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万里长城教案(大全7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
么写？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
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幼儿园万里长城教案篇一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

1．准确认读课文下注的词语，并掌握它们的意义。

2．引导学生学习现代诗，了解其特点。

3．朗读诗歌，在反复诵读中体会诗的意境和作者的情感。

过程与方法

两首诗的教学均按照倾听配乐诗、反复诵读、分析探讨艺术
特色的程序进行，在第二课中增加了一个诗歌朗诵会，以培
养学生对诗歌的兴趣，提高其鉴赏能力。

情感态度价值观

通过对诗歌的学习，体会诗人对故国家园的思念与热爱，培
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教学重、难点及教学突破：

重点：体会诗境之美以及作者强烈的感情。



难点：体会作者如何营造意境，如何以物寓情抒发感情。

教学突破：诵读入境，欣赏诗意；联想比较，鉴赏评价。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1．搜集作者的资料，准备诗歌的配乐朗诵带或录
像带。2．了解诗歌朗诵的相关常识。

学生准备:1．预习诗歌，反复朗读，准确认读文中字
词。2．自选一首现代诗，作好准备，参加朗诵比赛。

第一课时教学流程设计

教师指导学生活动

1．导入《长城谣》1．倾听，了解作者生平按醋鞅尘?br

2、指导朗读，分析诗歌表现手法2．反复诵读，体会诗歌的
艺术特色及表现手法

3、导入《一片槐树叶》3．倾听，了解作者资料

一、聆听配乐诗，了解背景

1．导人课文，展示一些与作者或与诗歌相关的图片、幻灯片，
播放配乐诗歌，帮助学生建立对其的感性认识。师：上节课
我们学习了现代作家艾青的诗歌，这节课我们将共同赏析一
首由现代女诗人席慕蓉所作的抒怀诗《长城谣》。首先请听
这首诗歌的配乐版。板书课题。1．观看幻灯片和图片，在配
乐中欣赏诗歌，对其形成初步认识。

2．师：对于作者，不知道各位同学有什么了解，有谁愿意给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师补充：席慕蓉多写爱情、人生、乡愁，



写得极美，清新、易懂、好读，这也是她拥有大量读者的重
要原因。2．跟随教师提问，积极回答问题，就所了解的知识
对作者做基本简介，并听取老师补充介绍诗人席慕蓉的生平
以及时代背景。生：席慕蓉是我国著名女诗人。原籍内蒙古
查哈尔盟明安旗。蒙古名字全称穆伦席连·勃，意为浩荡大
江河。

二、体会诗歌艺术特色及思想感情

1．指导学生有针对性地朗读诗歌，启发学生探寻诗歌的写作
手法。1．按教师要求多次朗诵诗歌，体会诗歌韵律节奏，对
作者感情初步探悉。

2．抽取同学就所读讲讲自己对这首诗的印象，诗歌所表现的.
内容以及要表达的感情，并对学生的回答做补充说明。2．讲
述自己对这首诗歌的感受。

3．师：长城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的象征，朗读了全诗后，有谁
能告诉大家作者是通过哪些诗句表达了对祖国对故乡的一片
深情?抽学生回答，检查学生掌握程度并予以评讲。3．认真
思考问题。生：为什么唱你时总不能成声／写你不能成篇／
而一提起你便有烈火焚起／火中有你万里的身躯。

4．导人课后思考与练习二，分析文中含义深刻的诗
句。4．用心领悟文中含义深刻的诗句。

5．总结诗歌的思想感情及艺术特色，重点探讨体会作者如何
营造意境，5．听教师评讲，细细品味这首诗歌的思想感情及
艺术特色。

幼儿园万里长城教案篇二

由著名诗人席慕蓉创作出一篇《长城谣》，因该诗歌的杰出
被载入课本，成为我们广大学子的必学诗歌之一。



《长城谣》最先出现的版本是秦始皇时期的民歌，当时为了
体现建造长城的不易以及民众的疾苦。

以下是小编整理的《长城谣》阅读答案，仅供参考!

