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沪教版小学六年级语文白雪歌送武判官
归京教案(优秀5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那么我
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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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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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借助课文注释和工具书，小组合作翻译。

教师提示：诗歌因其语言凝练，故不必追求直译，大可合理
添加、细致描绘。

示例：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无垠的大沙漠上覆盖着厚厚的冰，俨然南极冰盖被搬到这里，
再往天上看，乌云如崩塌的大山黑压压的堆在头顶，让人看
了发愁，这雪怕是下上一个月也不会停，武判官你怎么走啊!

2、口头翻译，每小组展示两句。

3、概括诗人描绘了哪些场景。

明确：狂风卷地天降暴雪、军中苦寒、冰天雪地、帐中饯行、
东门送别。

小学一年级语文《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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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了解作者和边塞诗。

2.掌握诗歌朗读技巧，反复诵读，体会诗歌的韵律美。

3.理解诗歌的内容。

4.品味诗歌的意境。

教学重点：

1.理解诗歌内容。

2.品味诗歌意境。

教学方法：听读、译读、品读、比读

教学时数：一课时

教学程序：



一.引标：学生说说有关雪和送别的诗句、谚语或俗语

二.展标：教师用投影片出示学习目标

三.达标：

（一）了解作者：教师投影作者资料

（二）听读－－教师范读，要求学生注意停顿和节奏

（三）译读－－引导学生理解诗歌内容

1.教师解题。

2.学生朗读诗歌，并根据题解划分层次。

3.男女生分别朗读诗歌的两部分，并在小组内讨论诗歌大意，
教师巡回指导。

4.教师引导学生分析难懂的诗句。

（四）品读－－教师引导学生鉴赏诗歌佳句

1.教师抽生朗读全诗。

2.学生小组内讨论自己认为诗歌中写的最好的句子，在班上
发言它的好处。

（五）比读－－体会边塞诗

1.教师出示边塞诗的有关资料，学生朗读。

2.再出示两首有代表性的边塞诗。

3.学生讨论诗歌的思想内容。教师适当点拨。



四.测标

（教师用投影片出示几道本课的练习，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

五.师生小结：

1.说说有关边塞诗的知识。

2.总结如何鉴赏诗歌佳句。

板书设计 ：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岑参

咏雪图：忽如    梨花－－豪放

送别图：不见    空留－－惆怅  作者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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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请同学们说说自己的爱好：

生：“踢足球”、“编程”、“唱歌、听音乐”、“看名
著”------

师：每个同学都有值得伴随自己一生的爱好。老师也有一个
伴随了自己二十多年的爱好：读唐诗，而且最爱边塞诗。今
天能够和大家一起来吟诵学习这首《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我感到特别高兴。

板书：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岑 参

二、 认定学习目标，自主学习文本。

认定学习目标

师：根据对这首诗的诵读感受和以往的学习经验，我们把3个
学习目标齐读一遍。

学 习 目 标

1、 朗诵出诗歌的感情。

2、 抓住关键诗句(名句)品味思想感情。

3、 分析诗歌语言的精妙传神。

根据学习目标，大家自读课文两遍;在小组里交流朗读感受;
然后做预习题。

预习导学题目：

(1)这是一首诗。也是一首诗。

(2)作者是边塞诗人。

(3)流传千古的名句是

(4)你还知道哪些咏雪的诗句

做完之后，小组之内交流答案。有分歧的请教相邻小组。还
不能确定的问老师。

三、探究关键诗句，品味思想感情。



师：刚刚读了两遍，大家就产生了这样丰富的体验，实在可
贵。下面我们就带着这些宝贵的体验，再次进入到诗歌中去，
细细的搜寻，看看是哪些诗句给了你如此丰富的感受。紧紧
的抓住它，细细的品一品，你的感受会更强烈。

生：“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两句把春风吹开
梨花，比喻成北风吹落雪花，比喻用的新奇。

师：?

生齐：(迫不及待的)说反了!

