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悯农教学设计 古诗两首锄禾悯
农(实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悯农教学设计篇一

悯农

〔解题〕

《悯农》是南宋大诗人杨万里写的一首七言绝句。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属江西）
人。绍兴二十四年中进士，历任县丞、国子博士、常州知州、
秘书少监等职。杨万里在南宋诗坛上，与陆游、范成大、尤
袤合称“中兴四大家”，在文学史上引人注目。杨万里一生
写诗逾两万首，现存四千余首。

本诗诗题中的“悯农”，“悯”是可怜的意思，“悯农”即
可怜农民。本诗是杨万里写的反映农民生活的诗。诗人描述
了农民的不幸遭遇：由于天气不好，农作物没有好收成，只
能准备忍饥挨饿过残冬了。全诗渗透出诗人对农民疾苦的深
切同情。

〔结构分析〕

全诗共4句，可分两个层次。

第一层（第1、2句），描述田地里农作物长势不好的情景。



农作物长势不好的原因是气候不好，风不调，雨不顺，又过
早下了霜。

第二层（第3、4句），写在歉收之年，农民只能忍饥挨饿了。
先写因歉收必定受饥寒，再写今年是闰年，又多了一个月，
受饥寒的时间也更长了。

〔语意理解〕

“稻云不雨不多黄，荞麦空花早着霜。”

“稻”，稻子，一年生草本植物。叶狭长，花白色或绿色。
子实叫稻谷，碾去壳后叫大米。稻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
物。“不雨”，不下雨，指天旱。无论水稻还是旱稻，雨水
不充足是难以生长的。如果夏天时节，雨水不足，稻便难以
成熟。“不多黄”，稻穗黄的不多，说明成熟的不多，自然
收到的稻谷也不会多。“荞麦”，子实磨成粉供食用。荞麦
也是一种农作物。“空花”，不结果实的花。“早着霜”，
早早地被秋霜打了。这两句的意思是：老天有云却无雨，田
里的稻子黄的很少，丰收希望不大了。而荞麦只是开了不结
果实的空花，并且已经早早地被霜打了，收成更是没有什么
希望的。这两句诗，勾画出遭灾图景，为后两句表现农民的
疾苦与忧愁打下基础。

“已分忍饥度残岁，更堪岁里闰添长。”

“分”，是料定、早知道的意思。“已分”，就是已经料到。
“岁”，即“年”。“残岁”，就是一年中剩下的`时
间。“堪”，是忍受的意思，本诗句的“堪”是“不
堪”“何堪”之意。“闰”，指闰年，农历有闰月的一年叫
闰年。每3年一闰，5年两闰，7闰，每逢闰年所加的一个月叫
闰月，闰月加在某月之后就称闰某月。有闰月这一年为13个
月，即383天或384天。本诗指农历的闰年。“添长”，增加
了一个月，这一年变得更长。这两句的意思是：农民已经料



定自己必定要忍饥挨饿去度过残冬了，然而，更为不幸的是
今年又是闰年，更无法忍受延长了的艰难岁月。

〔写作特点〕

1.展现正直诗人的忧民之心。

杨万里是一个刚正廉洁和爱国的儒者。他自诩“谁言月餐云
客，中有忧时致主心”。因此，他的诗虽多从自然景物吸收
题材，但他也写下不少表现忧国忧民情感的诗，本诗与他的
《插秧歌》《竹枝词》等都对农民的痛苦深表同情。本诗先
写年成不济，谷物歉收，继而用农民的语言道出歉收之年，
只能忍饥挨饿。诗人为强化“悯农”之情，又设定这一年
是“闰年”，天数长，因而痛苦更甚。“已分忍饥度残
岁”“更堪岁里闰添长”，字里行间渗透出诗人的忧民之情。

2.于平淡中见新奇。

诗中没有写重大事件，也无慷慨的愤世嫉俗的语句，只写一
个极为平凡的农村现象：雨水不调，庄稼歉收，农民生活会
更苦。写庄稼歉收，也只貌似平淡地写稻子不黄，荞麦空花。
但细一读，就能体会到诗人愁苦的情绪及对统治者不关心农
民的愤懑不平，使人仿佛看到诗人正望着歉收的庄稼叹息。

