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古诗三百首暮江吟教案(实用8篇)
教学内容包括教学大纲所规定的知识、技能和情感态度等方
面的内容。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以下幼儿园教案范文，共同
探索优秀教案的奥秘。

古诗三百首暮江吟教案篇一

1、画景物：听着同学们的朗朗读书声，我们仿佛穿越到了唐
代，与诗人一起欣赏江边美景。下面我们再通过进一步的学
习，将这江边的美景图一一描绘出来。

诗人在不同的时间里，各写了哪些景物？找出来，用笔画出
来。（画景物——汇报）（板书：残阳、江、露、月）

你觉得诗人笔下的太阳是怎样的？（火红的、摇摇欲坠的、
疲惫的、金光闪闪的）同学们口中的夕阳真美啊，你们真是
白居易的知己啊！

在这两句中有一个动词，你能找出来吗？“铺”。

“铺”字多用在何处？（引导“铺”字组词：铺床、铺路）

“铺”——（简图）（夜晚妈妈帮你铺床，盖被子时候，你
有什么感觉？引导得出：温

在夕阳的映照下，江水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这里的瑟瑟是什么意思？“瑟瑟”指碧绿色的玉石，诗中
形容江水没有被夕阳照到时所呈现的青绿色。）（删除，课
堂不讲）

这里写到“半江瑟瑟半江红”，在你的想象中，江水红得像
什么？绿得像什么？



（生：红得像一块红绸子。似乎有人把红墨汁倒进了江中。
江水另一半绿得像一块无瑕的翡翠。）（让生尽情说，答不
到也没关系）

夕照下的江水半绿半红，这是多么美丽的奇观啊，那么，江
面为什么会呈现出半绿半红的景象呢？（引导、简图）（教
师边演示课件边小结——夕阳照射下，江面波光粼粼，红绿
相间，难怪诗人称赞道：“半江瑟瑟半江红”。）

诗人很善于使用色彩的对比，他多像一个大画家，用他手中
的彩笔，描绘出我们祖国自然风光的色彩美。以上两句，不
由得使老师想起了白居易的另一首著名的词《忆江南》。这
首词中也运用了色彩对比的写法，同学们想想是那两句呢？
（生答）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两句与“一道残阳
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在写法上多么相似呀！一个写了
秋天、夕阳下的江水；一个写了春天、朝阳下的江水。都描
绘了奇特的美景，真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啊！

带着刚才的理解，想象着画面，再将这种神奇的美读出来。

有一个词尽显了白居易当时的心情？——可怜。为何说“可
怜”？是不是很可怜的意思呢？（拆开组词：可以怜惜。）

“可怜”：可爱“真珠”：珍珠

什么可爱？哪些景物让你觉得很可爱？怎样的露珠、月亮让
你觉得很可爱？

你能将这种可爱读出来吗？（个读、齐读）

（）似（）（）似（）



（露：宝珠、玛瑙、水晶月：像金钩。像小船。像眉毛。像
镰刀。）从颜色、形状方面进行点拨。江似明镜月似船。

同学说得多传神呀，多贴切呀！你们将天上的月与地上的露
珠完全融合到了一起，组成了一幅宁静、祥和的月夜图。面
对这样美的景色，诗人情不自禁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可怜
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齐读）

古诗三百首暮江吟教案篇二

（接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暮”字，上面是一个？草字头，
草字头下面有一个？“日”，这个“日”表示的就是？太阳。
太阳落到草丛下了，这个“暮”表示什么意思。（傍晚）

从诗题中我们知道了时间。你还能知道什么？（地点：江边。
吟：吟诗）

那么是谁傍晚的时候在江边吟诗呢？（白居易）

既然大家都曾认识这位伟大的诗人，你能说说他的“字”
和“号”吗？（ppt示简介）

古诗三百首暮江吟教案篇三

，此诗是一首七言绝句，其作者是唐代著名的诗人白居易，
这一首诗也是他著名诗篇，下面是此诗的原文翻译以及赏析，
欢迎大家阅读~！

暮江吟原文：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



暮江吟翻译：

一道残阳倒映在江面上，阳光照射下，波光粼粼，金光闪闪，
一半呈现出深深的碧绿，一半呈现出殷红。更让人怜爱的是
九月凉露下降的初月夜，滴滴清露就像粒粒珍珠一般，一弯
新月仿佛是一张精致的弓。