幼儿园万里长城教案篇三

1．准确认读课文下注的词语，并掌握它们的意义。

2．引导学生学习现代诗，了解其特点。

3．朗读诗歌，在反复诵读中体会诗的意境和作者的情感。

两首诗的教学均按照倾听配乐诗、反复诵读、分析探讨艺术
特色的程序进行，在第二课中增加了一个诗歌朗诵会，以培
养学生对诗歌的兴趣，提高其鉴赏能力。

通过对诗歌的学习，体会诗人对故国家园的思念与热爱，培
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教学重、难点及教学突破：

重点：体会诗境之美以及作者强烈的感情。

难点：体会作者如何营造意境，如何以物寓情抒发感情。

教学突破：诵读入境，欣赏诗意；联想比较，鉴赏评价。

教师准备：1．搜集作者的资料，准备诗歌的配乐朗诵带或录
像带。2．了解诗歌朗诵的相关常识。

学生准备:1．预习诗歌，反复朗读，准确认读文中字
词。2．自选一首现代诗，作好准备，参加朗诵比赛。

第一课时教学流程设计



教师指导 学生活动

1．导入《长城谣》1．倾听，了解作者生平按醋鞅尘?br

2、指导朗读，分析诗歌表现手法2．反复诵读，体会诗歌的
艺术特色及表现手法

3、导入《一片槐树叶》3．倾听，了解作者资料

一、聆听配乐诗，了解背景

1．导人课文，展示一些与作者或与诗歌相关的图片、幻灯片，
播放配乐诗歌，帮助学生建立对其的感性认识。师：上节课
我们学习了现代作家艾青的诗歌，这节课我们将共同赏析一
首由现代女诗人席慕蓉所作的抒怀诗《长城谣》。首先请听
这首诗歌的配乐版。板书课题。1．观看幻灯片和图片，在配
乐中欣赏诗歌，对其形成初步认识。

2．师：对于作者，不知道各位同学有什么了解，有谁愿意给
我们简单介绍 一下? 师补充：席慕蓉多写爱情、人生、乡愁，
写得极美，清新、易懂、好读，这 也是她拥有大量读者的重
要原因。2．跟随教师提问，积极回答问题，就所了解的知识
对作者做基本简介，并听取老师补充介绍诗人席慕蓉的生平
以及时代背景。 生：席慕蓉是我国著名女诗人。原籍内蒙古
查哈尔盟明安旗。蒙古名字全称穆伦席连·勃，意为浩荡大
江河。

二、体会诗歌艺术特色及思想感情

1．指导学生有针对性地朗读诗歌，启发学生探寻诗歌的写作
手法。1．按教师要求多次朗诵诗歌，体会诗歌韵律节奏，对
作者感情初步探悉。

2．抽取同学就所读讲讲自己对这首诗 的印象，诗歌所表现



的内容以及要 表达的感情，并对学生的回答做补充说
明。2．讲述自己对这首诗歌的感受。

3．师：长城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的象征，朗读了全诗后，有谁
能告诉大家作者是通过哪些诗句表达了对祖国对故乡的一片
深情?抽学生回答，检查学生掌握程度并予以评讲。3．认真
思考问题。 生：为什么唱你时总不能成声／写你 不能成篇
／而一提起你便有烈火焚起／火中有你万里的身躯。

