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古诗江上渔者教案 江上渔者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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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
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这里我给大家分
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古诗江上渔者教案篇一

1.理解诗句的思想内容，从中体会大自然的美丽景色和劳动
成果的'来之不易。

2.培养学生读诗句展开想象，体会诗人思想感情的能力。

3.有感情地朗读诗文，并会默写课文。

1.根据诗句想象《舟夜书所见》中描绘的美丽景色。

2.从诗句的联系中，体会《江上渔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第2课时

一.教学目的

1.深入理解《江上渔者》诗意，体会诗人同情劳动人民的思
想感情。

2.学习生字词，有感情地朗读古诗，并会背诵。

3.学会根据诗句意思，想象诗人描写的景色。

二.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简介作者

（二）理解全诗

1.揭示诗题初识诗意

2.细读诗句，理解诗意

（1）忆上首古诗学习方法

（2）用上面学法导学前两句，想想“往来人”多指什么人？

（3）自学后两句，想想“舟”上“出没风波里”的人，多指
什么人

3.熟读全诗，体会感情

（1）读全诗想象，两种不同的人都在做什么？都是什么景象？

（2）感情朗读这首诗，认真思考：这首诗表达了诗人怎样的
感情？

（3）练习背诵

（三）巩固练习

1.听写本课生字词

2.补充下面诗句，并写出所填字的意思

江上（）_________________

（）鲈鱼美_______________



（）风波里_______________

古诗江上渔者教案篇二

1、学会8个生字，会认8个字。

2、能用普通话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并背诵《江上渔者》
这首诗。

3、通过学习课文和诵读古诗，了解渔民劳动的艰辛，从而懂
得珍惜劳动果实。

4、通过学习课文，了解诗人创作古诗的经历。发现诗是因景
生情、因事有感而创作的，也能通过故事更好地理解诗意。

通过学习课文和反复诵读文中古诗，让学生在感受古代诗词
的意境美、韵律美、情感美、哲理美的同时，也能了解诗人
范仲淹创作古诗《江上渔者》的经历，体会诗人同情劳动人
民的情感，受到热爱劳动人民的教育。

2课时

cai课件，舒缓音乐。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初读课文，游戏识字。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板书课题。



2、全班齐读课题。读了课题，你想知道什么?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自由读课文，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认读生字词和会认字词。

2、同座互相认读课后生字，检查字音是否读准。

3、全班认读生字。

4、指名读课文，说说你知道了什么?

三、学写生字

1、出示生字宝宝，认读生字。

2、说说你觉得哪个字最难写?你想提醒同学们注意什么?

3、教师范写。

4、学生描红。

第二课时

教学内容：

1、能用普通话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并背诵《江上渔者》
这首诗。

2、通过学习课文和诵读古诗，了解渔民劳动的艰辛，从而懂
得珍惜劳动果实。

3、通过学习课文，了解诗人创作古诗的经历。发现诗是因景
生情、因事有感而创作的，也能通过故事更好地理解诗意。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1、上节课，我们初读了课文，认识了生字，还知道鲈鱼味道
鲜美，很多人都爱吃，但是古时候的渔民只能在江河里才能
捕捞到。

2、今天我们将跟随着大诗人——范仲淹，继续了解“江上渔
者”的劳动艰辛，一起感受这首诗创作的过程。

3、齐读课文，说说你读懂了什么?

二、自主体验，感悟诗文

1、指名读第1自然段。

师：有一天，范仲淹来到江边的一个酒楼风景。他看到了什
么，听到了什么呢?

(引导学生通过读课文，勾画有关句子。)

2、请大家把自己找到的句子读一读。(指名学生读出自己勾
画的句子：酒楼里坐满了南来北往的客人，他们不住地称赞
鲈鱼肉嫩味鲜。)

3、(出示课文中图片)教师引读第1自然段“宋朝大诗人范仲
淹常常到各地游览”。教师接着读第2自然段第1句“有一天，
范仲淹来到江边的一个酒楼，一边”——引学生接着读”一
边饮酒——边观赏风景”。请大家想象一下，作者一边饮酒，
一边观赏风景，他听到了什么?(指名学生根据课文描写回答)

4、指导读“酒楼里坐满了南来北往的客人，他们不住地称赞
鲈鱼肉嫩味鲜”这一句。想象酒楼里品尝鲈鱼的客人在称赞
鲈鱼时会说些什么?(可以鼓励学生朗读或表演，体会“坐



满”“不住地称赞”等词语。)

5、刚才大家读的这句话，老师数了数，有26个字，但你们瞧，
作者范仲淹却只用了一句很简单的句子就描绘出当时的情景。
(出示诗句：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谁想读?(引导学生读这句诗)

6、你们觉得这句写得怎么样呢?到底好在哪里?