暮江吟背景：

此诗大约是长庆二年（822年）白居易在赴杭州任刺史的途中
写的。当时朝廷政治昏暗，牛李党争激烈，诗人品尽了朝官
的滋味，自求外任。作者离开朝廷后心情轻松畅快，因作此
诗。

暮江吟赏析：

《暮江吟》是白居易“杂律诗”中的一首。全诗构思妙绝之
处，在于摄取了两幅幽美的自然界的画面，加以组接。一幅
是夕阳西沉、晚霞映江的绚丽景象，一幅是弯月初升，露珠
晶莹的朦胧夜色。两者分开看各具佳景，合起来读更显妙境，
诗人又在诗句中妥帖地加入比喻的写法，使景色倍显生动。
由于这首诗渗透了诗人自愿远离朝廷后轻松愉悦的解放情绪
和个性色彩，因而又使全诗成了诗人特定境遇下审美心理功
能的艺术载体。

前两句写夕阳落照中的江水。“一道残阳铺水中”，残阳照
射在江面上，不说“照”，却说“铺”，这是因为“残阳”
已经接近地平线，几乎是贴着地面照射过来，确像“铺”在
江上，很形象；这个“铺”字也显得委婉、平缓，写出了秋
天夕阳独特的柔和，给人以亲切、安闲的感觉。“半江瑟瑟
半江红”，天气晴朗无风，江水缓缓流动，江面皱起细小的
波纹。受光多的部分，呈现一片“红”色；受光少的地方，
呈现出深深的'碧色。诗人抓住江面上呈现出的两种颜色，却
表现出残阳照射下，暮江细波粼粼、光色瞬息变化的景象。



诗人沉醉了，把他自己的喜悦之情寄寓在景物描写之中了。

后两句写新月初升的夜景。诗人流连忘返，直到初月升起，
凉露下降的时候，眼前呈现出一片更为美好的境界。诗人俯
身一看，江边的草地上挂满了晶莹的露珠。这绿草上的滴滴
清露，很像是镶嵌在上面的粒粒珍珠。用“真珠”作比喻，
不仅写出了露珠的圆润，而且写出了在新月的清辉下，露珠
闪烁的光泽。诗人再抬头一看，一弯新月初升，如同在碧蓝
的天幕上，悬挂了一张精巧的弯弓。诗人把这天上地下的两
种美妙景象，压缩在一句诗里――“露似真珠月似弓”。作
者从像弓一样的一弯新月，想起当时正是“九月初三夜”，
不禁脱口赞美它的可爱，直接抒情，把感情推向高潮，给诗
歌造成了波澜。

诗人通过“露”、“月”视觉形象的描写，创造出和谐、宁
静的意境，用这样新颖巧妙的比喻来精心为大自然敷彩着色，
描容绘形，给读者展现了一幅绝妙的画卷。由描绘暮江，到
赞美月露，这中间似少了一个时间上的衔接，而“九月初三
夜”的“夜”无形中把时间连接起来，它上与“暮”接，下与
“露”、“月”相连，这就意味着诗人从黄昏时起，一直玩
赏到月上露下，蕴含着诗人对大自然的喜爱、热爱之情。

另外，值得读者注意的是这首诗中的时间问题。《暮江吟》
写了三个不同的“时间”。通过以上分析，《暮江吟》前两
句写的时间是日落前（一小段时间）或日落时；后两句主要
写日落后（一小段时间），即黄昏；由后两句还引伸出夜里
一段时间。这完全符合作者的观赏顺序，即作者先于日落前
看到了“残阳铺照”，又于日落后看到了“月似弓”，再于
夜间看到了“露似真珠”。大多数资料都认为，“月似弓”与
“露似珍珠”是作者于夜间同一时刻看到的，前写天上，后
写地下。其实这是因为缺少天文、气象常识，忽视了两种自
然现象之间的“时间差”问题。如前所述，作者看到“九月
初三”、“月似弓”之时，只能是在日落后不久。此时，由
于太阳刚刚落山不久，地面散失的热量还不多，凉露尚未形



