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暮江吟教案幼儿园小班(优秀5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
么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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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暮江吟教案幼儿园小班篇一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

注释

1暮江吟：黄昏时分在江边所作的诗。吟，古代一种诗体。

2残阳：落山的太阳光。

3瑟瑟：原义为碧色珍宝，此指碧绿色。

4可怜：可爱。

5真珠：即珍珠。诗中的真是真假的真，而并非珍珠的珍。

6月似弓：上弦月，其弯如弓。

7九月初三：农历九月初三

译文

一道余辉铺在江面上，在阳光的照射下，波光粼粼，金光闪
闪。江水一半呈现出深深的碧绿，一半呈现出殷红。



更让人怜爱的是九月凉露下降的初月夜，滴滴清露就像粒粒
珍珠一般，一弯新月仿佛是一张精致的`弓。

赏析

这首七绝是一首写景佳作。语言清丽流畅，格调清新，绘影
绘色，细致真切。诗人选取了红日西沉到新月东升这一段时
间里的两组景物进行描写，运用了新颖巧妙的比喻，创造出
和谐、宁静的意境。全篇用“可怜”二字点逗出内心深处的
情思和对大自然的热爱。其写景之微妙，历来备受称道。明
代杨慎《升庵诗话》评云：“诗有丰韵。言残阳铺水，半江
之碧，如瑟瑟之色;半江红，日所映也。可谓工微入画”。
《唐宋诗醇》评云：“写景奇丽，是一幅着色秋江图”。清
代王士祯《唐人万首绝句选》评云：“丽绝韵绝，令人神往。
”

暮江吟教案幼儿园小班篇二

，此诗是一首七言绝句，其作者是唐代著名的诗人白居易，
这一首诗也是他著名诗篇，下面是此诗的原文翻译以及赏析，
欢迎大家阅读~！

暮江吟原文：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

暮江吟翻译：

一道残阳倒映在江面上，阳光照射下，波光粼粼，金光闪闪，
一半呈现出深深的碧绿，一半呈现出殷红。更让人怜爱的是
九月凉露下降的初月夜，滴滴清露就像粒粒珍珠一般，一弯
新月仿佛是一张精致的弓。



暮江吟背景：

此诗大约是长庆二年（822年）白居易在赴杭州任刺史的途中
写的。当时朝廷政治昏暗，牛李党争激烈，诗人品尽了朝官
的滋味，自求外任。作者离开朝廷后心情轻松畅快，因作此
诗。

暮江吟赏析：

《暮江吟》是白居易“杂律诗”中的一首。全诗构思妙绝之
处，在于摄取了两幅幽美的自然界的画面，加以组接。一幅
是夕阳西沉、晚霞映江的绚丽景象，一幅是弯月初升，露珠
晶莹的朦胧夜色。两者分开看各具佳景，合起来读更显妙境，
诗人又在诗句中妥帖地加入比喻的写法，使景色倍显生动。
由于这首诗渗透了诗人自愿远离朝廷后轻松愉悦的解放情绪
和个性色彩，因而又使全诗成了诗人特定境遇下审美心理功
能的艺术载体。

前两句写夕阳落照中的江水。“一道残阳铺水中”，残阳照
射在江面上，不说“照”，却说“铺”，这是因为“残阳”
已经接近地平线，几乎是贴着地面照射过来，确像“铺”在
江上，很形象；这个“铺”字也显得委婉、平缓，写出了秋
天夕阳独特的柔和，给人以亲切、安闲的感觉。“半江瑟瑟
半江红”，天气晴朗无风，江水缓缓流动，江面皱起细小的
波纹。受光多的部分，呈现一片“红”色；受光少的地方，
呈现出深深的'碧色。诗人抓住江面上呈现出的两种颜色，却
表现出残阳照射下，暮江细波粼粼、光色瞬息变化的景象。
诗人沉醉了，把他自己的喜悦之情寄寓在景物描写之中了。