(1)学生讨论，教师指名回答。

(2)你从诗中读懂什么了?(学生边回答.教师边指导学生说说
客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体会“南来北往”这个词，从而理解
“往来人”的意思。)

(3)让回答、体会得好的学生读诗句，还可以有针对性地问：
你为什么要这样读?

7、鲈鱼是非常好吃的，这些客人大老远地来吃鲈鱼，还“不
住地”称赞鲈鱼的味道鲜美。这时，范仲淹站起身来.向江面
望去。他看见了什么?(指名学生读课文这一句.相机运用评价
和合作指导读出捕鱼危险的情景。)

8、江面上风浪这么大，如果不小心就有可能出危险。引导学
生说出可能造成船毁人亡的后果，引导他们体会渔民的艰辛
和危险。

9、可是这些人只知道鲈鱼的味道鲜美，却不知道捕鱼的辛苦
和危险。

10、请大家再读读课文，你从哪儿知道捕鱼的艰辛和危险，
把描写的句子好好读读。

11、指名学生反馈。“只见江面上波涛汹涌，一只渔船像一



片树叶，随着风浪起伏。它一会儿被卷上浪尖，一会儿又被
打入浪谷。”读得好，(出示课件：波涛汹涌的江面上，像树
叶一样柔弱的小船被浪推着摇晃的情景)想想看，一片树叶在
波涛汹涌的江水中哪里还看得见，谁知道会被江水冲到什么
地方去。

12、再请学生读这一句：

说说为什么要这样读?评价学生：在江上捕鱼真危险啊，老师
听出你很同情那些渔民。还可以由同学来评价他读得好不好，
好在哪里?不足在哪里?可以给小伙伴提意见。

13、出示诗句：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鼓励学生自读自悟)

(2)分四人小组充分地谈自己的观感，然后全班反馈。

14、教学至此，高潮出现。

这时，教师在哀婉的民乐声中用深沉而缓慢的语调小结，把
学生的思绪引到更深更远：在茫茫的江面上，渔民随时会遭
强风暴雨的袭击;江面上波浪起伏、波涛汹涌，一叶小舟行驶
危险.随时都会有翻沉的危险，可这些渔民为了生活，不得不
在风浪中捕鱼……这不由地又让老师想到一首我们学过的写
农民种地艰辛的诗——《锄禾》，老师诵读《锄禾》，学生
受到感染也会跟读。

15、你们都是很有同情心的好孩子。大诗人范仲淹看到这样
的情景也和你们一样，对渔民产生了同情，于是他就写下了
这首《江上渔者》。来，让我们再来读读这首诗，把你的感
受都读出来吧。

16、师生一起满怀情感诵读全诗。



三、学习生字，指导书写

1、大家的课文读得这么有情感，字也一定写得很美，让我们
一起来写字吧。

2、出示要求会写的'田字格中的8个字：用学过的记字方法，
自己试着记一记。

3、把自己不会写的字在小组提出来.如果都会记就交流一下
记字方法，用自己的好方法帮助不会的同学。教师巡视指导.
及时评价好的识字方法，如：比较识字(酒一渔、宋一客);自
编儿歌;字形想象等。

4、教师挑选几个重点字在全班交流。

5、教师范写要注意的关键字。

6、播放舒缓的音乐：学生练习写字。并提醒学生注意关键笔
画的写法。如：“酒”：左窄右宽，右边的“酉”压着竖中
线写。“站”：左边的“立”横变提。“君”：中间一横要
出头等。

四、拓展学习，开拓眼界

1、这一课的字，大家写得很好，让我们再一次回顾诗人写作
这首诗时的经历吧，再读课文。

2、范仲淹写的这首诗和我们学的其他许多文章一样，不仅文
字优美，而且很有思想。其实我们班也有很多小作家，只要
你们注意积累好词好句，学会像范仲淹那样注意观察生活中
的点点滴滴，加入自己的情感和体验，你也能写出好的文学
作品。