4．导人课后思考与练习二，分析文中含义深刻的诗句。
4．用心领悟文中含义深刻的诗句。

5．总结诗歌的思想感情及艺术特色，重点探讨体会作者如何
营造意境，5．听教师评讲，细细品味这首诗歌的思想感情及
艺术特色。

幼儿园万里长城教案篇四

【教学目标】：

1、把握诗歌表现的主题，体会诗歌抒发的情感。

2、学习朗读诗歌，在反复朗读中感悟诗情。

【教学重难点】

重点：把握诗歌的基本思想。

难点：学习诗歌借物抒情、托物言志的写法。

【教学方法】：朗读法、讨论法、情景教学法

【教学课时】：一课时



【教学过程设计】：

一、情境导入

播放音乐《长城谣》，长城图片

提问：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长城呢？

长城简介：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防北边匈奴，调动军民上
百万人筑长城，将秦、赵、燕三国的北边长城给予修缮，连
贯为一，西起今甘肃岷县，北靠阴山，东至辽东，俗称“万
里长城”。明代为了防御北方外族侵扰，前后修筑长城十八
次，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长城是是我国古代的军事防
御工程体系。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和坚强意志，长城
内外各族人民在无数次斗争和长期交往中，发生过许多可歌
可泣的动人故事，吸引着历代文人墨客为它们赋诗作画，在
我国文学艺术宝库中，增添了许多优美动人的篇章与画卷。

过渡：长城，对我们每个中国人来说最熟悉不过了，它是我
们中华民族的象征，无论是身在祖国还是异乡，它始终连着
华夏儿女的心房。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席慕容的《长城
谣》，再次谛听游子的乡音。

二、介绍作者：席慕容；写作背景

三、字词快餐

四、朗读节奏训练（听录音，说说朗读诗歌应注意什么？）

尽管/城上城下/争战了一部历史

尽管/夺了焉支/又还了焉支

多少个隘口/有多少次悲欢啊



你/永远是个无情的建筑

蹲踞在/荒莽的山巅

冷眼/看人间恩怨

为什么/唱你时/总不能成声

写你/不能成篇

而一提起你/便有烈火焚起

火中/有你万里的躯体

有你千年的面容

有你的云你的树你的风

敕勒川阴山下

今宵月色/应如水

而黄河/今夜仍然要从你

身旁流过

流进我/不眠的梦中

五、整体感知

全班同学朗读全诗，思考并回答问题

1、这首诗的主题意象是？

2、抒情主线是？



六、诗歌赏析

（一）理清结构，分析每小节讲了什么内容？

（二）学习第一节

1、你从简洁质朴的文字里读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

2、找出修饰“长城”这个抒情意象的.词语。

为什么说长城是”无情“、”冷眼“的？

（三）学习第二节

1、长城为什么会使诗人唱不成声，写不成篇，一提起便烈火
焚起呢？

2、第二节表达了诗人对长城的什么情感？

3、”万里的躯体“，”千年的面容“分别指什么？

（四）学习第三节

1、“敕勒川，阴山下”是出自哪首诗的？它和作者有何关系？
与长城、黄河又有何关系？

2、这首诗的主题意象是长城，为什么又写到了黄河？

（五）合作探究

（讨论）这首诗的意象最重要的是长城，作者为什么要用第
二人称来写长城？

（六）小结



（七）作业

1、背诵《长城谣》

2、完成练习册的相关内容

板书设计

长城谣

席慕容

第一节，审视历史，凸现长城的沧桑

第二节，借助长城，倾诉满腔的热忱思乡之情

第三节，依托梦境，流露深沉的乡思

幼儿园万里长城教案篇五

知识与能力

1．准确认读课文下注的词语，并掌握它们的意义。

2．引导学生学习现代诗，了解其特点。

3．朗读诗歌，在反复诵读中体会诗的意境和作者的情感。

过程与方法

两首诗的教学均按照倾听配乐诗、反复诵读、分析探讨艺术
特色的程序进行，在第二课中增加了一个诗歌朗诵会，以培
养学生对诗歌的兴趣，提高其鉴赏能力。

情感态度价值观



通过对诗歌的学习，体会诗人对故国家园的思念与热爱，培
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教学重、难点及教学突破：

重点：体会诗境之美以及作者强烈的感情。

难点：体会作者如何营造意境，如何以物寓情抒发感情。

教学突破：诵读入境，欣赏诗意；联想比较，鉴赏评价。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1．搜集作者的资料，准备诗歌的配乐朗诵带或录
像带。2．了解诗歌朗诵的相关常识。