3.活泼自然的语言。

杨万里继承了民歌的朴实之风，以及白居易、张籍和杜荀鹤
等人的语言传统，写诗时力求语言浅近，并大量吸收俚语谣
谚入诗。给当时诗坛注入了新鲜的空气。本诗除第3句
的“分”，第4句的“堪”稍生涩外，其他都平白如话。

悯农教学设计篇二

1、通过诵读两首古诗，使学生感受到人民生活的艰辛，懂得



劳动果实来之不易。从而教育学生热爱人民，尊重劳动人民，
珍惜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

2、认识本课11个字，一个多音字“没mo”，会正确书写8个字。

3、指导学生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诵读诗文，背诵诗文，
激发学生学习古诗的兴趣。

二、教学重点

1、掌握本课的会认字和会写字。

2、理解古诗内容，会背诵两首诗。

三、教学难点

感受古诗的意境韵律的同时，感受劳动人民的辛苦。

同时，培养学生喜欢古诗、爱学古诗的兴趣。

四、教学准备

字词卡片、电脑课件或图片、课前查找有关资料。

五、教学时数

3课时。

六、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由图导入新课。

1、同学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粮食是怎么来的吗？



(农民伯伯辛勤耕种出来的)请大家到田间看看他们是怎么种
田的。(课件演示或出示图片)

2、指导学生看图，图上画的是什么时间？谁在做什么？

再仔细观察农民伯伯的动作、表情，说一说你有什么感觉。

3、有位诗人看到这种情景，心里有很多感慨，他就写下了一
首诗。你们知不知道这位诗人是谁？写的是什么诗？(板书课
题)悯：当同情讲。悯农是同情农民的意思。

4、学生介绍课前查找到的资料，了解唐代诗人李绅。

5、这首诗大家并不陌生，会背的同学请站起来背给大家听。

(二)在朗读中理解诗句。

1、对照拼音，自读古诗。

2、同桌互读，读准字音：餐can、皆jie。

想一想，你读明白了什么？

3、小组里互相讨论，然后全班交流。

4、再次用课件演示农民耕作画面。

边读边看图，理解第一句。

(1)结合插图读一读第一句，说一说什么意思。

(2)再看插图，想象当时的情景。

(一位上了岁数的老人头戴草帽，手拿工具，正在田间锄草。
中午的太阳挂在空中，天气十分炎热，汗水正一滴滴流到田



里的禾苗上，农民伯伯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5、指导朗读。这句诗应该怎样读？自己练，在班里读。(饱
含辛酸的语气。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范读、领读、
指名读)

6、学习第二句，领悟其义。

(1)个人读句，小组讨论，说说读懂了什么。

(2)理解词语的意思是：“盘”指吃饭的碗，“餐”指
饭，“皆”是都的意思。

(3)用自己的话说说这句诗的意思。(谁知道碗里的饭，每粒
都是农民用辛苦劳动的汗水换来的)

(4)指导朗读，体会诗句表达的情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三)吟诵全诗，联系实际。

1、大声诵读，练习背诵。(采用诗句、单人背、互背等方式)

2、学习这首古诗后，你想对农民伯伯说些什么？你想对浪费
粮食的人说些什么？

(四)拓展延伸。

[《悯农》教学设计(西师版一年级上册)]

悯农教学设计篇三

设计意图：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衣来伸
手，饭来张口的生活模式使得现在孩子不知种庄稼之辛苦，
再加上有些家长勤俭观念淡薄，缺乏对孩子进行勤俭节约的
传统美德教育意识。因此，现在孩子浪费粮食的现象日益严
重：教室垃圾筐里躺着只咬了一口的面包；餐桌下撒了一地
的米饭……这些生活中随处可见现象为我们的教育敲响了警
钟：通过开展珍惜粮食的活动来启迪学生感受勤俭节约的重
要性；培养学生尊重农民、珍惜劳动果实的情感；让幼儿养
成正确的行为习惯已刻不容缓。

