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教案(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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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
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文，
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教案篇一

首先，用启发式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向学生介绍时代背
景：“杜甫作为一个热爱祖国而又饱经忧患的诗人，听
到‘安史之乱’接近x息的消息，不禁惊喜欲狂，冲口唱出了
他生平第一首快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接着，给
学生简述诗中出现的六个地名：剑外、蓟北、巴峡、巫峡、
襄阳、洛阳。之后我说：“诗人在区区的56字小诗中，连用
六个地名，丝毫不觉堆砌，这是杜甫的高明之处。”最后，
与学生讲“妻子”，明确古代的“妻子”是指“老婆孩子”，
与现的“妻子’的含义完全不同。“古诗往往一字即一义，
不要把诗中的单音词当作复合双音词，这是我们读古诗要特
别注意的地方。”

〔崔学古说：“与少年讲书，最忌诵述讲章。”（《檀儿丛
书录要·少学》）

要求学生正身端坐，音正腔圆地将这首诗读五遍，在读的过
程中，仔细体味“忽传”、“初闻”、‘都看”、“漫卷”、
“即从”、“便下”的涵义，使其千载如见诗人于仓促间欲
哭之状。

〔陆九渊说：“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
（《陆象山语录）〕

在熟读深思的基础上，让学生动手工工整整地抄写此诗，边



抄边思，潜心琢磨，进一步体会这首诗明快的语言、激越的
旋律。同时，加深印象，帮助记忆。

陈光地说：“见书目过口过，总不如手过。”（《溶村集》〕

学生当堂“声高而缓”背诵杜诗，背会为止。这样训练，一
方面能加强学生语感体验，另一方面有脱落讹误之处，能了
然于耳。

[唐彪说：“凡学生背书，必使其声高而缓。”《父师善诱
法》]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教案篇二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师：中国古代的文化灿若星辰，其中古诗以它语言的凝炼、
精纯和隽永而流传久远。它或是寄托着人们对自然赞美，或
是吟咏着人们对真情的颂扬，或是记录着人们心灵的独
白……短小精悍富于音乐美的字里行间蕴含着太多的情思和
想象。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我们在小学阶段的最后一篇课
文三十  《古诗四首》（板书）这节课我想和同学们一起来
欣赏一下唐代著名诗人杜甫自称为“生平第一快诗”的《闻
官军收河南河北》。

2、师：谁愿意先给大家读一读。（1人）

3、师：发现了吗？这首诗和我们以往学的古诗有所不同。
（以往是五言或七言的绝句，今天所学为七言律诗。渗透）

二、学习新诗



（一）回忆学习方法，制定学习计划

（二）破题，知作者

1、师：破题、知作者两个问题，对于学习这首诗来讲哪个问
题是重点？为什么？

3、分句讲解

（1）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学生讲重点词（剑外，蓟北，出示地图帮助理解。）（教师
引导明确，此涕泪为喜极而泣。再引导学生想想他当时会想
些什么。明确杜甫当时是悲喜交加。）

（2）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学生讲重点词（却，妻子，漫卷。他的妻子们在想些什么？）

（3）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学生重点讲解（白日，青春。重点体会“放”歌，“纵”酒。
）

（4）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学生重点讲解（巴峡，巫峡，襄阳，洛阳。重点理解“穿”及
“下”。a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吗？这一句中有四个地名，用了
两个不同的表示动作的词语“穿”“下”这是为什么呢？b说
明了什么？c怎么读？）

4、我们分句讲解完了，谁来完整的给大家读一读这首诗。

5、同学们，当你读了这优美诗句，眼前都浮现出了哪些景象？



（四）指导朗读知意境，熟读成诵

师：古人常以诗明志，以诗寄情。在诗句中，情感是线将语
言的珠子串联起来。诗离不开乐，让我们配上音乐，再美美
的读一读。先听我来读，你闭上眼睛想象一下。

三、扩充练习

四、结束语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教案篇三

教学目的与要求：

1.掌握本课出现的生字词，如“洛”等。

2.掌握作者生平及在诗歌史的地位。

3.理解把握本课的思想主题。

4.感受和学习诗歌中流露出的爱国主义情怀。

教学重点：掌握作者生平及在诗歌史的地位；理解把握本课
的思想主题。

教学难点：感受和学习诗歌中流露出的爱国主义情怀。

教学时数：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板书课题

这首诗写的是公元763年，安史之乱的叛军头目史朝义兵败自
杀，河南河北相继收复，诗人听到这广消息后写了这首诗。



（板书课题：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首诗是杜甫生平第一快
诗。诗歌讲了哪些内容，表达了作者怎样的心情，这是我们
要学习了解的。

