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年级望庐山瀑布的教案(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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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
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以下是小编收
集整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二年级望庐山瀑布的教案篇一

诗的第二句“遥看瀑布挂前川”中的“川”为生字，为配合
理解句意，化抽象为具体，化繁为简，化难为易。我在黑板
上画了一幅简笔画，既帮助了学生识字，又帮助学生理解句
意。

师：这是什么？

生：一条小河。

（这时，教师将中间表示流水的虚线连成一条直线）

师：这是什么字？

生：川。

师：川是什么意思？

生：小河，河流。

（接着教师又在图上添上一笔。）

师：你能理解“瀑布挂前川”的意思吗？

…………



分析：

当前，课堂教学的辅助手段越来越丰富了。从最古老的教学
媒体——黑板到五光十色的图片，标本，模型，再到现代化
的视听教学媒体。如投影仪，幻灯机，录音机，电视机，都
频频出现在课堂教学中。所以的教学媒体，无论是老式的，
还是新式的，都是课堂教学不可或缺的辅助手段。

在课堂教学时用粉笔迅捷地在黑板上勾勒出来的简笔画，如
果在教学中运用得当，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可以集中
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记忆效果。教育
学家蔡元培说过，教育是培养人才的，是不可不注意科学与
艺术的。“能以审美观点，挖掘各门学科的审美因素，就能
增强学生兴趣，提高学习效果。

二年级望庐山瀑布的教案篇二

“五结合”在《望庐山瀑布》教学中的应用

北京市丰台区东铁营二小闫利平

《望庐山瀑布》一课是小学语文第九册中的一首古诗。在教
学设计时，我运用了“五结合”的方法，收到了较好的教学
效果。

一、     旧知与新知相结合构建知识网络。

诗歌做为一种文学体裁自古有之，其中题材相同的作品举不
胜举。《望庐山瀑布》是李白所写的一首描写庐山瀑布的古
诗。对于描写瀑布的诗，学生在四年级第一学期学过叶圣陶
先生写的《瀑布》一诗。二者描写的对象相同，但表达的方
式不尽相同，它们之间有联系又有区别。因此，我以叶圣陶
先生写的《瀑布》一诗引入新课，帮助学生实现新旧知识的
沟通，从而构建起以诗歌为文学体裁，以瀑布为描写对象的



知识网络。

通过了解我得知，学生没有看到过瀑布，对瀑布的感性认识
并不十分清晰。根据这一情况，在导入环节，我先请学生看
一段瀑布的录像，边看边背诵曾经学过的叶圣陶先生的诗
《瀑布》。然后让学生说说观看瀑布的感受。学生回答后，
我告诉学生：在我国众多的瀑布之中，庐山瀑布闻名天下，
古往今来，许多文人墨客驻足于庐山瀑布之前，写下了许多
赞颂的诗篇。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首描写庐山瀑布的诗《望
庐山瀑布》。

这一环节的设计，我根据学生的学习基础及感性认知基础，
以旧的知识唤起学生对瀑布的认知回忆，从而引出新的学习
内容。这样做，一方面使学生在头脑中就瀑布的知识找到了
一个古今连接点，使新知识找到了一个生长点，同时，使学
生初步感受到同一个景象，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及
在不同的心情下所描绘的内容、方式与情感是不同的。渗透
一种比较学习的思想。从而在学生头脑中形成一个以瀑布为
中心点的有内在联系的知识网络。

二、     自主与指导相结合搭建学习平台。

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和学习活动的
组织者。教学中，要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努力建构自主学
习的方式，通过学生自主的探索获取语文知识，在实践中提
高语文能力。当学生在自主学习中遇到困难时，教师要善于
提出有价值的、富有启发性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讨论、
交流，把学生的理解逐步引向深入。

本课的教学重点之一是大体把握诗意。古诗的学习学生从一
年级就开始了，通过四年的学习，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
主学习能力，因此，在教学中我鼓励学生在预习时利用字典
理解词语的意思，并记录在书上，在课堂上，我让学生根据
注释及联系生活实际以小组合作学习的形式自主理解诗句的



意思，在此基础上全班进行汇报，达到知识的沟通与共享。
对于“遥看瀑布挂前川”一句学生理解上有困难，我就引导
学生看瀑布图，理解瀑布是从什么地方落下来的？下面形成
了什么？学生通过看图理解了瀑布是从山上流下来，到山脚
下形成了奔腾的河流。由此，学生理解了诗句的意思。