3、出示课件：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教师简要介绍：他的散文《岳阳楼
记》也是一篇描写优美的美文，令人百读不厌，有兴趣的同
学可以找来读读。

板书设计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吃鱼者)(鲜美)

渔民生活

苦难艰辛

江中：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打鱼人)

古诗江上渔者教案篇三

1、学会写8个生字，会认7个生字，认识多音字“没”。

2、能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朗读课文，并背诵《江上
渔者》这首诗。

3、理解课文内容。

4、通过学习课文，了解诗人创作诗的经历。发现诗是由景生
情、因事有感而创作的。

利用课文帮助理解诗意。读出自己的独特感受。

通过学习课文和诵读古诗，了解渔民劳动的艰辛。通过学习
课文，了解诗人创作古诗的经历。发现诗是因景生情、因事
有感而创作的。



1课时

一、导入

师：板书“鱼”，谁来读读这个字，（指名读），大家都知
道这就是我们平常吃的鱼。（加上三点水旁）这个字谁认识？
（指名读）这两个字意思一样吗？师解释“渔”。（捕鱼，
也就是打鱼）那渔者就是——指名生答（打渔的人），那江
上渔者就是——生答（江上打渔的人）。

今天我们就跟随宋朝的大诗人范仲淹一起去看看江上打渔的
人。

二、初读课文，了解范仲淹

1、师：请同学们自由读课文，借助拼音读准字音。生自由读
课文。师：生字大家都预习了，再读读，读完后，同桌互查
生字读音。师开火车检查生字读音，字读得好，词会读吗？
指名读重点词语。

了解多少呢？师随机介绍范仲淹。

三、再读课文，谈谈感受

1、师：让我们一起来读读第一自然段吧！生齐读第一自然段。
师述：范仲淹喜欢到各地去游览，一天，他来到江边的一个
酒楼，一边饮酒一边欣赏风景。此时他看到了什么？又想到
了什么呢？请同学们自由读第二自然段，边读边想，范仲淹
看到了什么？又想到了什么？将有关句子勾画下来。

2、指名反馈，师随机出示相应的句子。谁再来读读这句话？
你从中感受到什么？

生（1）：我觉得酒楼里的人很多。我是从南来北往这个词体



会到的。师随机理解“南来北往”。我们都是酒楼里的客人，
客人们，你们都来自哪里呀？又要到哪去呀？像这样来自不
同的地方，又又要去到不同的地方，我们便称之为“南来北
往”，指导读词。再指名读此句。

生（2）：我觉得鲈鱼很好吃。我是从不住的称赞体会到的。
师随机指导：客人们都会怎样称赞呢？指名生反馈。再指名
读此句。

3、就在客人们在不住的称赞鲈鱼的肉嫩，味鲜，味美。（板
书：客人）这时范仲淹又看到了谁呢？指名生答（板书：渔
者），他看见渔者在江面上怎样打渔呢？谁来把找到的句子
读一读。指名生反馈，师随机出示这两句话。

4、师：怎样的波涛被称作汹涌呀？生述，师画简笔画，指导
读词“波涛汹涌”。

5、师：在这汹涌的波涛中有一片树叶随风起伏，（出示“一
叶小舟”图片）这是一片树叶吗？那作者为什么称他为一片
树叶呢？（生体会：汹涌的波涛力大无穷，小舟轻飘飘，又
渺小）指导读好词句。

6、师：小舟是怎样随风起伏的呢？指名生上台边听师述边在
简笔画上演示“一会儿一会儿”师随机问：这是（浪尖），
在浪尖上的小船是怎样的？生演示师述：船头朝上，船尾朝
下，很危险，有翻船的可能。这是（浪谷）怎么到浪谷的？
生演示（打入）。在浪谷的小船又是怎样的？生演示师述：
船头朝下，船尾朝上，更危险，更有翻船的可能。谁来读读
这句话？请你一定要把渔民冒着生命的危险在汹涌的波涛中
作斗争的情景展现在大家面前，指导读好这句。