后两句写新月初升的夜景。诗人流连忘返，直到初月升起，
凉露下降的时候，眼前呈现出一片更为美好的境界。诗人俯
身一看，江边的草地上挂满了晶莹的露珠。这绿草上的滴滴
清露，很像是镶嵌在上面的粒粒珍珠。用“真珠”作比喻，
不仅写出了露珠的圆润，而且写出了在新月的清辉下，露珠



闪烁的光泽。诗人再抬头一看，一弯新月初升，如同在碧蓝
的天幕上，悬挂了一张精巧的弯弓。诗人把这天上地下的两
种美妙景象，压缩在一句诗里――“露似真珠月似弓”。作
者从像弓一样的一弯新月，想起当时正是“九月初三夜”，
不禁脱口赞美它的可爱，直接抒情，把感情推向高潮，给诗
歌造成了波澜。

诗人通过“露”、“月”视觉形象的描写，创造出和谐、宁
静的意境，用这样新颖巧妙的比喻来精心为大自然敷彩着色，
描容绘形，给读者展现了一幅绝妙的画卷。由描绘暮江，到
赞美月露，这中间似少了一个时间上的衔接，而“九月初三
夜”的“夜”无形中把时间连接起来，它上与“暮”接，下与
“露”、“月”相连，这就意味着诗人从黄昏时起，一直玩
赏到月上露下，蕴含着诗人对大自然的喜爱、热爱之情。

另外，值得读者注意的是这首诗中的时间问题。《暮江吟》
写了三个不同的“时间”。通过以上分析，《暮江吟》前两
句写的时间是日落前（一小段时间）或日落时；后两句主要
写日落后（一小段时间），即黄昏；由后两句还引伸出夜里
一段时间。这完全符合作者的观赏顺序，即作者先于日落前
看到了“残阳铺照”，又于日落后看到了“月似弓”，再于
夜间看到了“露似真珠”。大多数资料都认为，“月似弓”与
“露似珍珠”是作者于夜间同一时刻看到的，前写天上，后
写地下。其实这是因为缺少天文、气象常识，忽视了两种自
然现象之间的“时间差”问题。如前所述，作者看到“九月
初三”、“月似弓”之时，只能是在日落后不久。此时，由
于太阳刚刚落山不久，地面散失的热量还不多，凉露尚未形
成；而等到夜里“露似真珠”之时，似弓之月却又早已沉入
西方地平线以下了。

点评：

明代杨慎《升庵诗话》：“诗有丰韵。言残阳铺水，半江之
碧，如瑟瑟之色；半江红，日所映也。可谓工微入画”。



清高宗弘历《唐宋诗醇》：“写景奇丽，是一幅着色秋江
图”。

清代王士祯《唐人万首绝句选》：“丽绝韵绝，令人神
往。”

作者资料：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
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是唐代伟大的现实
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
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
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
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有《白氏长
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
行》等。公元846年白居易去世于洛阳，葬于香山。

暮江吟教案幼儿园小班篇三

夕阳沿地平线平铺在水中，江水一半鲜明，一半阴暗，一半
红光闪耀、金波粼粼。一半呈现碧绿，有如青玉。可爱的九
月处三的夜晚，江边的草地上挂满晶莹的露珠，多么像镶嵌
在上面的粒粒珍珠，抬头看，一弯新月出升，如同在碧绿的
天幕上悬挂着一张十分精巧的弓，看着这些美景，我陶醉在
了其中，仿佛进入了仙界，心里十分轻松、愉快。天边的火
烧云变化多端，把蓝天照成了金色，河水金波粼粼，十分平
静，像一面金色的大镜子。夕阳西下，太阳的余晖把流动的
河水照射的一会儿红，一会儿青，景色十分美丽。一群群海
鸥飞翔在晚霞的天空中，它们在空中互相追逐、嬉戏。一会
儿，飞过我的头顶，顶着晚霞的余晖，变幻成金色，一会儿，
掠过碧波的水面，变幻成青色的飞鸟。画面十分优美、生动。
慢慢的天空从浅蓝变成深蓝。夜幕降临，一弯新月悄悄地升
上了夜空，镶嵌在湛蓝的空中，像剪影一样明亮。弯弯的月