师：你能再说一遍吗?(该女生说一遍正确的。)

师：你刚才是不是就想这么说?(女生点点头)

生：“千树万树”写得好，写出了雪下得大，而且是一团一
团的，梨花也是一团一团开的，很白很多，一望无边，很像。
要是用一颗两棵树来描写就不好了。所以“千”“万”两个
字要重读。

师：说得我们都好象看到了这大雪。你能用声音表达出来吗?

生：该生朗读这两句诗。

师：我们齐读一遍这两句。对这两句谁还有补充吗?

生：“忽如一夜春风来”的“忽”字，表现了表现了雪来得
快，来得突然，表现了诗人的惊喜。

师：你就用这种惊喜的语气给大家读一遍好吗?生读。

师：他们本地人看见这雪会惊喜吗?

生：(急)岑参他是湖北人，应该没怎么见过这么大的雪，所



以他又惊又喜。但是他见过千树万树的梨花开，所以他一看
见雪花就自然而然的想到了梨花。

师：岑参可能是在什么时候看见这个景色的?

生：(七嘴八舌)早晨!一睁眼!一开窗!一推门!(最后统一
成“早晨一推门”)

师：咱们推荐一位同学来表演一下当时的情景好么?大家推荐
一名同学?

师：你就是岑参了，有一天的早晨------(老师一边说一边把
他送出门去)

学生一推门，一脸惊喜，“啊”了一声。(众生笑)

生：鼓掌。该生再次走出去，推门——惊喜——情不自禁吟
咏出这两句诗。全班鼓掌。

师：可见艺术来源于——生活。齐背这两句。

生：“胡天八月即飞雪”写出了塞外雪下得早，才阴历八月
就下大雪了，尤其是“即”，表现出诗人的意外、惊奇。而
我们这里八月十五才刚刚感觉到一点凉爽。“飞雪”
的“飞”显示出雪下的大。

师：历代文人墨客有许多吟咏雪花的诗句------

生：“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师：雪是背景，是烘托。

生：“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写出了雪的香。坏了，不是写雪的，是写梅的。



生：“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写出了雪的白。

师：投影“大雪满空来，触处似花开”(东方虬《春雪》)也
以花喻雪，匠心略同，但无论豪情与奇趣都让此诗三分。

师：投影“燕山雪花大如席”李白《北风行》。这一句与本
诗有什么不同呢?

生：写出了一片雪花之大;本诗写的是整个的雪下的大。

师：所以，这两句诗不着一个“雪”字，却是咏雪诗中的名
句。接着品咏诗句。

生：“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
都护铁衣冷难着”这四句写了边塞的奇寒。狐裘是最高级的
保暖的东西，丝绸的被子是最高级的被子，也都不觉得暖和
了。将军的弓也冻硬了，都护的铁衣本来是不离身的的东西
也冻得难以上身了。可见是多么多么的寒冷。

师：投影《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片断

……..

风头如刀面如割。

马毛带雪汗气蒸，

五花连钱旋作冰，

幕中草檄砚水凝。

……..

这是岑参在另一首边塞诗中对塞外奇寒的描述，刚磨好的墨



汁连字还没来得及写就冻上了。全班齐读“散入珠帘湿罗
幕”这四句。

生：“风掣红旗冻不翻”也是写寒冷的，连红旗都冻住不动
了，这是塞外特有的奇景。咱们这儿从来没见过。

生：我在老家见过。升完国旗，下雪，红旗湿了，最后冻住
不动了。

师：你老家什么地方?

生：东北。

师：奇冷与塞外不相上下。哪个字用的生动?

生：“掣”。拉，扯的意思，这里是拟人的手法。北风又拉
又扯红旗还是不动，这是一个奇迹。

师：请大家读出这种情景来。齐读这两句。

生：最后两句是写的送别。送别的时间是“暮”，地点是轮
台东门，路上是“雪满天山路”。

生：最后两句写出了诗人依依不舍的惆怅心情。朋友都已经
走得看不见了，诗人还站立在那里久久不肯离去。

师：还有与此意境相似的诗句吗?

生：“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生：“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生：他喜欢大雪，雪花使他想起了家乡的梨花，自然惊喜温
暖。朋友回京自己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去，惆怅也是人之常
情。



师：那么岑参是怎样来到边塞的呢?