二、检查预习

1、指名读课文、提出读不懂的语句。（学生互相纠正字音，
教师重点强调以下字音：涕：读t，不读d，还：读hun，不读hi。）

三、理解诗句

1.“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剑外”，剑门关以外，指四川。

“蓟北”，河北北部，安、史叛军的巢穴。

“初闻”，刚刚听到。

“涕泪”，指因特别高兴而流泪。

这句诗讲了收复蓟北的消息，忽然从剑外传来，刚刚听到这
个消息，涕泪就流满了衣裳。

2、“却看妻子愁何在，慢卷诗书喜欲狂。”

“却看”，再看。

“漫卷”，胡乱卷起。唐代一般没有装订成册的书籍文字大
都写在纸卷上，所以收拾书籍，就要卷起。

这句诗意思是再看看妻子和孩子，哪还有一丝的忧伤？胡乱
地粑诗书一卷，高兴得简直要发狂。

3、“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放歌”，放声歌唱；

“纵酒”纵情饮酒；

“青春”，指春光，春天的景物。

这句话讲了白天放声歌唱，畅饮美酒。趁着这春光的陪伴，
我正好回到我的家乡。

4.“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即”，就。

这句诗讲了放舟从巴峡东下，穿越那巫峡的叠峰。顺流而下
把襄阳一过；便一直奔向了洛阳。

四、内容分析

1.这首诗写了什么内容？

学生讨论后教师总结：主要写作者听到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
消息后，十分喜悦，收拾行装立即还乡。

2、这首诗表达了作者怎样的心情？

学生讨论后教师总结：多年战乱，祖国重归统一的欢快心情

3、作者的这种心情是通过哪些词句表达出来的？

学生讨论后教师总结：“忽传…‘初闻…‘却看”“漫卷”，
表达了作者听到胜利喜讯后的感情的变化，从乐极流泪到欢
快欲狂。

这些都是出自作者深深的爱国之情，出自对人民生活的关心
和同情。从中表达了作者博大的胸怀和高尚的精神境界。



4、这首诗同《示儿》一诗表达的思想感情相同吗？

学生讨论后教师总结：都表达了深厚的爱国之情。

五、课堂复习

1、有感情的朗读课文。2、同桌互相背诵课文

六、课后作业

预习“基础训练1”。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教案篇四

1、掌握本课出现的生字词，如“洛”等。

2、掌握作者生平及在诗歌史的地位。

3、理解把握本课的思想主题。

4、感受和学习诗歌中流露出的爱国主义情怀。

掌握作者生平及在诗歌史的地位；理解把握本课的思想主题。

感受和学习诗歌中流露出的爱国主义情怀。

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板书课题

这首诗写的是公元763年，安史之乱的叛军头目史朝义兵败自
杀，河南河北相继收复，诗人听到这广消息后写了这首诗。

（板书课题：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首诗是杜甫生平第一快
诗。诗歌讲了哪些内容，表达了作者怎样的心情，这是我们



要学习了解的。

二、检查预习

1、指名读课文、提出读不懂的语句。（学生互相纠正字音，
教师重点强调以下字音：涕：读t，不读d，还：读hun，不读hi。）

三、理解诗句

1、“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剑外”，剑门关以外，指四川。

“蓟北”，河北北部，安、史叛军的巢穴。

“初闻”，刚刚听到。

“涕泪”，指因特别高兴而流泪。

这句诗讲了收复蓟北的消息，忽然从剑外传来，刚刚听到这
个消息，涕泪就流满了衣裳。

2、“却看妻子愁何在，慢卷诗书喜欲狂。”