学生准备:1．预习诗歌，反复朗读，准确认读文中字
词。2．自选一首现代诗，作好准备，参加朗诵比赛。

第一课时教学流程设计

教师指导学生活动

1．导入《长城谣》1．倾听，了解作者生平按醋鞅尘?br

2、指导朗读，分析诗歌表现手法2．反复诵读，体会诗歌的
艺术特色及表现手法

3、导入《一片槐树叶》3．倾听，了解作者资料

一、聆听配乐诗，了解背景

1．导人课文，展示一些与作者或与诗歌相关的图片、幻灯片，
播放配乐诗歌，帮助学生建立对其的感性认识。师：上节课
我们学习了现代作家艾青的诗歌，这节课我们将共同赏析一



首由现代女诗人席慕蓉所作的抒怀诗《长城谣》。首先请听
这首诗歌的配乐版。板书课题。1．观看幻灯片和图片，在配
乐中欣赏诗歌，对其形成初步认识。

2．师：对于作者，不知道各位同学有什么了解，有谁愿意给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师补充：席慕蓉多写爱情、人生、乡愁，
写得极美，清新、易懂、好读，这也是她拥有大量读者的重
要原因。2．跟随教师提问，积极回答问题，就所了解的知识
对作者做基本简介，并听取老师补充介绍诗人席慕蓉的生平
以及时代背景。生：席慕蓉是我国著名女诗人。原籍内蒙古
查哈尔盟明安旗。蒙古名字全称穆伦席连·勃，意为浩荡大
江河。

二、体会诗歌艺术特色及思想感情

1．指导学生有针对性地朗读诗歌，启发学生探寻诗歌的写作
手法。1．按教师要求多次朗诵诗歌，体会诗歌韵律节奏，对
作者感情初步探悉。

2．抽取同学就所读讲讲自己对这首诗的印象，诗歌所表现的
内容以及要表达的感情，并对学生的回答做补充说明。2．讲
述自己对这首诗歌的感受。

3．师：长城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的象征，朗读了全诗后，有谁
能告诉大家作者是通过哪些诗句表达了对祖国对故乡的一片
深情?抽学生回答，检查学生掌握程度并予以评讲。3．认真
思考问题。生：为什么唱你时总不能成声／写你不能成篇／
而一提起你便有烈火焚起／火中有你万里的身躯。

4．导人课后思考与练习二，分析文中含义深刻的诗
句。4．用心领悟文中含义深刻的诗句。

5．总结诗歌的思想感情及艺术特色，重点探讨体会作者如何
营造意境，5．听教师评讲，细细品味这首诗歌的思想感情及



艺术特色。

文档为doc格式

幼儿园万里长城教案篇六

1、通过学习歌曲《长城谣》体验抗日时期我国人民爱国热情，
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感情。