7、既然打鲈鱼这么危险，渔民们为什么还要还要冒着生命的
危险去打渔呢？体会生活艰辛。



9、诗人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写的，于是范仲淹情不自禁的
拿起笔写下了这首《江上渔者》。师出示古诗，配乐朗读全
诗。短短几句诗就将范仲淹所看到的情景展现在大家面前，
大家也想读读吗？学生自由试读，指名读，生结合上文谈谈
听后的感受，再谈感受的过程中，师引导学生重点体会“但
爱”，“出没”的意思，并知道“君”指谁。指导读诗。

10、让我们像他们这样一起来读读这首诗吧！生配乐齐读古
诗。能背的同学可以试着背一背。

四、学习生字

你认为生字中哪个字最难写，指名生答。观察这个字怎么记？
怎么写才好看？关键笔画的位置。师范写，生仿写。

板书设计：

客人文中相应的句子江上往来人

但爱鲈鱼美

渔者文中相应的句子

君看一叶舟简笔画出没**里

成功之处：

重难点突破较为成功。我用最生动，直观的方法教会学生理
解何为浪尖，何为浪谷，然后，又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自己体会一下，你站在船上，一会被卷上浪尖，一会被打入
浪谷是何种感受。由于选择了正确的学习方法突破了重难点，
所以到文章的最后，要理解渔民捕鱼的艰辛就水到渠成了。
另外，在学完整篇课文后，再来学古诗，这一教学理念经过
教学实践后，我发现的确很适合文包诗这样的课文。因为，



学生对整篇课文了解后，也就是理解了整首诗的意思，再回
过头来学诗，只用文诗对照就能逐句理解诗意了。

不足之处：

1、三年级的孩子在语文课堂上，必须保证5——10分钟的识
字写字时间，这点很重要，哪怕课文没有理解，哪怕文章没
有读出感情，只要时间到了，就得停下教授课文，进行识字
写字的教学。而在我的这节课上，这一点做得还不够。

2、句子是表达一个意思的最小单位，在读书的过程中，不能
把一句话给分开，进行分角色来读。这样，对学生在理解句
意上会造成一些影响。既然知道症结所在，在今后的教学中，
我会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让自己的教学再上一个台阶。自
己选一个字用同样的方法学习。

《江上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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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诗江上渔者教案篇四

1、学会8个生字，会认8个字。

2、能用普通话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并背诵《江上渔者》
这首诗。

3、通过学习课文和诵读古诗，了解渔民劳动的艰辛，从而懂
得珍惜劳动果实。

4、通过学习课文，了解诗人创作古诗的经历。发现诗是因景
生情、因事有感而创作的，也能通过故事更好地理解诗意。

通过学习课文和反复诵读文中古诗，让学生在感受古代诗词
的意境美、韵律美、情感美、哲理美的同时，也能了解诗人
范仲淹创作古诗《江上渔者》的经历，体会诗人同情劳动人
民的情感，受到热爱劳动人民的教育。

2课时

cai课件，舒缓音乐。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初读课文，游戏识字。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板书课题。

2、全班齐读课题。读了课题，你想知道什么?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自由读课文，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认读生字词和会认字词。

2、同座互相认读课后生字，检查字音是否读准。

3、全班认读生字。

4、指名读课文，说说你知道了什么?

三、学写生字

1、出示生字宝宝，认读生字。

2、说说你觉得哪个字最难写?你想提醒同学们注意什么?

3、教师范写。

4、学生描红。

第二课时

教学内容：

1、能用普通话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并背诵《江上渔者》
这首诗。

2、通过学习课文和诵读古诗，了解渔民劳动的艰辛，从而懂
得珍惜劳动果实。

3、通过学习课文，了解诗人创作古诗的经历。发现诗是因景
生情、因事有感而创作的，也能通过故事更好地理解诗意。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1、上节课，我们初读了课文，认识了生字，还知道鲈鱼味道
鲜美，很多人都爱吃，但是古时候的渔民只能在江河里才能
捕捞到。

2、今天我们将跟随着大诗人——范仲淹，继续了解“江上渔
者”的劳动艰辛，一起感受这首诗创作的过程。

3、齐读课文，说说你读懂了什么?

二、自主体验，感悟诗文

1、指名读第1自然段。

师：有一天，范仲淹来到江边的一个酒楼风景。他看到了什
么，听到了什么呢?