活动目标：

1、培养幼儿对诗歌的理解，教育幼儿要爱惜粮食，尊重农民
伯伯。

2、能初步诵读出五言古诗的韵律。

活动准备：教学课件、挂图、

活动过程：

一、儿歌《大馒头，哪里来》，引出出题。

导入：小朋友，今天早晨我们吃的是什么？（幼：馒头）馒
头是从那里来的？（引出儿歌）。在刚才念的儿歌里，我们
觉得农民伯伯种地容易吗？（幼：不容易）小朋友想不想学
一首古诗来表达农民伯伯种庄稼的不易呢？（幼：想）在学
古诗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老师给小朋友带来了什么？（出示教
学挂图）

二、指导幼儿学会按一定的顺序观察教学挂图。

1、小朋友们看挂在天空中红红的是什么？什么时候的太阳又
红罩着大地又热？比如早晨、中午、下午？（幼：中午）



2、中午太阳最红最热的时候，小朋友看这是谁，他在干什么？
（幼：农民伯伯）

3、小朋友们看农民伯伯额上一滴一滴的是什么？（幼：汗水）

小结：哦，汗水一滴一滴的流着，都掉到泥土里去了。现在，
小朋友是不是更清楚，明白粮食来的不易呀！（幼：是的）

三、诵读古诗，体会诗意。

师：从前有个名叫李绅的老爷爷，他也看了这幅画立马写了
一首古诗，小朋友想不想知道古诗是怎么写的？（幼：好想）
这首古诗叫《悯农》，小朋友跟着老师读一遍，这首诗说的
是：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中午太阳当空照，农民伯伯还
在地里干活，他们很辛苦，汗水一滴一滴的往下流，都落到
泥土里了。可是，有谁知道那盘子里的每一粒饭，都是农民
伯伯辛辛苦苦换来的。所以，我们在读古诗的时候，要带着
同情与感恩的心去读。

1、教师领读。

2、幼儿自由读，读给老师或者自己的好朋友听。

3、幼儿展示自己，上台读给全班小朋友听。

4、结合诗意，体会作者感情，学古人晃动小脑袋自由读。

5、小男孩，小女孩比赛读，体会诗意。

6、认识生字：禾

四、引导幼儿爱惜粮食，珍惜别人的劳动成功。

1、出示幼儿撒放图片，结合古诗说说这种行为对不对，结合
自己说说应该怎么做。



2、出示饭桌铺张浪费图片，结合古诗说说这种行为对不对，
结合自己说说应该怎么做。

3、出示幼儿偏食，挑食图片，结合自己这种行为对不对，应
该怎么做。

五、表演《悯农》舞蹈，升华主题。

1、幼儿跟老师学跳《悯农》舞蹈。

2、幼儿上台表演《悯农》舞蹈

六、小结：

今天，我们学的古诗《悯农》，教会我们要不仅要不挑食，
不偏食，而且还要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爱惜粮食，节约粮
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七、活动反思：

《悯农》这首诗主要是要幼儿同情劳动人民，知道农民的辛
苦，珍惜粮食，爱惜粮食。在课前我准备了一幅教学挂图，
画面上画了一个极其干瘦的农民伯伯，一手拿锄头，一手用
袖子擦汗。天空中有一个火辣辣的太阳，农民伯伯的身边都
是禾苗，禾苗晒得都弯腰了。首先让幼儿观察，画面上都有
什么，太阳是什么样的，禾苗是什么样的，农民伯伯又瘦又
老，看上去很辛苦。认真的描述一番后在孩子的心中就有了
一些印象。引导幼儿看图时应让按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顺
序观察，养成良好的观察习惯，学古诗时，老师先泛读，然
后教幼儿一句一句地读。读古诗时教幼儿怎样断句，怎样读
有韵律，看着孩子们摇着小脑袋学着我的样子背古诗，我真
是从心里喜欢他们。但是，结合此情此景应该配上古典音乐，
这样氛围就更浓厚些，在幼儿上台表演诵读时，应该让幼儿
自己相互自评，增加对诗意的理解。在难点突破时，我拍了