2、通过歌曲练习表现质朴自然、苍凉悲壮的深切感情。

3、注意歌唱的发声和吐字。

课时：共两课时。本课为第一课时。

1、导入新课（约10分钟）

（1）复习演唱前面学习过的歌曲。注意引导表达歌曲的情绪，
力求做到有感情地歌唱。

（2）通过与以前学习过的歌曲情绪的联系或对比引入本课将
要学习的歌曲。

（3）听歌曲范唱录音（合唱）。在聆听之前，提示学生注意
歌曲演唱形式和情绪。听后引导学生简单讨论。

2、学习新歌（约30分钟）

（1）进一步体验歌曲的情感和了解歌曲的历史背景。

a、学生朗诵歌词。教师纠正、解释歌词中的个别字词。

b、请学生谈这首歌曲的时代背景和对歌曲情感的理解。

c、再听歌曲的范唱演唱（最好是教师范唱，也可听独唱录



音）。

d、调查了解学生对这首歌曲的熟悉程度（可用举手统计方法，
也在可课前进行）。

（2）随琴视唱歌曲歌词（为了体验歌曲的情感，也为了实际
检验一下学生对歌曲的熟悉程度）。

a、请学生分析歌曲的节奏特点。

b、学生读节奏（可用“哒”或其他读法）。提示读节奏时要
注意节奏的乐句。

c、在教师弹奏歌曲曲调的“伴奏”下，再读一遍节奏。

（3）学习歌曲的.曲调。

a、学生随着教师的琴声试着视唱曲谱（只唱一遍，以便确定
下面的练习方式）。

b、请学生分析一下歌曲的“旋律线”（可用手势来表示，注
意一个乐句用一个动作）。然后一边作“用手势表现旋律
线”的动作，一边进行视唱曲谱练习。

（4）学习歌曲的歌词。

a、联系前面分析过的歌词和情绪唱歌词。

b、在练习中提示要注意运用气息的控制唱好连音。

（5）用乐器演奏整首歌曲的曲调或其中的几个乐句。

3、小结（约5分钟）



（1）再听一遍歌曲录音，请学生对比一下，自己的演唱还有
哪些不足。

（2）了解一下用乐器演奏这首歌曲的情况。

（3）指出下一节课的任务或课下的乐器练习任务。

谱例、基本节奏

句型和歌曲的旋律线未转摘。

幼儿园万里长城教案篇七

教学过程：

一、导入

请同学们说出中国的象征物，如长城等。(游子思乡的载体)

二、检查预习

正音正字：焉支隘口蹲踞荒莽山巅焚起敕(注音略)

三、学海拾贝

1作者简介

席慕容(略)

2听录音，整体感知

3讲授第一节

提问：本节写什么?(请抓住重点词语加以分析：悲欢、恩怨、
无情、冷眼)



明确：写一部浩浩荡荡的长城史，两千多年的争战和杀伐。
长城作为历史的证人历尽沧桑，见证了千古的悲欢离合。使
诗歌的气势一下子显得大气磅礴。

4讲析第二节

提问：本节写什么?(请抓住重点词语加以分析：总、一……
就……)

明确：抒发作者对长城的依恋之情和赞美。(唱、写)

追问：诗人如何抒情?

“总”字写出诗人日夜牵挂故乡;“一……就……”写出诗人
心系长城以及长城在诗人心中的地位和影响。诗人把长城当
成自己的根基和灵魂的寄托之所，所以才有魂牵梦绕、挥之
不去的情结。

5讲析第三节

提问：本节写什么?(请抓住重点词语加以分析：不眠)

明确：梦回长城

思考：为何以地名“敕勒”、“阴山”、“黄河”抒情?

“敕勒”、“阴山”是作者的故乡，黄河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由此可见诗人身居他乡，心系故园。诗人希望有梦，好梦回
故乡。但好梦难成，因为浓浓的思乡情使诗人夜不能寐!

6老师小结

诗人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黄河岸边，而且对于故乡，她
是“少小离家老大难回”。因此，在诗人的心中，长城除了
是民族的象征，还是诗人寄托乡愁乡思的意象.。这是一首咏



物抒情，反观历史的抒情诗，具有民歌风味，意境悠远，感
情真挚.。

四、当场成诵

五、布置预习《一片槐树叶》，思考两篇诗歌之间共同点。

席慕容长城谣教案三

一.设计意图与思路:

《长城谣》是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出版社出版
的八年级下第二单元第六课《现代诗两首》中的第一首诗。
在七年级诗歌学习的基础上，学习这首诗，让学生认识到诗
歌形式的多样性和诗人情感的丰富性，训练学生通过个性化
的阅读，获得独特的情感体验，初步领悟诗歌作品的内涵。