三、     欣赏与朗读相结合提高鉴赏能力。

阅读是一个学生、教师、文本、作者和编者多重对话的过程，
但对话的中心是每一个学生。因此，要重视学生在阅读过程
中的主体地位，强调学生阅读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要重视学
生的独特感受和体验。《语文课程标准》对于小学高年级学
生的阅读要求是：理解词语在语言环境中的恰当意义，辨别
词语的感情色彩；联系上下文和自己的积累，推想课文中有
关词句的意思，体会其表达效果。对于古诗文的诵读要求是：
通过诗文的声调、节奏等体味作品的内容和情感。由此可见，
朗读与欣赏是相辅相成的。

在本课的教学中，学生在自主学习理解了诗的内容后，我引
导学生发现诗句的内在联系，我问学生：这首诗中哪几句是
写作者看见的瀑布的景象？哪句写的是作者的感受？学生回
答后，我引导学生用诗句回答老师的问题：“一天早晨，旭
日东升，李白乘兴来到庐山最著名的开先西瀑前，驻足远望，
他看到什么？于是他产生了怎样的联想？”在此基础上，我
引导学生说说自己喜欢哪句诗？为什么喜欢？并提示学生可
以从诗句所描绘的意境、写法上或自己的感受谈一谈。有的
学生说喜欢 “日照香炉生紫烟”一句，因为这句话描绘出
金色的阳光洒在香炉峰上，紫色的雾气在山间缭绕的景象，
李白选择了一个“生”字，使静静的香炉峰有了动感，为全
诗罩上了一种浪漫的光环。有的学生说喜欢“遥看瀑布挂前
川”一句，因为“遥看”与题目中的“望”字呼应，扣题。
一个“挂”字是静态的动词，只有“遥看”，那一刻也不曾
停息，永远带着跳跃，伴着水声的瀑布才会静静地挂在山上。
有的学生喜欢“飞流直下三千尺”一句，因为这句写出了瀑



布从陡峭山壁的极高处飞流而下的气势。一个飞字，把高山
瀑布奔腾跳跃的态势描绘得恰到好处，直下一词，既显山势
之高，又见瀑水之急， “三千尺”运用夸张的手法，写出了
瀑布之长。也有的学生喜欢“疑是银河落九天”一句，因为
这句运用了比喻手法，用“银河”比喻瀑布，显示出瀑布银
光闪闪、气势磅礴又富于神秘的美。

学生通过鉴赏每一个句子，对诗句的意境有了更加深入的理
解，我顺势引导学生在每鉴赏完一个句子后，把自己的理解
和感受通过读来表现，学生的朗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
时，在读中学生又进一步体会到诗人的浪漫与豪放的诗风。

四、     课内与课外相结合拓展知识外延。

语文课程具有丰富的内涵，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
文课程应培育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思想感情，丰富语言积累。

本课所学的是李白的诗，他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位伟大的诗
人，但我所教的学生对于他了解得不多，而且也没有了解他
的途径。因此，在本课的教学中我就利用课件为学生提供了
李白的画像及生平资料，使学生对他的人品及诗风有了初步
的了解，为深入理解他的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学生顺利学完李白的这首诗后，我从《庐山古今诗词选》
中选择了李白另一首写庐山的诗《望庐山五老峰》，师生共
同朗读、理解与欣赏。诗文如下：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
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巢云松。通过这一环
节的教学，学生进一步体会诗人的浪漫与豪放的诗风，从诗
中进一步感受庐山的壮美景色，检测了学生自主理解诗句的
能力，丰富了语言的积累，拓展了本课知识的外延。

五、     人文性与工具性相结合培养写作能力。

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语文课应



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文，使学生具有适应实际
需要的写作能力。写作是运用语言文字进行表达和交流的重
要方式，是认识世界、认识自我、进行创造性表述的过程。
写作能力是语文素养的综合体现。

本课通过学习《望庐山瀑布》和《望庐山五老峰》这两首写
景的诗，一方面培养了学生结合注释及联系生活实际理解诗
句意思的能力，通过对诗句的品评培养了学生对诗歌的鉴赏
能力。另一方面，通过朗读、理解及鉴赏使学生体会到这两
首诗表达了诗人对庐山壮观景色的赞美之情，也是作者对祖
国秀美山川的热爱之情，受到了热爱祖国的思想教育。为了
把这种教育进一步深化，在学完这两首诗后，我对学生
说：“庐山风景美如画，引得诗人要安家。我们的祖国秀美
的风光比比皆是，让我们一同来欣赏几幅图画。”我利用课
件展示出学生曾学过的四篇课文的图片：海滨小城、黄山风
光、锡林郭勒大草原、九寨沟。请同学们说说看到了什么？
用的来说话，并说说看了这几幅画的感受。学生通过观察，
用准确、优美的语言表达了图画的内容，表达出对祖国风光
的赞美和喜爱之情。我顺势说：“你们能不能选择其中的一
幅画，把你的所见所感用诗歌的形式表达出来，学生们欣然
提笔。