一些本班幼儿在吃饭时的图片，给幼儿提供了一个想说、敢
说、有话说的环境，让幼儿在互动中自主的、自在的发展。

悯农教学设计篇四

教学目标：

1、通过看图和朗读，使学生进一步理解古诗的意思，知道劳
动人民是财富的创造者；封建社会的制度是不合理的。

2、指导学生欣赏诗句，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3、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表达能力。

教学重点：

知道劳动人民是财富的创造者。

教学难点：

封建社会的制度是不合理的。

教学过程：

一、吟唱古诗，引出诗题

1、同学们，古诗是中国古典文学艺术中的一支奇葩，它博大
精深，瑰丽灿烂，千百年来，以其精湛的语言，深邃的意境
而脍炙人口，吟唱千古。所以古诗不仅能诵读而且能吟唱，
我们每天下午上课前，总要吟唱一首古诗，来放松头脑，陶
冶情操，谁来清唱一首？而且每天吃午饭前，都会听到广播
吟唱一首什么诗？《锄禾》大家一起唱唱吧！很好，锄禾是
李绅写的，也叫《悯农》，这是第一首，唱了这首古诗，李
绅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农民种田很辛苦，我们要爱惜粮食）



2、是呀，古代劳动人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生活却怎样呢？
今天，我们再学一首李绅写的古诗，板书课题：悯农（二）。
谁想来介绍介绍诗人。

（收集资料要注意筛选，懂得抓关键。大家要向他学习哦！）

二、初读古诗，读通读顺

师：诗中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请听课文范读。

师：再请一个同学读读这首诗，注意是否读准字音，字正腔
圆。（指明评价）

师：老师想考大家，读了题目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呢？

生：“悯”是什么意思呢？（和我想到一块去了，你真是个
善于发现问题的孩子。让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看能否找到答
案吧。）

三、读悟结合，感受画面

1、师：俗话说：诗中有画，画里有诗。（出示挂图或投影
片），现在自由小声地边读古诗边想象画面，并把你读懂的
地方标注出来，读不懂的提出问题，现在开始。（师巡视指
导）

2、师：现在四人为一个小组交流一下你的读书心得吧。

3、生：汇报读书心得。（小组派代表先来说说你们读懂的地
方吧！）

（1）“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粟：粮食作物。泛指粮食种子。



子：这里读第三声，成熟的稻子。

（2）从第一句诗中你还读懂了什么？

（粮食获得丰收。）

粮食要怎样才能获得丰收呢？（要进行辛苦的田间管理）

（3）你还感受到什么呢？

（从“春种”——“秋收”、“一粒粟——万颗子”这中间
要经过一系列的田间管理，如除草、杀虫、灌溉、施肥等感
受农民劳动的艰辛，劳动果实来之不易。）你的.领悟力太强
了。

（4）指导朗读。那么这句诗要读出什么感情呢？（劳动艰辛）
对诗的不同理解就会读出不同的韵味，谁来试试吧？（评价：
让我感受到丰收的不易，掌声送给他）你也来读读吧！大家
听出什么了？（同情）本句朗读的节奏、重音建议。

春种/一粒粟，

秋收/万颗子。

师小结：读得太棒了，让我眼前仿佛出现了农民不畏严寒酷
暑、雨雪风霜，终年辛勤劳动的画面（一片丰收的喜悦景
象）。全班再有感情地读读这句，边读边想象画面。

（5）“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四海：普天下，全中国。无闲田：没有丢弃不种的田地。

犹饿死：还是饿死了。

（6）谁有问题要问吗？



为什么种了那么多粮食又获得丰收，农民还是活活饿死呢？

是谁剥夺了农民的劳动成果？

丰收的粮食哪里去了？

（7）你们预习时，有收集时代背景的资料吗？谁来说说为什
么？

（由于封建统治者残酷剥削压迫，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

（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剥削是指：当时农民没有土地，是找地
主借的地，所收的粮食都被地主没收了。因为种的越多，收
的越多，交给地主的也越多。）

（8）此时你想说些什么呢？

师小结：本来粒粒粮食滴滴汗，但是，这些苛捐杂税压得人
民饿的饿，死的死。这些社会现实诗人没有明说，然而，只
要稍加思索，就会发现现实的另一面：那无数的粮食“输入
官仓化为土”的罪恶。这种社会太不公平了。