成；而等到夜里“露似真珠”之时，似弓之月却又早已沉入
西方地平线以下了。

点评：

明代杨慎《升庵诗话》：“诗有丰韵。言残阳铺水，半江之
碧，如瑟瑟之色；半江红，日所映也。可谓工微入画”。

清高宗弘历《唐宋诗醇》：“写景奇丽，是一幅着色秋江
图”。

清代王士祯《唐人万首绝句选》：“丽绝韵绝，令人神
往。”

作者资料：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
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是唐代伟大的现实
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
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
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
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有《白氏长
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
行》等。公元846年白居易去世于洛阳，葬于香山。

古诗三百首暮江吟教案篇四

夕阳沿地平线平铺在水中，江水一半鲜明，一半阴暗，一半
红光闪耀、金波粼粼。一半呈现碧绿，有如青玉。可爱的九
月处三的夜晚，江边的草地上挂满晶莹的露珠，多么像镶嵌
在上面的粒粒珍珠，抬头看，一弯新月出升，如同在碧绿的
天幕上悬挂着一张十分精巧的弓，看着这些美景，我陶醉在
了其中，仿佛进入了仙界，心里十分轻松、愉快。天边的火



烧云变化多端，把蓝天照成了金色，河水金波粼粼，十分平
静，像一面金色的大镜子。夕阳西下，太阳的余晖把流动的
河水照射的一会儿红，一会儿青，景色十分美丽。一群群海
鸥飞翔在晚霞的天空中，它们在空中互相追逐、嬉戏。一会
儿，飞过我的头顶，顶着晚霞的余晖，变幻成金色，一会儿，
掠过碧波的水面，变幻成青色的飞鸟。画面十分优美、生动。
慢慢的天空从浅蓝变成深蓝。夜幕降临，一弯新月悄悄地升
上了夜空，镶嵌在湛蓝的空中，像剪影一样明亮。弯弯的月
牙儿像一把精致的.弓，我走在草从里，珍珠似的露珠像顽皮
的小孩子拥抱我，打湿我的裤子，一股草的芬芳、清新的味
道扑鼻而来。在空气中一点点弥漫着，耳边听着河水欢畅的
流动，如一买内动听的乐曲，像是在赞叹着月光下的美丽景
色。

慢慢地，在初秋的九月，在这个迷人的夜晚，我像风一样沉
醉在这夜色中，感受不到是我融入了美景中，还是这美丽的
景色融入了我心中。

古诗三百首暮江吟教案篇五

教学目标：（知识、能力、情意）

1、了解中法人民的共同心愿，从中爱到国际主义的思想教育。

2、理解课文内容，体会课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所表达的思想。

3、自学本课新词，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联系课文内容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体会课文内
容所表达的思想。

教学时间：1课时

教学过程：



一、激疑导入

1、什么是心愿？课文中讲了哪些人的心愿？他们的心愿分别
是什么？

（小姑娘的心愿……，小姑娘父母的心愿……我和法国人的
共同心愿……）

二、自学研讨

1、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抓记文的六要素：时间、地点、
人物、起因、经过、结果）

2、找出课文中人物表现的句子，并抓重点句子体会含义

3、想一想，表达了作者怎能样的思想感情？

三、点拨辅导重点点拨第二道：

这句话用了什么修辞手法？把什么比作什么？从中你体会到
了什么？（相机释词“含苞欲放”

从这句话中你体会到了什么？

5、她爸爸认真地说：”我希望她学中文，以后到中国留学，
当架设友谊桥梁的工程师。“

”当架设友谊桥梁的工程师。“是什么意思？这家法国人为
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愿？

6、人民的感情上朴素的，朴素的东西是最美的。修一座友谊
的长桥，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共同的心愿指什么？友谊的长桥指什么？表达了作者怎样的
思想感情？指导朗读最后一节