(引导学生通过读课文，勾画有关句子。)

2、请大家把自己找到的句子读一读。(指名学生读出自己勾
画的句子：酒楼里坐满了南来北往的客人，他们不住地称赞
鲈鱼肉嫩味鲜。)

3、(出示课文中图片)教师引读第1自然段“宋朝大诗人范仲
淹常常到各地游览”。教师接着读第2自然段第1句“有一天，
范仲淹来到江边的一个酒楼，一边”——引学生接着读”一
边饮酒——边观赏风景”。请大家想象一下，作者一边饮酒，
一边观赏风景，他听到了什么?(指名学生根据课文描写回答)

4、指导读“酒楼里坐满了南来北往的客人，他们不住地称赞
鲈鱼肉嫩味鲜”这一句。想象酒楼里品尝鲈鱼的客人在称赞
鲈鱼时会说些什么?(可以鼓励学生朗读或表演，体会“坐
满”“不住地称赞”等词语。)



5、刚才大家读的这句话，老师数了数，有26个字，但你们瞧，
作者范仲淹却只用了一句很简单的句子就描绘出当时的情景。
(出示诗句：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谁想读?(引导学生读这句诗)

6、你们觉得这句写得怎么样呢?到底好在哪里?

(1)学生讨论，教师指名回答。

(2)你从诗中读懂什么了?(学生边回答.教师边指导学生说说
客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体会“南来北往”这个词，从而理解
“往来人”的意思。)

(3)让回答、体会得好的学生读诗句，还可以有针对性地问：
你为什么要这样读?

7、鲈鱼是非常好吃的，这些客人大老远地来吃鲈鱼，还“不
住地”称赞鲈鱼的味道鲜美。这时，范仲淹站起身来.向江面
望去。他看见了什么?(指名学生读课文这一句.相机运用评价
和合作指导读出捕鱼危险的情景。)

8、江面上风浪这么大，如果不小心就有可能出危险。引导学
生说出可能造成船毁人亡的后果，引导他们体会渔民的艰辛
和危险。

9、可是这些人只知道鲈鱼的味道鲜美，却不知道捕鱼的辛苦
和危险。

10、请大家再读读课文，你从哪儿知道捕鱼的艰辛和危险，
把描写的句子好好读读。

11、指名学生反馈。“只见江面上波涛汹涌，一只渔船像一
片树叶，随着风浪起伏。它一会儿被卷上浪尖，一会儿又被



打入浪谷。”读得好，(出示课件：波涛汹涌的江面上，像树
叶一样柔弱的小船被浪推着摇晃的情景)想想看，一片树叶在
波涛汹涌的江水中哪里还看得见，谁知道会被江水冲到什么
地方去。

12、再请学生读这一句：

说说为什么要这样读?评价学生：在江上捕鱼真危险啊，老师
听出你很同情那些渔民。还可以由同学来评价他读得好不好，
好在哪里?不足在哪里?可以给小伙伴提意见。

13、出示诗句：君看一叶舟，出没**里。

(鼓励学生自读自悟)

(2)分四人小组充分地谈自己的观感，然后全班反馈。

14、教学至此，高潮出现。

这时，教师在哀婉的民乐声中用深沉而缓慢的语调小结，把
学生的思绪引到更深更远：在茫茫的江面上，渔民随时会遭
强风暴雨的袭击;江面上波浪起伏、波涛汹涌，一叶小舟行驶
危险.随时都会有翻沉的危险，可这些渔民为了生活，不得不
在风浪中捕鱼……这不由地又让老师想到一首我们学过的写
农民种地艰辛的诗——《锄禾》，老师诵读《锄禾》，学生
受到感染也会跟读。

15、你们都是很有同情心的好孩子。大诗人范仲淹看到这样
的情景也和你们一样，对渔民产生了同情，于是他就写下了
这首《江上渔者》。来，让我们再来读读这首诗，把你的感
受都读出来吧。

16、师生一起满怀情感诵读全诗。



三、学习生字，指导书写

1、大家的课文读得这么有情感，字也一定写得很美，让我们
一起来写字吧。

2、出示要求会写的田字格中的8个字：用学过的记字方法，
自己试着记一记。

3、把自己不会写的字在小组提出来.如果都会记就交流一下
记字方法，用自己的好方法帮助不会的同学。教师巡视指导.
及时评价好的识字方法，如：比较识字(酒一渔、宋一客);自
编儿歌;字形想象等。