（9）指导朗读。那么后面这句诗应怎么有感情地读呢？（既
同情又愤恨）你来试试？哪个小组也来示范读读呢？（指名
评价）读得真好，你也来试试！（师评价：让我仿佛看到一
个痛恨统治者的好少年，喔又让我听到你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之声。）本句朗读的节奏、重音建议。

四海/无闲田，

农夫/犹饿死。

（10）师先配乐朗诵，生再配乐朗诵。



（11）学了这首诗你知道诗人要告诉我们什么吗？诗人所要
表达什么情感呢？

（表达诗人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同情，对剥削者的强烈愤恨）

（12）那么诗题的“悯”字你理解了吗？

（有同情、怜悯农民之意！）

四、再找组诗，拓展延伸

1、观看唱古诗视频《悯农2》学着唱。（大家想不想学唱这
首古诗呢？）

2、你还读过哪些关于劳动的古诗呢？各描写什么劳动场面呢？

a．《四时田园杂兴》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
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b．《乡村四月》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
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五、教师总结，升华主题

同学们没有不劳动的个体，只有不愿劳动的思想，败的思想，
违背规律的思想，这都将——受天地所摒弃。而爱劳动是最
光荣的，因为劳动创造财富，劳动才能体现生命的真正价值。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深入骨髓的传统和习惯，将会世代
相传。

板书设计：



悯农教学设计篇五

一、教学目标：

1、指导学生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背诵古诗，激发学生
学习古诗的兴趣。

2、通过诵读，使学生感受农民劳动辛苦，粮食来之不易。

3、渗透爱惜粮食的思想教育。

二、教学重点：

培养读诗兴趣，感受农民劳动辛苦，懂得粮食来之不易。

三、教学难点：

感受诗的节奏美，韵律美，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

四、教学准备：

相关录像、配乐朗读录音带、投影仪等。

五、教学过程：

（一）导入。

1、“同学们，你们见过农民伯伯劳动吗？现在就让我们到田
间看一看吧!（放录像：农民头顶烈日在给禾苗锄草）同学们，
谈一谈你现在的感受吧！”

2、“是啊，农民伯伯多么辛苦哇!唐朝有位大诗人李绅站在
田间看到此情此景时，同你们一样，心里很有感触，便写下
了一首诗《悯农》。（板书课题）这首诗广为传诵，你们想
读一读吗？”



（二）学习古诗。

1、对照拼音自读古诗。要求学生读准字音，

2、同桌互读，检查读的效果，易读错的字：谁、皆。

3、自己读古诗。“想一想你读明白了什么，在小组里互相说
一说。”(小组交流，全班交流)

4、指名读古诗。“谁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提出来，我们共
同解决。”(学生质疑，答疑，师适明引导)

5、带着自己的理解，再读古诗。

（三）朗读古诗

1、“古诗是有节奏和韵律的，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吧。”(播放配乐朗诵)

2、自己试着读一读（跟读、诵读等）。

3、指名学生配乐朗读，学生评议。

4、再次呈现农民耕作画面。“看哪，农民伯伯多么辛苦哇，
汗水一滴滴落进泥土里，让我们带着自己的感受来读
吧！”(配乐读文)

5、同学们闭上眼睛，吟诵出心中的感受吧！(配乐读文)

（四）拓展延伸

1、“同学们，你们读得真好。听了你们的朗读，老师更深刻
地感受到了农民劳动的辛苦。那么当你面对农民辛苦劳动的
成果——粮食时，你想对大家，对自己说些什么呢？”(粮食
来之不易，同学们爱惜粮食)



2、“诗人李绅还写了另外一首《悯农》(春种一粒粟)，让我
们来读读吧!”

3、“通过学习古诗，我们知道了农民劳动的辛苦。你还能背
出一些这样的诗吗？谈谈自己的感受。”

（五）课外作业

“课后我们再去查一查，找一找写人们辛苦劳动的诗，下节
课我们再来一起读一读，议一议好吗?”

六、附板书设计(可用投影仪投影)

《悯农》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