“却看”，再看。

“漫卷”，胡乱卷起。唐代一般没有装订成册的书籍文字大
都写在纸卷上，所以收拾书籍，就要卷起。

这句诗意思是再看看妻子和孩子，哪还有一丝的忧伤？胡乱
地粑诗书一卷，高兴得简直要发狂。

3、“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放歌”，放声歌唱；



“纵酒”纵情饮酒；

“青春”，指春光，春天的景物。

这句话讲了白天放声歌唱，畅饮美酒。趁着这春光的陪伴，
我正好回到我的家乡。

4、“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即”，就。

这句诗讲了放舟从巴峡东下，穿越那巫峡的叠峰。顺流而下
把襄阳一过；便一直奔向了洛阳。

四、内容分析

1、这首诗写了什么内容？

学生讨论后教师总结：主要写作者听到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
消息后，十分喜悦，收拾行装立即还乡。

2、这首诗表达了作者怎样的心情？

学生讨论后教师总结：多年战乱，祖国重归统一的欢快心情

3、作者的这种心情是通过哪些词句表达出来的？

学生讨论后教师总结：“忽传…‘初闻…‘却看”“漫卷”，
表达了作者听到胜利喜讯后的感情的变化，从乐极流泪到欢
快欲狂。

这些都是出自作者深深的爱国之情，出自对人民生活的关心
和同情。从中表达了作者博大的胸怀和高尚的精神境界。

4、这首诗同《示儿》一诗表达的思想感情相同吗？



学生讨论后教师总结：都表达了深厚的爱国之情。

五、课堂复习

1、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2、同桌互相背诵课文

六、课后作业

预习“基础训练1”。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教案篇五

杜甫在这首诗下自注：“余田园在东京。”诗的主题是抒写
忽闻叛乱已平的捷报，急于奔回老家的喜悦。“剑外忽传收
蓟北”，起势迅猛，恰切地表现了捷报的突然。诗人多年飘泊
“剑外”，备尝艰苦，想回故乡而不可能，就是由于“蓟
北”未收，安史之乱未平。如今“忽传收蓟北”，惊喜的洪
流，一下子冲开了郁积已久的情感闸门，令诗人心中涛翻浪
涌。“初闻涕泪满衣裳”，“初闻”紧承“忽传”，“忽
传”表现捷报来得太突然，“涕泪满衣裳”则以形传神，表
现突然传来的捷报在“初闻”的一刹那所激发的感情波涛，
这是喜极而悲、悲喜交集的真实表现。“蓟北”已收，战乱
将息，乾坤疮痍、黎民疾苦，都将得到疗救，诗人颠沛流离、
感时恨别的苦日子，总算熬过来了。然而痛定思痛，诗人回
想八年来熬过的重重苦难，又不禁悲从中来，无法压抑。可
是，这一场浩劫，终于像噩梦一般过去了，诗人可以返回故
乡了，人们将开始新的生活，于是又转悲为喜，喜不自胜。这
“初闻”捷报之时的心理变化、复杂感情，如果用散文的写
法，必需很多笔墨，而诗人只用“涕泪满衣裳”五个字作形
象的描绘，就足以概括这一切。

颔联以转作承，落脚于“喜欲狂”，这是惊喜的更高



峰。“却看妻子”“漫卷诗书”，这是两个连续性的动作，
带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当诗人悲喜交集，“涕泪满衣裳”之
时，自然想到多年来同受苦难的妻子儿女。“却看”就
是“回头看”。“回头看”这个动作极富意蕴，诗人似乎想
向家人说些什么，但又不知从何说起。其实，无需说什么了，
多年笼罩全家的愁云不知跑到哪儿去了，亲人们都不再是愁
眉苦脸，而是笑逐颜开，喜气洋洋。亲人的喜反转来增加了
诗人的喜，诗人再也无心伏案了，随手卷起诗书，大家同享
胜利的欢乐。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一联，就“喜欲狂”
作进一步抒写。“白日”，指晴朗的日子，点出人已到了老
年。老年人难得“放歌”，也不宜“纵酒”；如今既要“放
歌”，还须“纵酒”，正是“喜欲狂”的`具体表现。这句
写“狂”态，下句则写“狂”想。“青春”指春天的景物，
春天已经来临，在鸟语花香中与妻子儿女们“作伴”，正
好“还乡”。诗人想到这里，自然就会“喜欲狂”了。