生：沉默摇头------

师：大家可能需要一点材料。投影“作者背景”并讲解补充
道：“岑参曾两度出塞，共从军六年。他第一次出塞时刚走
到半道就碰到了回京的老朋友，他写道：“马上相逢无纸笔，
凭君传语报平安。”他两次出塞都不是被动的，是他积极投
身边塞军旅生涯的一种主动行为，所以诗中处处体现出一种
豁达，这也是盛唐人所特有的一种豁达。请用这种情感朗读
末四句。

生：齐读。

师：他送朋友的时候心情惆怅，可以想象，一回到军营，他
就又投入到紧张激烈的军旅生活中去了。他曾在送某将军出
征时写道：“功名祗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诗人是在
赞颂友人，也是在表达自己的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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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介绍诗人及解题

请了解岑参的同学给同学们介绍一下。

1. 作者：岑参(715—770)，南阳(今河南南阳)人。他是唐
代“边塞诗派”的著名诗人。他与高适齐名，并称“高岑”。
岑参早年的诗以风华绮丽见长。由于后来历参戎幕，往来边
陲，风格为之大变。其诗洋溢着积极乐观的思想。

2。“白雪歌”即“白雪之歌”，“送武判官归京”点明本诗
是雪中送别诗。《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是岑参的代表作之
一。他用歌行体写出了西北风雪的奇寒，抒发了雪中送客的



深挚友情及因友返京而产生的怅惘之情。

三、朗读

1、 自由读 要求读准字音，掌握节奏。

2、 一生试读

3、 全班齐读。(边塞诗，温柔?霸气?)

四、分析

所以将全诗分为两层 将写景和送别的过渡句找出来

分两组 学习两层 要求：1想象画面 用自己的话叙述 2结合
具体字词 分析诗句

例：“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写边塞风狂雪
早。“卷”“折”从正面、侧面描写狂风怒号，遍地肃杀的
景象。写出了风势之猛。第二句写雪，“八月”说明胡天下
雪的时间早。“飞”勾画出一副雪花漫天飞舞的形
象。“即”写作惊奇之情。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此为千古传诵的咏
雪佳句。以梨花喻雪十分新奇，读之眼前立刻浮现一幅春风
送暖，梨花盛开的美景。

接下来四句写室内苦寒。“散人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
薄。”由帐外转入帐内，点点雪花飘落进来，浸湿罗幕;穿着
狐裘盖着锦衾也不觉暖，奇寒难忍。而将军都护这样的勇猛
边将，也是“角弓不得控”，“铁衣冷难着”，手冻僵了连
弓也拉不开，铁甲也冷得穿不上。

“瀚海阑干百丈冰，愁去惨淡万里凝。”这两句转写野外雪
景。放眼雪原，冰雪覆盖，纵横交错，抬望天空，阴云密布。



“愁”“惨”为饯别场面酝酿了气氛。

以上描绘了“漫天大雪图”，热爱边塞风光，颂扬将士意志
的感情融于其中。

“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描写饯别的情景。
此句扣题，连举三种乐器，运用借代方式，写出送别宴上的
热闹情景。

“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酒宴散，送客出辕
门。茫茫雪原中一杆红旗，奇异而美丽的画面。天气奇寒，
劲吹的北风翻不动坠有厚重冰凌的红旗，更显出一个 “寒”
字来。

最后四句写分手的情景。“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
路。”从辕门一直送到轮台东门，依依不舍。路遥远，风雪
猛，难行走，惜别、担忧之意交织于胸。

“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望不见远去的朋友，
仍看着雪上空留的马蹄足迹。结尾两句，寓情于景，言尽而
意无穷，耐人寻味。诗的后半部分描绘的是“雪中送别图”

全班读。

五、对比阅读

下面我们选择大家熟悉的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李
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和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
作为比较阅读的材料。