二年级望庐山瀑布的教案篇三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理解古诗内容，弄懂诗句意思，了解祖国河山的壮美。

2、能力目标：

（1）、培养学生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



（2）、培养学生的听说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

（3）、发展学生的想象力。

3、情感目标：

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

教学重点：了解诗歌描绘的景色，体会古诗所表达的思想感
情。

教学难点：把学生引入诗的意境。

教具准备：庐山风光录像片、计算机、电子琴。

教学过程：

一、创情境，引入境

师：在讲课之前，先请同学们欣赏一部短片。

（播放庐山美景的录像片）

师：这儿的山，这儿的雾，这儿的飞流瀑布都深深地吸引着
我们，使我们不由得想起了李白的那首《望庐山瀑布》。今
天我们就来学习这首诗。（板书课题）

二、知诗人，解诗题

师：课前同学们都查阅了资料，谁能说说你对李白这位大诗
人有哪些了解？

生：李白是唐朝人，号清莲居士，字太白。

生：李白被称为诗仙。



师：人们对他的诗篇喜爱至极，所以给他这样的称号。

生：这首诗是李白二十六岁时在庐山的黄岩瀑布写的。

三、勤质疑，明诗意

师：你们知道的可真多！那李白笔下的庐山瀑布究竟是什么
样呢？请同学们自由读读这首诗。

（学生自由朗读古诗）

师：谁愿意试读？

（学生纷纷试读）

师：现在，同学们就找自己喜欢的小伙伴用你喜欢的方式来
学习这首诗，开始。（学生自学，教师巡视指导）

生：“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的意思是太阳照
在香炉峰上，升起了紫色的烟雾。远远的看瀑布就像一条河
挂在山上。

生：老师，我们发现李白写了一个错别字，他把“升起”
的“升”写成了“学生”的“生”。

师：同学们快看看，李白是写错别字了吗？

生：没有，这里的“生”是“产生”的意思，李白是说香炉
峰产生了紫色的烟雾，而不是升起了烟雾。

师：（转向质疑的同学）你明白了吗？那你再来重新解释一
下诗句的意思。

（学生解释诗句）



（学生纷纷试读，群体练读）

师：谁来说说后两句是什么意思？

生：“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是说瀑布从三
千尺那么高的地方落下来，是从天的最高处落下来的。

生：“三千尺”是夸张的说法，应该是从很高很高的地方落
下来。

生：“危楼高百尺。”

生：“桃花潭水深千尺”

生：“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生：“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生：“好似”。

生：“可能是”。

生：“如同”。

生：“好像是”。

师：都可以。这瀑布就像是银河从天上落下来，多么壮观！
自己读一读这两句，想象一下瀑布奔腾而下的气势。

师：谁再试试？

生：“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

师：读得好！再现了瀑布宏伟的气势。齐读这两句。



师：不错，银河从九天上落下来，何等壮观。这里诗人为什
么用上“疑”字呢？

（板书：疑）

生：不是真有银河从天上落下来，而是诗人想象出来的，所
以用上“疑”字。

师：对，这不禁使我们想起了李白的另一首诗《静夜思》中
好像也有这样的笔墨：“床前明月光-----”

生：（一起接背）“疑是地上霜。”

生：李白《清平调词》中的“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栏露
华浓。”

生：《望天门山》中：“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

生：《蜀道难》里有一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生：《将进酒》中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
复回。”也是夸张的写法。

:生：《秋浦歌》中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也是。

生：还有“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师：看来，同学们课下真是读了不少的诗呀！还有用其它方
式来汇报的吗？

生：老师，我们组是用绘画的方式。

师：来，展示一下你们组的画。



（教师将画贴在黑板上）

师：请你们小组来描述一下你们的画。

生：（指着画上的景物）这是“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
挂前川”，这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师：大家看，这幅画画得美不美？