尾联写诗人“青春作伴好还乡”的狂想，身在梓州（今四川
绵阳市三台县），而弹指之间，心已回到故乡。诗人的惊喜
达到高潮，全诗也至此结束。这一联，包涵四个地名。“巴
峡”与“巫峡”，“襄阳”与“洛阳”，既各自对偶（句内
对），又前后对偶，形成工整的地名对；而用“即从”“便
下”绾合，两句紧连，一气贯注，又是活泼流走的流水对。
再加上“穿”“向”的动态与两“峡”两“阳”的重复，文
势、音调，迅急有如闪电，准确地表现了诗人想象的飞
驰。“巴峡”“巫峡”“襄阳”“洛阳”，这四个地方之间
都有很漫长的距离，而一用“即从”“穿”“便下”“向”
贯串起来，就出现了“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的疾速飞驰的画面，一个接一个地从读者眼前一闪而过。这
里需要指出的是：诗人既展示想象，又描绘实境。从“巴
峡”到“巫峡”，峡险而窄，舟行如梭，所以用“穿”；
出“巫峡”到“襄阳”，顺流急驶，所以用“下”；从“襄
阳”到“洛阳”，已换陆路，所以用“向”，用字高度准确。



全诗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地抒发了作者无比喜悦的心情。后
代诗论家都极为推崇此诗，浦起龙赞其为杜甫“生平第一首
快诗也”（《读杜心解》）。

此诗除第一句叙事点题外，其余各句，都是抒发诗人忽闻胜
利消息之后的惊喜之情。诗人的思想感情出自胸臆，奔涌直
泻。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教案篇六

４、古诗两首

拟 2 课时

第 1 课时

1、学习《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了解诗的内容和写作的时代
背景，体会诗人抒发的强烈的爱国之情。

2、通过学习，体会诗意，并能从内容想开去。

3、学习本课生字新词，并能正确读写下列词语：涕泪、洛阳。

4、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理解诗意，体会诗中所表达的强烈的爱国情感。

一、再读诗，理解诗意。

1、自由读，借助字典、结合书上的注释，同桌互相合作，说
说诗句的意思。

2、汇报交流。



（1）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初：刚 闻：听

剑门关外忽然传来收复蓟北的消息，刚听到这个消息，眼泪
就洒满了衣裳。

（2）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却看：回过头来看。妻子：夫人和孩子。漫卷：胡乱卷起。

回过头来看看夫人和孩子，哪里还有一丝忧愁？胡乱卷起诗
书，我高兴得快要发狂。

（3）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放歌：放声歌唱。 纵酒：尽情饮酒。

青春：春光，春天的景物。

在大晴天里放声高歌，畅饮美酒。趁着这春光的陪伴好回到
自己的家乡。

（4）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即：就

我立刻就乘船从巴峡东下，穿越那巫峡的叠嶂，一路顺流而
下，一过襄阳，便一直奔向洛阳。

学生口述句意，教师出示课件作点评和补充。

3、引导学生体会诗人表达的情感。

（1）读了这首诗，你感到诗人当时的心情怎么样？原因是什
么呢？



（2）你是从哪些地方看出来的呢？

4、引导学生从诗中想开去。

（1）如果当时流漓在外的人是你，你听到这种好消息，你会
怎样表达你的心情？

（2）《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和《示儿》所表达的思想感情相
同吗？联系诗的内容说说你的体会。

5、配音，练习有感情地朗读。

解释字意，句意，帮助学生理解这狂喜的时刻。

精彩创意

搜集信息

（1）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初：刚 闻：听

剑门关外忽然传来收复蓟北的消息，刚听到这个消息，眼泪
就洒满了衣裳。

（2）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却看：回过头来看。妻子：夫人和孩子。漫卷：胡乱卷起。

