象和朗读了解诗意。

3、能感悟古诗内容，意境，体会作者对洞庭湖的赞美之情。

(二)出示自学指导：

1、结合工具书读准字音，读出节奏，有感情地朗读全诗。

2、结合插图和注释，理解重点词意，充分发挥想象来理解诗
意。

3、在理解诗意的基础上，体会诗人的感情。

三、互学：



1、以小组为单位，组内合作讨论诗意，请小组代表发言。

2、教师发现表现好的学生及时表扬、奖励竹叶奖一枚，多关
注后进生。

四、展示：

1、初读全诗。

2、再读“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

思考：你读懂了哪些字或那些词.?

(1) “湖光秋月两相和”。(多媒体出示)

相：相互。和：和谐、协调。湖光：湖水的光。

秋月：可以看出时间是秋天的晚上。

理解“两相和”：湖水和月光融合在一起，显得非常和谐。

这句诗的意思是：秋天的夜晚，月光如水，水映月光，两者
融合在一起，显得非常和谐。

(2)“潭面无风镜未磨”(多媒体出示)

潭面：是指洞庭湖面。未：没有。磨：磨拭。

镜未磨：指没有磨拭过的铜镜。

师：没有磨拭过的铜镜给人怎样的感觉?

(朦朦胧胧、模模糊糊。)

这句诗意：湖上一点风也没有，湖面朦朦胧胧，就像一面没



有磨拭过的铜镜。

师：诗中把什么比作什么?

把(潭面)比作(没有磨拭过的铜镜)。

师：谁能美美地把这两句诗读好?(给生配乐)

湖光‖ 秋月/ 两相和，

潭面/ 无风‖镜未磨。

3、细读“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多媒体出
示)

遥望：远望。山就是指君山。

洞庭湖和君山 ，就像 “白银盘里一青螺”。

师：这句诗中，把什么比作了什么?

把(洞庭湖)比作(白银盘);把(君山)比作(青螺)。

请生读好这两句诗。

遥望/ 洞庭‖ 山水翠，

白银‖盘里/ 一青螺。

师：这首诗意境很美，谁能美美地把它吟诵并背诵。

5、 知人论世，悟诗情

五、测评：



(1)总结：同学们，洞庭湖是我国的名胜，观光旅游的人很多，
你们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到湖南的岳阳市边上去看一看洞庭湖，
玩一玩君山，登一登岳阳楼，好好地领略一下祖国的锦绣风
光。

(2)作业：

1、背熟《望洞庭》。

2、想象《望洞庭》所描绘的景色，用几句话写下来。

第三课时 《忆江南》

一、教学目标

1、朗读课文，背诵《忆江南》。

2、训练学生通过查找资料，看注释等方式读懂这首词的意思。

3、通过对词的理解，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二、重点、难点

了解两首词的意思，根据这两首词所描绘的景物，想象画面，
并用自己的话描述出来。

一、导学：

1、以前同学们学过很多古诗，今天我们来学习两首词。(板
书：3词两首)

2、同学们知道什么是词吗?(学生可根据“预习”或搜集到的
有关词的资料自由谈。)

3、读读这两首词，想想词和学过的古诗有什么区别?



二、自学：

(一)出示学习目标

1、朗读课文，背诵《忆江南》。

2、训练学生通过查找资料，看注释等方式读懂这首词的意思。

3、通过对词的理解，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二)出示自学指导：

1、结合工具书读准字音，读出节奏，有感情地朗读全诗。

2、结合插图和注释，理解重点词意，充分发挥想象来理解诗
意。

3、在理解诗意的基础上，体会诗人的感情。

三、互学：

1、以小组为单位，组内合作讨论诗意，请小组代表发言。

2、教师发现表现好的学生及时表扬、奖励竹叶奖一枚，多关
注后进生。

四、展示

(让学生自由说，可根据以前知道的或课前搜集到的资料知道
多少就说多少。)

(2)教师补充：

白居易也是早期词人中的佼佼者，所作对后世影响甚大。



2、简介时代背景：

白居易在50岁至55岁期间，曾先后到江南名郡杭州、苏州出
任刺史(地方行政长官)，秀丽的江南景色和灿烂的吴越文化
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晚年回到洛阳闲居后，还时常回
味这段令人愉悦的回忆。这首《忆江南》同就是他在67岁时
为追忆十多年前的苏杭生活而作。