这首诗的作者是台湾作家,教学中要帮助学生了解诗人的基本
情况。要引导学生体会游子的乡思、乡愁，还要让学生通过
学习认识到：由于台湾和祖国大陆长达半个世纪的隔绝，乡
愁这种情感具有空前广泛的代表性。作者把抽象的情感寄托
在具体可感的物上来表达，而且表达朴实自然。因此，学习
本诗，重在体会情感，把握意象，品味语言。在教学过程中，
侧重学生合作进行探究，注重培养学生的联想、想象能力和
语言表达能力。此外，对本诗的理解，要求学生以把握诗歌
的基本思想为主，教师不作过多的讲解和分析。

二.教学流程

(一)、导入新课：播放香港歌手张明敏演唱的歌曲《我的中
国心》，并配以长城的图片，歌词用文字打出，营造深沉的
氛围。

透过这首歌，我们仿佛看到了演唱者那颗炽热的中国心，感



受到了那份浓浓的思乡情。其实，苦苦思恋着祖国的还有许
多人，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台湾作家——席慕蓉，走进她的
《长城谣》。

(二)、教学目标:

1、了解作者基本情况，把握诗歌的基本思想。(教学重点)

2、认识诗歌形式多样性，感受诗歌语言之美。(教学难点)

(三)、背景资料:

席慕蓉：女诗人。蒙古族王族之后，外婆是王族公主。出生
于四川，十四岁入台北师范艺术科，后入台湾师范大学艺术
系。1964年入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专攻油画，后多
次获多种绘画奖。第一本诗集《七里香》一年之内再版七次，
其他诗集也是一版再版。

她多写爱情、人生、乡愁，写得极美，清新、易懂、好读是
她拥有大量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播放诗歌朗读录音，学生初步感知诗歌内容。

(五)、播放舒缓的、略带哀愁的音乐，学生自由朗读，大屏
幕出示重点字词及字音，进一步了解诗歌内容和情感。

(六)、明确《长城谣》的体裁。根据诗歌内容的侧重和运用
表达方式的不同，诗可分为叙事诗、抒情诗和哲理诗。本诗
属于抒情诗。

(七)、抒情诗的主要特征：咏物抒怀。

其中的“物”——意象(即用具体的物来寄托和抒发心中的
情)。



本诗中主要意象有哪些?

经探讨后明确：“你”(长城)、黄河、敕勒川、阴山。

(八)、诗人借长城这个意象向我们诉说了什么?

经探讨后明确：长城——诉说了华夏各族互相征战、杀伐的
历史，以及诗人自己对长城难以言表的激情。

请同学再深入一层思考，诗人心中的长城，是一座怎样特殊
的建筑?思考后，填空。

第一节：长城是(华夏各族之间战争、灾难)的见证。

第二节：长城是(故乡、祖国、民族)的象征，寄托着诗人
的(思乡、爱国)之情。

(九)、朗读第三节诗试用一句话概括这节诗的内容。(提示：
用什么意象表达了什么情感?)

经探讨后明确：借黄河入“梦”表达对故乡的思念。

(十)、如何理解“(黄河)流进我不眠的梦中”一句?

乡愁使我难以入眠，“梦”就是思念和想象，是了解故乡的
强烈愿望。

(十一)、探究全诗的抒情线索和各诗节的抒情重点。

贯穿全诗的线索：抒情主线——对故乡的思念

第一节：追溯历史，凸现沧桑感

第二节：依恋赞美长城



第三节：抒发对故乡的思念

(十二)、小结

播放flash“统一论坛”之“三通好”，寓浓浓的乡思、乡愁和
严峻的社会现实于其中，使学生认识到实现祖国统一是每一
个炎黄子孙的宿愿，也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本节课的教学设计用音乐和画面营造深沉的氛围，选择了学
生喜闻乐见的描述祖国统一的flash动画作为结尾，充分调动
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学生在合作探究中，对这
首诗的学习更加深入，由乡思、乡愁上升到对祖国统一问题
的探究的高度，有效地达成了教学目标。

板书设计：长城谣

席慕蓉

第一节：追溯历史，凸现沧桑感

第二节：依恋赞美长城

第三节：抒发对故乡的思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