1、同学们选取自己喜欢的一首，自选角度，和《白雪歌送武
判官归京》比较一下。

比较角度提示：



送别人物：《白》诗岑参送武判官;《杜》诗王勃送杜少府;
《黄》诗李白送孟浩然;《元》诗王维送元二。

送别地点：《白》诗新疆轮台;《杜》诗京城长安;《黄》诗
湖北武汉;《元》诗京城长安。

目的地：《白》诗京城长安;《杜》诗蜀州;《黄》诗江苏扬
州;《元》诗新疆安西。

送别环境：《白》诗冰天雪地;《杜》诗烟雾迷蒙;《黄》诗
繁花似锦;《元》诗初春雨凄清。

送别心情：《白》诗百感交集战友别;《杜》诗洒脱少年刚阳
别;《黄》诗诗意风流别;《元》诗深情体贴真情别。

朗读基调：《白》诗慷慨宛转;《杜》诗高亢爽朗;《黄》诗
轻快潇洒;《元》诗舒缓诚挚。

诗歌风格：《白》诗豪放雄奇;《杜》诗开阔俊朗;《黄》诗
潇洒飘逸;《元》诗清新明快。

重要特点：《白》诗咏雪显气概;《杜》诗直抒胸怀;《黄》
诗绮丽意境，诗意细节;《元》诗截取典型情节。

教师小结：《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王勃写给杜少府的，意
境开阔，刚健爽朗，文中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一
扫儿女情长的悲伤之态，所以应读得高亢，读得铿锵有力;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仿佛是一支抒情畅想曲，读来应
是轻快潇洒，仿佛一颗诗心随着江水荡漾;《渭城曲》凄清的
氛围可以用舒缓的节奏来表现，那对朋友深情体贴的“劝君
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是一种诚挚关切的久久凝
视，也是深情的劝酒辞。而我们今天学的《白雪歌送武判官
归京》则是边关将士英雄气概和儿女心肠交织在一起的高歌，
它悲而不哀，因此应读得慷慨而婉转。



2.四人小组表演读，四首送别诗一人读一首。

沪教版小学六年级语文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教案篇
五

教学目标：

1有感情的朗读诗歌，通过抓住奇特的景物描写和丰富的想象，
感悟诗歌独特的语言美。

2小组合作中积累有关“咏雪”“友情送别”的诗句并学以致
用。

3学习作者面对艰苦的生活环境而表现的乐观昂扬的精神风貌。

教学难点：

有感情的朗读诗歌，小组合作中体味诗歌精彩的语言。

教学重点：

合作赏析中积累咏雪送别的古诗句并学以致用。

一 检查预习导入

作者简介：岑参，盛唐最典型的边塞诗人。荆州江陵（今属
湖北）人。与另一位边塞诗人高适齐名，世称“高岑”。

2.背景介绍：岑参曾两度出塞，在x疆前后呆了六年，对军旅
生活和边地风光有着切身的体会。其诗气势宏大，风格奇峭，
想像丰富，色彩绚丽，并充满乐观进取的精神。

（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马上相逢无纸笔，凭
君传语报平安。）



3. 解题——从诗题中能看出这首诗写了哪些内容？

咏雪，送别，边塞诗。

二疏通诗意  合作朗读

岑参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

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

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

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

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三小组合作  赏析诗句

品读咏雪，送别部分，找出你最喜欢的语句，谈谈好在何处。

我
从                             
句或词语中，读出
了                                                     
的画面或心情。



。 

四拓展延伸  资源共享

1小组合作搜集整理写雪的诗句并熟记。

如：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白雪歌送武
判官归京》

1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王维《观猎》)

2.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卢纶《塞下曲》)

3.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王安石《梅花》)

4.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江雪》)

5.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
人》)

6.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王昌龄《从军行七首
其四》)

7.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李白《行路难》)

8.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高适《别董大》)

9.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绝句》)

10.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岑参《白雪歌送武
判官归京》)

11.鸣笙起秋风，置酒飞冬雪。(王缴《四气诗》

12.不知近水花先发，疑是经冬雪未销。(张谓《早梅》)



13燕山雪花大如席，纷纷吹落轩辕台。

14梅须逊雪三分白， 雪却输梅一段香。

2小组合作搜集整理写友情送别的诗句并熟记。

如：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唐.岑参.《白雪
歌送武判官归京》）

1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
标遥有所寄》

2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别董大》

3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赠汪伦》

4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
陵》

5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

6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李白《送友人》

7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