（生齐答：“美！”）

师：那么大家就带着这种美美的感情把这首诗读一遍。

（学生有感情齐读）

四、想画面，悟诗情

师：大家读得真是太好了！在你读这首诗时，你的眼前浮现
出一幅怎样的画面？

生：我仿佛看见了一个珍珠串成的帘子。

生：我看见瀑布闪着银光，从高高的山崖上飞泻而下！

放瀑布的录象

师：什么感觉？

生：雄伟！

生：壮丽！

生：气势磅礴！

师：现在，你面前就是庐山的瀑布，你们想不想做一回小诗



人，也来吟诵一下这首诗呢？（学生有感情背诵）

师：你观察得真仔细，那么你到前面来给大家吟诵一下。

（该生摇头晃脑地吟诵）

生：老师，我们组想给大家吟唱这首诗。

（一生唱，两生随音乐翩翩起舞）

生：我觉得他们选的这个乐曲不适合这首诗，咱们以前还学
习过一首七言的乐曲，更适合这首诗。我想给大家唱唱。
（全班学生有感情的吟唱《望庐山瀑布》）

五、迁移运用背诗文

生：徐凝的《庐山瀑布》中有一句“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
界破青山色”。

生：张九龄的《湖口望庐山瀑布》中有一句“万丈红泉落，
迢迢半紫氛”。

生：李白的《望庐山瀑布》中有一句“挂落三百丈，喷壑数
十里”。

生：李白的《望庐山瀑布》中还有一句“初惊河汉落，半洒
云天里。”

师：看来大家课下真是下了不少功夫！我想通过这节课的学
习，你们一定更加喜欢瀑布了。但愿有一天咱们师生能共同
站在瀑布脚下吟唱这首《望庐山瀑布》。

二年级望庐山瀑布的教案篇四



教学目标:

1,指导"瀑"这个生字,有感情地朗读古诗.

2,感悟诗情,理解古诗内容,重点体会"生,挂,飞,落"等词的妙
用.

3,培养学生热爱祖国河山,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教学重点:理解古诗内容,有感情地朗诗古诗.

教学难点:重点体会诗中"生,挂,飞,落"等词的妙用.

教学准备:录音机,多媒体

教学过程:

今天，我们来学一首有关瀑布的诗，一起读诗题《望庐山瀑
布》

（教学意图：通过“瀑”字引出瀑布这首诗，利用配乐范读，
让学生走进诗的意境中，了解了瀑而的样子。）

二、自学：一）整体感悟：老师来读古诗，然后你评价一下
老师的朗读注意了什么？（生回答：注意了节奏，重轻音）
画出节奏，重轻音，生自已再读古诗。

二）出示自学问题：你看，我们都会朗读古诗了，谁来美美
地读一读。（生读）但，读古诗，不仅要读出节奏，重轻音。
更要读出自已的感受，读出自已的韵味。下面你就自已读读
古诗，看看你能读懂什么？找一找，划一划关键的字，词，
句。写一写自已的感受。生自学三分钟。

（教学意图：利用音乐创造意境，让学生自主进入学习的境
界中）



三、点学：

过渡：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老师相信你们一定能通过自已
的学习来了解这首诗的大意。下面，请同学们各抒已见吧！

b：我读懂了“遥看瀑布挂前川”远远望去，瀑布像一条白练
一样挂在山的前边。师点拨：诗人站的角度在哪？这里
的“挂”字当什么讲，可以换哪些词？师演示“挂”，一个
挂字把瀑布写活了，一个挂字让我们看到了这瀑布的壮美。
请你再有感情地读一读。（生配乐朗读）

c：我读懂了：“飞流直下三千尺”瀑布从很高很高的山崖上
飞泻下来。点拨：你认为这瀑布有哪些特点？水流快，瀑布
很大。从哪些词都看出来？生回答：“飞”字，师板书：飞。
真的有“三千尺”吗？生：没有。作者把瀑布的大夸张化了。
这种修辞手法就叫做夸张。请我读出自已的感受来。

d：我读懂了“疑是银河落九天”让你怀疑好像是银何从九天
上落下来。理解“九天”天的的一层。你认为这瀑布怎样？
读出你的感受来。

总结：孩子们，你认为这庐山壮观吗？你认为这瀑布美吗？
那就请你闭上眼睛，我让一名学生配乐读诗，你们想像一下
这美好的景色吧！

设置情境：站在瀑布脚下，我看到了————，
啊，——————真————————！

从这首诗里你能感受到什么？

六、板书： 望庐山瀑布

庐山瀑布图



生

飞

挂

落

二年级望庐山瀑布的教案篇五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12个生字，会写9个生字。

2、朗读、背诵课文。默写《望庐山瀑布》

3、理解诗句，想象诗中描绘的景象，体会作者表达的思想感
情。

重、难点

教学重点：理解诗句，想象诗中描绘的景象，体会作者表达
的思想感情。

教学难点：理解重点词语“生紫烟”“挂前川”，体会“飞
流”“直下”“落九天”的含义。

教学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多媒体设备

教学设计

一、以旧引新，激发兴趣。



二、紧扣题眼，品词析句。

1、师：李白五岁时就开始读书习字，读了很多书，二十六岁
起离乡远游，走了大半个中国。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望庐
山瀑布》就是他畅游庐山后写下的。