3、解题：

“忆江南”是词牌名，它与音乐曲谱有关，而与词的内容一
般没有什么联系，作词者只是依谱填词。而白居易的这首词，
内容恰与词牌相吻合。此时他身在洛阳，写的又是自己对江
南春色的记忆，或许这正是作者选此词牌来抒写自己江南情
结的用意所在吧。

(3)全班汇报交流。

(各小组之间、同学之间互相补充，有不同看法可以争议。)

首句“江南好”，直写“江南”之所以值得回忆，一个既浅
又俗的“好”字，摄尽江南春色的种.种佳处，而作者的赞颂
之意与向往之情也尽寓其中。同时，惟因“好”之已甚，方能
“忆”之不休，因此，此句又已暗逗结句“能不忆江南”，
并与之相关阖。

次句“风景旧曾谙”，点明江南风景之“好”，是自己旧时
早就感受到、体验过、熟悉了的，并非得之传闻。这就既落
实了“好”字，又照应了“忆’字，不失为勾通一篇意脉的
精彩笔墨。

那么，江南的好风光究竟“好”在哪里?在白居易之前，人们
描写江南春色，比较多的是抓住“花飞”“莺啼”来渲染的，
而白居易在这首词里为我们另外开辟了一个新的诗境。三、



四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对江南春
色美景又一种形象化的描述。

教师指导学生反复朗读、仔细体会这两句，想象画面，用自
己的话描述出来：春天的太阳刚刚升起，金色的阳光照射在
江边盛开的鲜花上，红红的花朵显得更加耀人眼目，江水也
因之更显得绿波粼粼，江花、江水两相辉映，红的更红(红胜
火)，绿的更绿(绿如蓝)。如此强烈的色彩渲染，给人留下了
浓得抹不开的光彩夺目的强烈印象。其中，既有同色间的相
互烘托，又有异色间的相互映衬，充分显示了作者善于着色
的技巧。(可欣赏插图。)

篇末，以“能不忆江南?”收束全词，通过反问即托出身在洛
阳的作者对江南春色的无限赞叹与怀念，又造成一种悠远而
又深长的韵味，令人深醉于江南春色的美景之中。

这首词，写的是诗人自己的江南之忆，特具情味，而又引起
读者的遐想，让人玩味不尽，不失为大手笔。

(5)有感情地朗读并练习背诵这首词，进一步感受词中所描绘
的优美景色，感受作者写法之妙。

五、测评

三、布置作业

背诵、默写《忆江南》。

幼儿园大班古诗独坐敬亭山教案篇四

同学们，唐代时我国诗歌创作最繁荣、最辉煌的时代，涌现
了一大批优秀的杰出诗人，你知道唐代有哪些著名诗人？
（生交流） 唐代诗人灿若星空，其中有一位诗人才华横溢，
纵情山水，把酒吟诗，诗酒名闻天下，被人们称为“诗仙”，



你知道他是谁吗？（生答李白）

二、板书课题，揭题

1 、今天我们学习李白的一首千古名作（板书：独坐敬亭山）

2、生读题 中学语文在线－免费资源站

3、理解题意：“独”是什么意思？有哪位同学到过敬亭山游
玩，知道敬亭山在哪吗？

4、敬亭山自古就是文人雅士聚聚之地，李白为什么会独坐敬
亭山呢？

三、读诗，读出诗歌的节奏与韵律

1、 默读古诗，有没有不认识的字？ 生自由读诗两遍，要求
读准字音，读通诗句。

2、 听说我们班的同学古诗读得特别好，指名读，（评价 很
有诗人风范）齐读

3、 诗歌朗读形式多样，想不想尝试合作读。（要求 读出诗
歌的节奏）

4、分组合作读，每小组一句 男女生叠读（叠读前三 后二）
师生叠读

5、读诗的最高境界是读出诗的韵味， 古代的读书人读诗摇
头晃脑，抑扬顿挫

四、范读诗歌，想象画面

1、闭上眼睛，用心倾听朗诵想象画面



3、置身于这样的境界，你有何感受？（景美 寂静 孤独）

五、作业：

背诵古诗

一、学习诗歌一二句，感受诗人的孤独。（板书 鸟飞 云去
孤独）

理解“尽”，说“众鸟高飞尽”诗意；理解“孤”“闲”，说
“孤云独去闲”诗意

二、 教师介绍创作背景

鸟飞云去本是常见的自然现象，在诗人的眼中，为何会如此
的孤独寂寞呢？（生交流，师小结： 被贬离京城，十年漂泊，
远离故土与亲人，世态炎凉，好友遗忘，看见鸟飞，云去，
有感而发，触物伤怀，难怪这样的孤单寂寞！）