4、教师挑选几个重点字在全班交流。

5、教师范写要注意的关键字。

6、播放舒缓的音乐：学生练习写字。并提醒学生注意关键笔
画的写法。如：“酒”：左窄右宽，右边的“酉”压着竖中
线写。“站”：左边的“立”横变提。“君”：中间一横要
出头等。

四、拓展学习，开拓眼界

1、这一课的字，大家写得很好，让我们再一次回顾诗人写作
这首诗时的经历吧，再读课文。

2、范仲淹写的这首诗和我们学的其他许多文章一样，不仅文
字优美，而且很有思想。其实我们班也有很多小作家，只要
你们注意积累好词好句，学会像范仲淹那样注意观察生活中
的点点滴滴，加入自己的情感和体验，你也能写出好的文学
作品。

3、出示课件：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教师简要介绍：他的散文《岳阳楼
记》也是一篇描写优美的美文，令人百读不厌，有兴趣的同
学可以找来读读。

板书设计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吃鱼者)(鲜美)

渔民生活

苦难艰辛

江中：一叶舟出没**里

(打鱼人)

古诗江上渔者教案篇五

1、学会8个生字，会认8个字。

2、能用普通话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并背诵《江上渔者》
这首诗。

3、通过学习课文和诵读古诗，了解渔民劳动的艰辛，从而懂
得珍惜劳动果实。

4、通过学习课文，了解诗人创作古诗的经历。发现诗是因景
生情、因事有感而创作的，也能通过故事更好地理解诗意。

通过学习课文和反复诵读文中古诗，让学生在感受古代诗词
的意境美、韵律美、情感美、哲理美的同时，也能了解诗人
范仲淹创作古诗《江上渔者》的经历，体会诗人同情劳动人



民的情感，受到热爱劳动人民的教育。

2课时

cai课件，舒缓音乐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初读课文，游戏识字。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板书课题。

2、全班齐读课题。读了课题，你想知道什么？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自由读课文，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认读生字词和会认字词。

2、同座互相认读课后生字，检查字音是否读准。

3、全班认读生字。

4、指名读课文，说说你知道了什么？

三、学写生字

1、出示生字宝宝，认读生字。

2、说说你觉得哪个字最难写？你想提醒同学们注意什么？

3、教师范写。



4、学生描红。

第二课时

教学内容：

1、能用普通话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并背诵《江上渔者》
这首诗。

2、通过学习课文和诵读古诗，了解渔民劳动的艰辛，从而懂
得珍惜劳动果实。

3、通过学习课文，了解诗人创作古诗的经历。发现诗是因景
生情、因事有感而创作的，也能通过故事更好地理解诗意。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1、上节课，我们初读了课文，认识了生字，还知道鲈鱼味道
鲜美，很多人都爱吃，但是古时候的渔民只能在江河里才能
捕捞到。

2、今天我们将跟随着大诗人——范仲淹，继续了解“江上渔
者”的劳动艰辛，一起感受这首诗创作的过程。

3、齐读课文，说说你读懂了什么？

二、自主体验，感悟诗文

1、指名读第1自然段。

师：有一天，范仲淹来到江边的`一个酒楼风景。他看到了什
么，听到了什么呢？



（引导学生通过读课文，勾画有关句子。）

2、请大家把自己找到的句子读一读。（指名学生读出自己勾
画的句子：酒楼里坐满了南来北往的客人，他们不住地称赞
鲈鱼肉嫩味鲜。）

他听到了什么？（指名学生根据课文描写回答）

4、指导读“酒楼里坐满了南来北往的客人，他们不住地称赞
鲈鱼肉嫩味鲜”这一句。想象酒楼里品尝鲈鱼的客人在称赞
鲈鱼时会说些什么？（可以鼓励学生朗读或表演，体会“坐
满”“不住地称赞”等词语。）

5、刚才大家读的这句话，老师数了数，有26个字，但你们瞧，
作者范仲淹却只用了一句很简单的句子就描绘出当时的情景。
（出示诗句：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谁想读？（引导学生读这句诗）