牙儿像一把精致的.弓，我走在草从里，珍珠似的露珠像顽皮
的小孩子拥抱我，打湿我的裤子，一股草的芬芳、清新的味
道扑鼻而来。在空气中一点点弥漫着，耳边听着河水欢畅的
流动，如一买内动听的乐曲，像是在赞叹着月光下的美丽景
色。

慢慢地，在初秋的九月，在这个迷人的夜晚，我像风一样沉
醉在这夜色中，感受不到是我融入了美景中，还是这美丽的
景色融入了我心中。

暮江吟教案幼儿园小班篇四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

译文

一道残阳渐沉江中，半江碧绿半江艳红。

最可爱的是那九月初三之夜，亮似珍珠朗朗新月形如弯弓。

注释

暮江吟：黄昏时分在江边所作的诗。吟，古代诗歌的一种形
式。

残阳：快落山的太阳的光。也指晚霞。

瑟瑟：原意为碧色珍宝，此处指碧绿色。

可怜：可爱。九月初三：农历九月初三的时候。

真珠：即珍珠。月似弓：农历九月初三，上弦月，其弯如弓。



句解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诗人抓住了傍晚夕阳斜射下的江面上呈现出的两种不同的颜
色，表现出江面微波粼粼、光色瞬息变化的绚烂景象。

这句诗的意思是：傍晚时分，快要落山的夕阳，柔和地铺在
江水之上。晚霞斜映下的江水看上去好似鲜红色的，而绿波
却又在红色上面滚动。

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

诗人在这里把天上地上的两种景象压缩在诗里，通过
对“露”和“月”的视觉形象的描写，创造出秋夜一派和谐
宁静的意境。

这句诗的意思是：九月初三这个夜晚多么可爱啊，岸边草茎
树叶上的露珠像稀少的珍珠一样，而升起的一弯新月像一张
精巧的弯弓。

赏析

《暮江吟》是白居易“杂律诗”中的一首。全诗构思妙绝之
处，在于摄取了两幅幽美的自然界的画面，加以组接。一幅
是夕阳西沉、晚霞映江的绚丽景象，一幅是弯月初升，露珠
晶莹的朦胧夜色。两者分开看各具佳景，合起来读更显妙境，
诗人又在诗句中妥帖地加入比喻的写法，使景色倍显生动。
由于这首诗渗透了诗人自愿远离朝廷后轻松愉悦的解放情绪
和个性色彩，因而又使全诗成了诗人特定境遇下审美心理功
能的艺术载体。

前两句写夕阳落照中的江水。“一道残阳铺水中”，残阳照
射在江面上，不说“照”，却说“铺”，这是因为“残阳”



已经接近地平线，几乎是贴着地面照射过来，确像“铺”在
江上，很形象；这个“铺”字也显得委婉、平缓，写出了秋
天夕阳独特的柔和，给人以亲切、安闲的感觉。“半江瑟瑟
半江红”，天气晴朗无风，江水缓缓流动，江面皱起细小的
波纹。受光多的部分，呈现一片“红”色；受光少的地方，
呈现出深深的碧色。诗人抓住江面上呈现出的两种颜色，却
表现出残阳照射下，暮江细波粼粼、光色瞬息变化的景象。
诗人沉醉了，把他自己的喜悦之情寄寓在景物描写之中了。

后两句写新月初升的夜景。诗人流连忘返，直到初月升起，
凉露下降的时候，眼前呈现出一片更为美好的境界。诗人俯
身一看，江边的草地上挂满了晶莹的露珠。这绿草上的滴滴
清露，很像是镶嵌在上面的粒粒珍珠。用“真珠”作比喻，
不仅写出了露珠的圆润，而且写出了在新月的清辉下，露珠
闪烁的光泽。诗人再抬头一看，一弯新月初升，如同在碧蓝
的天幕上，悬挂了一张精巧的弯弓。诗人把这天上地下的两
种美妙景象，压缩在一句诗里——“露似真珠月似弓”。作
者从像弓一样的一弯新月，想起当时正是“九月初三夜”，
不禁脱口赞美它的可爱，直接抒情，把感情推向高潮，给诗
歌造成了波澜。