三、学习诗歌三四句，感受诗人的不独。

相看是什么意思？（相互看；你看我我看你）谁和谁相看？
（李白与敬亭山）会怎样看？（含情脉脉 四目相对 默默对
视）（板书：相看）

同学们，诗人是第一次登上敬亭山吗？{不是}你们知道诗人
这是第几次登上敬亭山吗？第七次啊！诗人这么多次登上敬
亭山，难道仅仅是为了欣赏敬亭山的美丽风景吗？（不是）
在诗人眼中，在诗人心里，敬亭山难道仅仅是一座山吗？你
说！（不是）仅仅是一座山吗？你说！（不是）在诗人眼中，
在诗人心里，敬亭山哪里是一座山啊，他分明就是诗人的一
位朋友，一位永远不会离开他，永远不会抛弃他，永远与他
相依相伴的朋友啊！一位孤单时可以做伴，寂寞时可以倾诉
的朋友啊！ 有了这样的朋友，诗人还好孤独吗？（不会）还



会寂寞吗？（不会）难怪诗人会写下这样的诗句——“相看
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李白一生不畏权贵，命运坎坷，怀才不遇，壮志难酬，心中
自有说不出的孤独 寂寞与忧伤，只有流连山水、登高望远之
时，才是他最快乐的时候。同学们，当李白登上敬亭山时，
他的心情怎样？（喜悦 高兴 激动）是啊，李白是与敬亭山
心有灵犀、两两相悦啊！（板书：相悦）

四、教师小结：

（结合板书）漂泊他乡，无人相伴是，李白与敬亭山相看、
相知、相悦，从大山中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从大山中汲取人
生的力量，排解内心的忧伤，写下了千古传颂的《独坐敬亭
山》（生有感情的读诗） 实际上，诗人愈是写山的“有情”，
愈是表现出人的“无情”；而他那横遭冷遇，寂寞凄凉的处
境，也就在这静谧的场面中透露出来了。“静”是全诗的血
脉。这首平淡恬静的诗之所以如此动人，就在于诗人的思想
感情与自然景物的高度融合而创造出来的“寂静”的境界，
无怪乎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要夸这首诗是“传‘独坐’
之神”了。

五、自由读诵，背诵

第一篇：

古诗是主观性最强的艺术，它使一切生活的影子浸泡在情绪
的流波里，是诗人自己独特的情感宣泄。因此，学习古诗不
能脱离作者与时代去凭空解读作品本身。每讲一首古诗，总
是让学生了解作品的时代背景，包括时代特征，风俗等。或
是让学生上网查找相关资料，或是上课时老师对作品、作者
进行简单的介绍，这对学生理解古诗的含义，感悟诗情有很
大的帮助。



教学《独坐敬亭山》这首诗 时，因学生学习条件有限无法让
学生查找有关这首诗的资料。因此，上课时，我只能直接介
绍此诗的时代背景，包括这首诗所表达的情感同时也告诉了
学生。说完之后，我就觉得不对劲，不应该先让学生知道作
者的情感，可一言既出，无法更改，只好按计划进行。学习
古诗，首先让学生对古诗有一个整体的印象和感觉，获得初
步感受，才能更好地为理解古诗的意思打下好基础。然后，
通读古诗，要求学生流利地朗读全诗，做到不漏字，不读错
字。通读古诗之后，学生对古诗有了大致的了解，接着让学
生借助注释或字典理解古诗的意思。由于这首诗的诗意比较
容易理解，所以大部分学生都能说出诗的大意。按照学习古
诗的方法，最后一个环节是让学生感悟诗情，也就是与作者
的情感产生共鸣。可刚上课时，已告诉学生这首诗表达了作
者孤独寂寞的情感，怎样让学生感悟诗情呢？一时慌了神，
想不出好的方法，最后，我直接说：“这首诗既然表达作者
孤独之情，那么从诗中的哪些词可以看出来呢？”学生再读
诗，找。学生很快发现题目中的“独”，诗句中“孤，相看，
只有”这些词中都能体现出作者孤寂的心情。这样学习也能
让学生有比较深的感悟。