回过头来看看夫人和孩子，哪里还有一丝忧愁？胡乱卷起诗
书，我高兴得快要发狂。

（3）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放歌：放声歌唱。 纵酒：尽情饮酒。



青春：春光，春天的景物。

在大晴天里放声高歌，畅饮美酒。趁着这春光的陪伴好回到
自己的家乡。

（4）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即：就

我立刻就乘船从巴峡东下，穿越那巫峡的叠嶂，一路顺流而
下，一过襄阳，便一直奔向洛阳。

作业设计

实践活动

布置作业。

悲之切是因为国家未统一，失地未收复；喜欲狂是因为国家
收复了失地。一悲一喜，让我们鲜明地感受到两位诗人的拳
拳爱国之心。他们的确是著名的爱国诗人，留下了许多爱国
诗篇，请同学们课外收集来读一读，你一定会有更多的收获！

教学札记

教学内容

４、古诗两首

拟 2 课时

第 2 课时

教学目标

1、体会诗中表达的思想感情，陶治爱美情趣，受到爱国主义
精神影响。



2、理解诗句意思，了解古诗叙述的内容，受到传统文化的艺
术熏陶。

3、结合学诗，培养学生的自学、想象、表达、创新能力。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并默写课文。

重点难点

吟诵古诗，想象意境，体会诗中表达的感情。

结合时代背景，体会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突破重、难点的过程

一、导入课题：

1、引导学生回忆李白写的一首思念牵挂故乡的诗-----《静
夜思》。

过渡：今天我们学习宋代诗人陆游写的一首牵挂祖国的诗。
（板题）

2、引导学生回顾学习古诗的一般方法，并自主确定本课的学
习目标。教师点拨。

（以旧引新自然，自主确定目标民主。）

二、提示诗题，介绍背景。

1、读题质疑。示：告知，告诉。

引发思考：谁告诉儿子？告诉了儿子什么？为什么要告诉？

2、结合搜集的材料，介绍作者及写作背景。



三、初读全诗，整体感知。

1、试读，要求正确流利。

2、让学生结合注释，说这首诗主要写了什么内容？

四、细读体会，理解内容。

运用掌握的学诗方法：读查连疑，弄清诗句内容，体会诗句
的文字美。

五、想象画面，吟诵玩味。

引导学生在理解诗意的基础上，充分练读；想象诗人临危时，
遗憾之至，叮嘱儿子时的情景，教师可通过放音乐，用语言
描绘，启发学生闭目想象，深悟诗情。

练习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六、课堂练习。

1、默写《示儿》，互相检查。

2、用自己的语言描绘想象的画面及人物的语言。

搜集与之内容相近的诗歌进行比较。

精彩创意

搜集信息

名词解释：

杜甫：（712770）唐代大诗人，字子美，河南巩县。他的一
生创作的大量的诗篇，当时的社会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在他



的诗中都真实的反映出来。被称为一代诗史。他的诗艺术成
就高，对后世影响很大。

作业设计

实践活动

作业：

1．用自己的语言描绘想象的画面及人物的语言。

2．理解相关的字词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教案篇七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作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春天。
宝应元年（762年）冬季，唐军在洛阳附近的衡水打了一个大
胜仗，收复了洛阳和郑（今河南郑州）、汴（今河南开封）
等州，叛军头领薛嵩、张忠志等纷纷投降。第二年，史思明
的儿子史朝义兵败自缢，其部将田承嗣、李怀仙等相继投降，
至此，持续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宣告结束。杜甫是一个
热爱祖国而又饱经丧乱的诗人，当时正流落在四川，听闻这
个大快人心的消息后，欣喜若狂，遂走笔写下这首诗。

作者简介：

杜甫（712～770），字子美，常自称少陵野老。举进士不第，
曾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是唐代最伟大的现实
主义诗人，宋以后被尊为“诗圣”，与李白并称“李杜”。
其诗大胆揭露当时社会矛盾，对穷苦人民寄予深切同情，内
容深刻。许多优秀作品，显示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
因被称为“诗史”。在艺术上，善于运用各种诗歌形式，尤
长于律诗；风格多样，而以沉郁为主；语言精炼，具有高度
的表达能力。存诗1400多首，有《杜工部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