诗人通过“露”、“月”视觉形象的描写，创造出和谐、宁
静的意境，用这样新颖巧妙的比喻来精心为大自然敷彩着色，
描容绘形，给读者展现了一幅绝妙的画卷。由描绘暮江，到
赞美月露，这中间似少了一个时间上的衔接，而“九月初三
夜”的“夜”无形中把时间连接起来，它上与“暮”接，下与
“露”、“月”相连，这就意味着诗人从黄昏时起，一直玩
赏到月上露下，蕴含着诗人对大自然的喜爱、热爱之情。

另外，值得读者注意的`是这首诗中的时间问题。《暮江吟》
写了三个不同的“时间”。通过以上分析，《暮江吟》前两
句写的时间是日落前（一小段时间）或日落时；后两句主要
写日落后（一小段时间），即黄昏；由后两句还引伸出夜里
一段时间。这完全符合作者的观赏顺序，即作者先于日落前



看到了“残阳铺照”，又于日落后看到了“月似弓”，再于
夜间看到了“露似真珠”。大多数资料都认为，“月似弓”与
“露似珍珠”是作者于夜间同一时刻看到的，前写天上，后
写地下。其实这是因为缺少天文、气象常识，忽视了两种自
然现象之间的“时间差”问题。如前所述，作者看到“九月
初三”、“月似弓”之时，只能是在日落后不久。此时，由
于太阳刚刚落山不久，地面散失的热量还不多，凉露尚未形
成；而等到夜里“露似真珠”之时，似弓之月却又早已沉入
西方地平线以下了。

创作背景

此诗大约是长庆二年（822年）白居易在赴杭州任刺史的途中
写的。当时朝廷政治昏暗，牛李党争激烈，诗人品尽了朝官
的滋味，自求外任。作者离开朝廷后心情轻松畅快，因作此
诗。

《暮江吟》写了三个不同的“时间”。通过以上分析，《暮
江吟》前两句写的时间是日落前（一小段时间）或日落时；
后两句主要写日落后（一小段时间），即黄昏；由后两句还
引伸出夜里一段时间。这完全符合作者的观赏顺序，即作者
先于日落前看到了“残阳铺照”，又于日落后看到了“月似
弓”，再于夜间看到了“露似真珠”。大多数资料都认
为，“月似弓”与“露似珍珠”是作者于夜间同一时刻看到
的，前写天上，后写地下。其实这是因为缺少天文、气象常
识，忽视了两种自然现象之间的“时间差”问题。如前所述，
作者看到“九月初三”、“月似弓”之时，只能是在日落后
不久。此时，由于太阳刚刚落山不久，地面散失的热量还不
多，凉露尚未形成；而等到夜里“露似真珠”之时，似弓之
月却又早已沉入西方地平线以下了。

《暮江吟》并非始终写“暮色江景”。如果只从《暮江吟》
的标题看，此诗似乎应始终歌吟“日落前后”的暮色江景，
但诗中“可怜九月初三夜”的“夜”字，以及“露似真珠月



似弓”，则明显地是在写“夜晚”。按《辞海》里的解
释：“露是空气中水汽因地面或地物表面散发热量，使得地
面或地物表面的温度低于气温（但仍高于0℃），而凝结在其
上的水珠。常见于晴朗无风的夜间或清晨。”由此可见，此
诗标题与内容有不相吻合的地方，并非始终写暮色江景。理
解此诗时一定要把握住这个特点，不能机械地只从标题去理
解内容。有人认为，此诗的标题与内容中的时间不完全相符
是作者的疏忽或失笔。其实，这种情况在唐诗中是很常见的，
如杜甫的《日暮》就从黄昏时分一直写到“草露滴秋根”；
贾岛的《暮过山村》也从日落写到明月高悬。所以，不能完
全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文学作品。

《暮江吟》主要是写“暮色江景”。《暮江吟》全诗共四句。
前两句写夕阳斜照在江面上的景色，这是最真实可信的暮色
江景。后两句写诗人流连忘返，直到新月初升的场景。诗
中“九月初三”与“月似弓”上下紧扣，写的是黄昏时的自
然景色。这里的“九月初三”，点明时间，“月似弓”则是
诗人看到的景象。当然，这种景象只能在日落后不久才能看
到，因而这两句主要还是写暮色江景，而不像有些书上说的
那样是写“美丽的夜景”。