课下与老师交流时，一位教过这首诗的老师把的方法告诉了
我，她是把这首诗的时代背景放在感悟诗情中介绍，取得了
比较好的效果。我觉得她这样的安排可谓妙些，更有效些。
与他人相比，自己在安排资料时有些操之过急。虽然自己的
方法笨拙，但也受到了成效，不免对自己的教学有些庆幸。
对于古诗的教学，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形式，方法进行，只要
有效都可以去试试。

第二篇：

《独坐敬亭山》一诗是李白于天宝十二年秋游安徽时所作。
当年，诗人被迫离开长安已整整十年，长期的漂泊生活使他
饱尝了世态炎凉，孤寂之感倍生。诗人通过对敬亭山景象的
描写，抒发了因怀才不遇而产生的孤独寂寞之情。也正因如



此，把握这首诗的感情基调，体会诗中的思想内涵，是本课
学习的重点和难点。

上课伊始，我在黑板上画了一幅李白坐在敬亭山上、与山相
对而望的的画，带领学生从图画入手，结合咀嚼语言，使学
生很快进入到诗歌的意境当中。但由于我的点拨不够到位、
深入，学生品味诗歌意境略显得不够深，造成后面学生体会
李白的孤独之感时味不浓；再到后面体会“相看两不厌”这
句诗的意蕴时，由于我引领学生体会过深，学生很难接受。

这节课让自己满意的是让学生作画，让学生自画自悟，去体会
“去”和“尽”的意味；通过联系生活感受为何“两不厌”。

课后，老教师的点评，一下子让我对这一课的教学又有了新
的认识。许老师为我指出这样一条道，那就是要从这首诗找
出一个诗眼来。抓住“独”这个诗眼，先从题目感受“独”，
再从前两句深入体会李白的孤独。而后两句要带领学生去细
细品味李白的不孤独，在一般的教学中，学生能停留在“因
为和山成为知己，所以李白不孤独”的理解层次上，但怎么
往深里挖掘，感受李白的不孤独，这就要引导学生在语文知
识当中做文章了。让学生理解“厌”意思上的古今差异，并
让学生用现代语言来解释，由此把“不厌”讲深、讲透；再
通过我们现如今在不断地吟诵着李白流传千古的诗文，一代
又一代的人都认识了李白，李白有何孤独。这样层层深入，对
“从独到不独”的理解一下子就上升了一个新的境界。

这次公开课的备课、上课、到课后反思，让我收获颇多，尤
其是老教师的点评，使我受益匪浅。点评使我对教学有了更
深的认识，那就是无论怎样教，首先要做到不断地用知识充
实自己的头脑，更新自己的头脑，丰厚自己的文化底蕴；其
次教学要不断地联系生活，教会学生在生活中学语文、用语
文。

让我们能真正做到智慧地教语文，而学生能智慧地学语文吧！



幼儿园大班古诗独坐敬亭山教案篇五

本课是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第六册17课的一首古诗。诗中写
了许多鸟高高的飞走了，单独漂浮在在天空中的一片云彩，
也悠闲的越飞越远。只有作者和敬亭山两个怎么看也不厌倦。
选编的意图一是让学生了解古代诗歌，增加传统文化的积累；
二是激发对古诗的喜爱，并在背诵中陶冶爱美的情趣。

根据三年级的学生的知识结构及课程标准对古诗教学的要求，
应鼓励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多读，通过读去感悟，用自己
喜欢的方法识字，理解词的意思。把不理解的地方画出来，
并与同学交流、讨论。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及合作能力。
根据诗的`描述进行想象，在脑海里浮现画面。在这些环节中，
学生可能对古诗的意境感悟需要老师点拨，因为诗人写诗的
心境生无法理解，这需要师适当介绍诗人当时的背景，朗读
方面可能没真正把诗人的心情溶入情境中，可能交流时有的
学困生被冷落，教师重要的是要生通过反复读，想象画面，
体会意境，弄懂古诗的意思体会诗人苦闷的心情。