6、你们觉得这句写得怎么样呢？到底好在哪里？

（1）学生讨论，教师指名回答。

（2）你从诗中读懂什么了？（学生边回答。教师边指导学生
说说客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体会“南来北往”这个词，
从而理解“往来人”的意思。）

（3）让回答、体会得好的学生读诗句，还可以有针对性地问：
你为什么要这样读？

7、鲈鱼是非常好吃的，这些客人大老远地来吃鲈鱼，还“不
住地”称赞鲈鱼的味道鲜美。这时，范仲淹站起身来。向江
面望去。他看见了什么？（指名学生读课文这一句。相机运
用评价和合作指导读出捕鱼危险的情景。）



8、江面上风浪这么大，如果不小心就有可能出危险。引导学
生说出可能造成船毁人亡的后果，引导他们体会渔民的艰辛
和危险。

9、可是这些人只知道鲈鱼的味道鲜美，却不知道捕鱼的辛苦
和危险。

10、请大家再读读课文，你从哪儿知道捕鱼的艰辛和危险，
把描写的句子好好读读。

11、指名学生反馈。“只见江面上波涛汹涌，一只渔船像一
片树叶，随着风浪起伏。它一会儿被卷上浪尖，一会儿又被
打入浪谷。”读得好，（出示课件：波涛汹涌的江面上，像
树叶一样柔弱的小船被浪推着摇晃的情景）想想看，一片树
叶在波涛汹涌的江水中哪里还看得见，谁知道会被江水冲到
什么地方去。

12、再请学生读这一句：

说说为什么要这样读？评价学生：在江上捕鱼真危险啊，老
师听出你很同情那些渔民。还可以由同学来评价他读得好不
好，好在哪里？不足在哪里？可以给小伙伴提意见。

13、出示诗句：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鼓励学生自读自悟）

（2）分四人小组充分地谈自己的观感，然后全班反馈。

14、教学至此，高潮出现。

这时，教师在哀婉的民乐声中用深沉而缓慢的语调小结，把
学生的思绪引到更深更远：在茫茫的江面上，渔民随时会遭
强风暴雨的袭击；江面上波浪起伏、波涛汹涌，一叶小舟行



驶危险。随时都会有翻沉的危险，可这些渔民为了生活，不
得不在风浪中捕鱼……这不由地又让老师想到一首我们学过
的写农民种地艰辛的诗——《锄禾》，老师诵读《锄禾》，
学生受到感染也会跟读。

15、你们都是很有同情心的好孩子。大诗人范仲淹看到这样
的情景也和你们一样，对渔民产生了同情，于是他就写下了
这首《江上渔者》。来，让我们再来读读这首诗，把你的感
受都读出来吧。

16、师生一起满怀情感诵读全诗。

三、学习生字，指导书写

1、大家的课文读得这么有情感，字也一定写得很美，让我们
一起来写字吧。

2、出示要求会写的田字格中的8个字：用学过的记字方法，
自己试着记一记。

3、把自己不会写的字在小组提出来。如果都会记就交流一下
记字方法，用自己的好方法帮助不会的同学。教师巡视指导。
及时评价好的识字方法，如：比较识字（酒一渔、宋一客）；
自编儿歌；字形想象等。

4、教师挑选几个重点字在全班交流。

5、教师范写要注意的关键字。

6、播放舒缓的音乐：学生练习写字。并提醒学生注意关键笔
画的写法。如：“酒”：左窄右宽，右边的“酉”压着竖中
线写。“站”：左边的“立”横变提。“君”：中间一横要
出头等。



四、拓展学习，开拓眼界

1、这一课的字，大家写得很好，让我们再一次回顾诗人写作
这首诗时的经历吧，再读课文。

2、范仲淹写的这首诗和我们学的其他许多文章一样，不仅文
字优美，而且很有思想。其实我们班也有很多小作家，只要
你们注意积累好词好句，学会像范仲淹那样注意观察生活中
的点点滴滴，加入自己的情感和体验，你也能写出好的文学
作品。

3、出示课件：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教师简要介绍：他的散文《岳阳楼
记》也是一篇描写优美的美文，令人百读不厌，有兴趣的同
学可以找来读读。

板书设计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吃鱼者）（鲜美）

渔民生活

苦难艰辛

江中：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打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