说后两句仍主要写暮色江景，有其科学上的依据。根据天文
学常识，九月初三日，月亮位于太阳以东约45°，形状像个
反c字形，即“月似弓”，日落后出现于西方、西南方低空中，
可见时间局限于日落后2至3小时。从诗中看，作者看到“月
似弓”之时，月亮的地平高度不会很低。太低了，由于树木、
建筑、雾气等影响就不会看到。据此，读者可以推测出，作
者看到“月似弓”之时，当在九月初三黄昏，即日落后不久。
从民用时间看，仍属于傍晚，即“暮”的范畴。

暮江吟教案幼儿园小班篇五

各位尊敬的评委老师：



大家好!

我是语文组7号任璐，我今天说课的题目是《暮江吟》(板书
课题)，下面我将从教材分析、学生情况、教法学法、教学过
程和说板书设计、教学效果这几个方面对本课进行具体的阐
述。

一、说教材(时间控制3分钟)

《暮江吟》是北师大版小学语文(四)年级(上)册第(二)单元
的第(二)课《古诗二首》中的第二首诗歌，该单元以(明月)
为主题展开。《暮江吟》是唐代诗人白居易上任杭州刺史途
中写的一首风景诗。这首诗是一首写景佳作。诗句语言流畅，
格调清新，绘影绘色，细致真切。诗人选取了红日西沉到新
月东升这一段时间里的两组景物进行描写，运用了新颖巧妙
的比喻，创造出和谐、宁静的意境。其写景之微妙，历来备
受称道。诗句的字里行间充溢着诗人热爱大自然的美丽景色，
热爱大好秋色的喜悦之情。

根据新课标第二学段的目标要求和本节课的教学内容，结合
学生的年龄特点及认知规律，我制定本课的教学目标为：

1、学会“吟”、“瑟”两个生字。

2、有感情的朗诵古诗并尝试背诵古诗。

3、通过在读中想象意境，描绘意境等灵活多样的学习方法了
解诗意，体会古诗的意境。

4、想象诗句描述的景象，感受诗人表达的对大自然的喜爱之
情。

这样的目标设计，目的是体现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
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维度，通过三者的相互渗透，促进学生



语文素养及能力的整体提升。

为了落实本课的教学目标，我把教学重点确定为：

1、了解诗意，体会古诗的意境。

2、想象诗句描述的景象，感受诗人表达的对大自然的喜爱之
情。

3、有感情地朗诵古诗并尝试背诵古诗。

根据教学内容的题材，我将本课的教学难点确定为：(了解诗
意，体会古诗意境，感受诗人表达的对大自然的喜爱之情。)

教学时间：根据课文内容需要，将安排1个课时进行教学。

课前准备：多媒体课件

二、说学情：

四年级二班共有54名学生，学生家长的个人素养非常高，所
以这些孩子较过去的孩子而言，他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多，信
息量大，见识广、思维活跃、求知欲强、愿意交流、乐于表
达。在学习上，他们也具备一定的学习能力，如：搜集资料
的能力，“自主、合作、探究”学习的能力，语言组织、表
达能力等。所以，这些孩子应该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阅读能力
和阅读习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只需要做好孩子的引导者就
行。

三、说教法和学法：

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是学生学习
活动的组织者和引领者，阅读是教师、学生、教材编者、文
本之间对话的过程，阅读的重点是培养学生感受、理解、欣
赏和评价的能力。”为让学生充分理解本节课的教学内容，



结合(四)年级学生阅读实际情况，教学中我主要通过学生参
与式的教学模式，采取朗读感悟法、情境创设法、合作探究
法等教学方法，配合现代教学手段，使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
活动中来，乐于学，勤于思考。

在学法上，新课程标准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
式，于是我将”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通过自主阅读、合
作交流、讨论探究等方式展开，以此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和
合作精神，促进学生的发展。