2、师：读题目，谁能用这个“望”字组词？你觉得在这儿应
该用哪个词更准确些？解释题目的意思。（指名回答）

3、师：我们来看看庐山，看看庐山的瀑布。（看课文插图）
你看到了什么？（指名回答）

4、师：这些都是静止的图片，现代科技的发展，让我们在课
堂里了能领略到庐山和庐山瀑布的壮观景色。请看光碟。

5、师解说：庐山在江西省九江市的南边。庐山山峰重叠，非
常雄伟壮丽。其中有一座山峰叫香炉峰，因为山上常有云雾
笼罩，在阳光照耀下有紫色雾气升腾，像正在焚香的香炉一
样，故取名香炉峰。

看这就是著名的香炉峰。庐山一年四季景色优美……

6、看了这些优美的风景，你想说什么？

三、初读，检查预习

1、全班自由读。

2、学习生字，瀑、炉等。

3、师范读全诗。学生边听边学习老师的读法。

4、指名读，师生纠正错误。

5、全班齐读这首诗。



四、合作探究

（学生回答）理解诗意。

好，下面我们分小组来合作学习。

要求：四人一组，通过读注释、查字典、看插图来理解诗的
意思，无法解决的问题记下来。

2、学生小组交流，师巡视指导。

五、全班交流

1、师：通过交流，你解决了什么问题？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来向全班同学汇报一下

2、指名汇报。

（1）日照香炉生紫烟

“日”、“香炉”、“紫烟”各指什么？“生”是什么意思？
让学生加以理解。日：太阳。香炉：香炉峰。紫烟：紫色的
烟云。生：升腾起（变成了）。

太阳照射在香炉峰，高高的香炉峰上升腾起紫色的烟云。

师指导朗读，要读出如仙如幻的感觉。

（2）遥看瀑布挂前川

“遥看”一词说明作者站在哪儿观察瀑布？离瀑布较远。因
为瀑布高大，遥看才能观其全貌。

“挂”、“前”、“川”各是什么意思？放在一块儿是什么



意思？挂：悬挂。前：前面。川：河流。挂前川：指瀑布远
看就像悬挂在山峰前面的一条大河流。

远远望去，瀑布就像一条悬挂在山峰前面的大河。用自己的
话讲一讲这句的意思。

（3）飞流直下三千尺“飞”、“直”写出了瀑布的什么特点？

水流快、山势陡。真有三千尺吗？（没有，那为什么作者要
这样写呢？为了表现山非常高，长长的水流，飞快地从山上
直泻而下。

师：古诗中经常用这种方法，比如我们学过的：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等等……

（4）疑是银河落九天

“银河”、“九天”各指什么？银河：晴天夜晚，天空呈现
出一条明亮的光带，夹杂着许多闪烁的小星；看起来像一条
银白色的大河。

九天：天的最高处。古人认为天有九重，最高的一重称为九
天。诗里形容极高的天空。

“疑”是什么意思？作者疑什么？诗句的意思是什么？疑：
怀疑真让人怀疑是天上的银河流到了人间。用自己的话讲一
讲这句的意思。由瀑布到银河，这是作者的一种奇特的联想；
将瀑布的高大、急的特点展示无余。

师指导学生感受诗句所描写的壮观景象，朗读的时候要表现



出气势。

（5）.让学生把整首诗连起来讲一讲它的意思。

六、指导朗读

1、师出示录象，范读，学生边听边体会。

2、学完了这首诗，你的体会是什么？

3、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古诗

4、教师要给学生范读，要读出语气、感情。

注意古诗韵律和节奏。

七、作业：

给《望庐山瀑布》诗配画，或者将诗改为一篇文章。

板书设计

望庐山瀑布

生紫烟

挂前川   气魄雄伟

三千尺   景象壮观

落九天

[反思]：

古人曰：“一章三遍读，一句十回吟。”语文教学中我特别



注重学生的朗读。这堂课中有十多处的朗读，以“朗读”贯
穿整个课堂，让学生在读中感悟、理解、提升。“书读百遍,
其义自现。”朗读是理解诗句的基础，特别是古词诗的朗读
更为重要，要读准字音，不添减文字，不读破词句，把句子
读通读顺，读流畅，还要注重体现它的节奏、韵律。在朗读
中，还要尽量地让学生把眼、口、耳、脑等感官调动起来，
调动得越多，对课文的理解就越深刻，学习的效果就会越好，
也就容易掌握其重点、突破其难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