1、知识与能力目标：学会生字“亭”，理解诗中词语意思，
能正确、流利，有感情的诵读并背诵古诗。

2、过程与方法目标：在理解感悟诗的过程中，能通过想象和
朗读，了解古诗意思。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能感悟古诗内容，意境，体会诗
人感情。

1、事先布置学生收集有关李白的资料。

2、多媒体课件。

3、古筝音乐。



（一）导入课题，揭题。

1、在本单元的口语交际课上，同学们学会了请教，知道请教
可以增长自己知识和才干，还可以培养自己的勤学好问的品
质。今天，老师想向同学们请教一个问题：有谁知道李白是
怎样的一个人吗？谁来告诉大家？你又是怎样了解的？2、揭
题：是啊，李白一生写了很多诗，今天我们再学习他的一首
诗：独坐敬亭山。3、解题：“独坐”是什么意思？题目是什
么意思？齐读课题设计的意图：从上一课的“请教”知识自
然过渡到新课上，并同时营造了平等和谐的课堂氛围，从课
题入手，激发学生学习的愿望，让生的的思维调动起来，使
他们积极投入学习中。

（二）初读，识字，引入意境。

1、学习生字。播放课件：（字理识字）“亭字”的读音注意
什么？亭是什么样的（顶尖，角飞翘下面有柱子。）怎样
记“亭”字？（简笔画画亭的样子）“亭”字的一点象亭尖，
口字象亭尖下面的部分，飞起的角象秃宝盖，所以写宽些，
丁字象亭檐及柱子。请同学们在生字表下照着写一遍。

1、听音朗读，初识古诗。

2、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朗读古诗。

（1）把诗读通读顺。

（2）个人读，小组读，齐读，同桌读。设计意图：在教育改
革过后的今天，我们发现了许多问题，比如忽视了基础教育，
我们在困惑、反思的今天，我们才意识到语文教学应该扎实
抓好字、词。所以设计了比较形象的字理识字，并让学生写
好字。采用多种方式的读也体现了生的自主学习。

（三）再读，感悟诗意。



1、同学们再读诗，看有哪些词不理解的，可以通过看注释或
者查字典解决，也可以和同桌交流讨论，理解。

2、集体交流词的意思。（“众鸟”许多鸟；“高飞尽”都高
高的飞走了；“孤云”孤单的云；“独”独自；“闲”悠闲；
“相看”互相看；“不厌”不满足；）

3、小组讨论交流诗句的理解。

4、全班交流对诗句的理解。

5、这首诗描写了那些景物？（鸟飞尽，云飘走了，孤山。）
给人什么样的感觉？（凄凉）诗人的心情怎样？（孤单寂寞）
结合版书：鸟飞尽云独闲孤单寂寞山相对课件介绍背景：李
白少年时就博览群书，以才闻名天下，很有文采。他写这首
诗时正被权贵迫害，长期流落他乡，饱尝了人间辛酸，世态
的炎凉。

6、如果你是李白，遇到这样的处境，你会怎么想？设计意图：
设计让学生自读自悟，不理解的与同学交流，讨论，目的是
要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重视学生的合作参与，让每一
位学生有效参与。适时补充李白不得志的材料、设计假如你
是李白，你会怎么想？是寻找学生与文本的撞击点，引起学
生共鸣。因为李白距离学生久远，他们无法理解诗人当时心
情，引导他们进行说话，也加强了语言的训练，使语言的人
文性和工具性得到了升华。

（四）朗读，背诵。

1、诗人如此心情读的时候该怎样去读？请你把自己当做李白
来诵读古诗。（课件出示图，看图朗读）

2、配乐朗读朗读。



3、指名读。

4、学生齐读。

5、背诵。

（五）扩展。

1、闭上眼睛听配乐诵读，边听边想象诗的画面。

2、把自己想象到的画于课本上这首诗的空白处，可画前一句
的情景，也可画后两句的情景，也可全画。

3、交流。设计意图：这一环节主要也是引起生与文本语言的
撞击，重要是培养生的想象能力，给诗配画一环节也体现
了“尊重个性，面向全体”的设计理念，让学生把自己想象
的的情景通过画表现出来，使学生的想象能力得到提升，还
促进了他们的动手能力的发展。

独坐敬亭山鸟飞尽云独闲孤独寂寞山相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