四、说教学过程：

本课教学设计基于“研究性阅读”模式，重在培养学生的自
主阅读、自主感悟、自主探究、自主发展的语文综合素养。
下面我分四个环节说说这节课的教学过程。

第一环节：解读诗题，导入诗歌。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具有独立阅读的能力”这一课
程目标的实现离不开阅读方法的支持。在出示课题后，引导
学生自己去解诗题：说说你从诗的题目中读到哪些内容?学生
回答之后，我以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暮江吟》，引入第
二环节。

第二环节：读通诗句，读出节奏

《语文课程标准》提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
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在语文教学中，应坚持
以读为本，在读中感，在读中悟，因此在诗句的讲解方面，
我要求学生自由朗读，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读，读出自己对
古诗的独特体会，然后再相机指导学生：中国古代的诗词都
是用来吟唱的，所以我们应该读出他的节奏来，展现诗歌的
音乐美。



紧接着，我以“这首诗歌到底吟咏了哪些景物”一句话引入
第三环节的学习。

第三环节：了解诗意，品读诗文。

有位教育家说过：“教学的艺术全在于如何恰当地提出问题
和巧妙的引导学生作答。”在品诗文、体意境这个教学环节
里，我主要通过设计问题，引导学生去感悟。

残阳江水露珠新月

在学生对古诗有了初步了解后，让学生再读古诗，这时或许
古诗所描绘的景物就自然而然的就浮现在学生的脑海里。

第二步：请学生探究讨论你最喜欢哪个景物，为什么?之后，
根据学生的回答，随机指导学生了解诗意，品读诗文。

第三步，品读诗文。根据学生所说内容指导学生感悟“铺”
的妙处，铺体现了太阳照射的时间是傍晚，铺体现了残阳之
柔美，铺体现了斜阳铺洒之下的江面十分壮美。从而，指导
学生诵读“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至于“可
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可以在学生感悟诗意之
后，再以：可怜九月初三夜，露珠晶莹月儿弯“这样的诗句
让学生对比，之后相机诵读体会作者比喻之精妙，感悟诗歌
意境之美好。

第四环节：编写标题，感悟诗情。

诗中的景象吸引了我们，也使画家陶醉，瞧，画家用他的画
笔画出了这样的图画，这幅就是“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
瑟半江红”，而这幅是：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
“让我们来给这两幅图取上好听的名字吧。学生进行小组合
作学习，探究。同时，教师相机指导，将图中的景物连接起
来，再加以润色，就是一个好的名字。在此，等于训练了学



生的概括能力。之后，我板书题目”暮江落日“”露伴新
月“，质疑：为什么作者一直从傍晚站到了半夜?从而使学生
体会作者喜爱这暮江秋景图，热爱大自然的感情。板书：热
爱大自然，之后，培养朗读。

第五环节：拓展延伸，海量阅读。

新课标要求我们要努力树立拓展性阅读教学观，就教学中与
某一阅读素材相关的主题，搜寻更多的材料推荐给学生阅读，
进而加深对教材的理解，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因此，我在
此课中设计拓展的内容是关于明月的诗句：

第一步：描写月的形态的诗句：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

第二步可以引导学生说出借月抒情的诗句;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等。

请同学们搜集此类诗句。

第六环节：布置作业。

1、搜集和明月有关的诗句并写到摘抄本上。

六.说教学板书。

好的板书就像一份微型教案，此板书力图全面而简明的将授
课内容传递给学生，清晰直观，便于学生理解和记忆，理清
文章脉络。



暮江吟

残阳江水露月

暮江落日露伴新月

热爱自然、轻松愉悦

七、说评价分析

总结：这篇课文的教学，我遵循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
阅读为主线的教学原则，既教给学生知识，又教给学生自主
学习的方法，力求使语言文字训练和思想情感熏陶能得到有
机的结合。在教学中，我重视学生的阅读体验，采用多种朗
读方式，以读促讲、以读促思、以读悟情。当然，在实际的
教学中我会根据课堂的生成情况不断调整自己的教学设计，
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以上就是我今天说课的全部内容，谢谢各位评委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