四、质疑巩固

五、作业

1、整理解释滔滔不绝迷惑不解绘声绘色潜力含苞欲放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板书：心愿

小姑娘我家有好多中国人去北京当老师

父母中国迷学中文

中法友好

架设友谊桥梁

资料提供者：郑昌松

古诗三百首暮江吟教案篇六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3个生字。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培养学生对诗的感悟及想象诗中所描绘画面的能力，体会
诗歌表达的思想感情。

教学重点：

根据对古诗内容的理解，想象诗中所描写的情景，体会作者
表达的思想感情。



教学难点：

尝试自读，使学生掌握学习古诗的方法。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掌握本课中的生字、新词和重点诗句。

2．通过吟诵，体会《枫桥夜泊》所描写的景，体会作者心情。

3．学习作者借景抒情的写作方法，体会思想感情。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2．简介三位作者及时代背景。

二、预习课文

1．按照预习要求分小组进行预习。

2．说说这两首诗向我们描绘了一幅怎样的情景，作最喜欢哪
一首？哪一句？说说为什么？

三、检查预习，质疑问难

1．读古诗，正音。

2．理解词语。



3．交流预习后的初步感受。

4．质疑问题。

四、学习《枫桥夜泊》

1．理解题目。

“枫桥”交代了什么？（地点）

夜：夜晚；泊：停泊；枫桥夜泊：夜晚把船停泊在枫桥边。

2．教师配乐范读。

3．反馈预习情况。

4．指名朗读。

5．引导学习全诗。

（1）齐读。

（2）逐句重点理解词语。

（3）诗人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

（4）诗人因何而愁呢？

（5）引导学生看图，说说这首诗所描写的景色。

（6）诗写景的目的是为了抒情，那么从诗人当时的心情，体
会抒发了什么思想感情？（分组讨论）

（7）指导有感情地朗读。



五、学习《别董大》

根据学习《枫桥夜泊》的学习方法，掌握自学方法，自学
《别董大》。

1．小组讨论后，教师指导，师生共同总结。

2．简介作者及时代背景。

3．弄清题目的意思，准确地理解诗意。

4．先同座互相读讲，再指名逐句读讲，有讲得不准确的，老
师酌情指点。

5．把四句诗连起来讲，体会诗人的思想感情。

6．练习有感情地朗读。

7．练习背诵。

六、总结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七、布置作业

1．抄写生字新词。

2．背诵《枫桥夜泊》和《别董大》。

3．根据诗意，发挥想象，进行情境描写或绘画。

附：板书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理解《暮江吟》内容，认识作者所描写的景物有何特点，
抒发了怎样的情感。

2．读准字音，理解词意诗意。

3．背诵古诗。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1．背诵《枫桥夜泊》和《别董大》。

2．说说这两首诗的`意思和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3．回忆学习古诗的方法。

二、学习《暮江吟》

1．按以上方法小组自学。

2．交流讨论

（1）作者及写诗背景。

（2）说说对题目的理解。

（3）说说你读懂了什么？你最欣赏哪一句？

（4）通读全诗，逐字逐句读懂诗意，用自己的话说说诗意。

（5）思考并讨论：这首诗哪几句是写景？哪几句抒情？表达
了什么样的思想感情？运用了什么修辞手法？用笔在书上把



你认为重要的句子画下来。

3．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古诗并背诵。

4．根据诗人描绘的意境，小组共同讨论画一幅画。

三、课堂讨论

1．自由朗读这三首诗，思考有哪些相同或相似之处？

2．你最喜欢哪一首？为什么？

四、布置作业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背诵课文。

2．用自己的话说大意。

3．根据诗意，进行情境描写、续写或绘画。

附：板书设计

教案点评：

本课教学的重点是：根据对古诗内容的理解，想象诗中所描
绘的情景，体会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针对这个重点，首先
从解题入手，理解题意，接着引导学生一句一句进行解释词
义，理解诗句的训练，然后把四句诗意串联起来，说说整首
诗的意境，从而悟出作者从中表达的思想感情。教学的难点
是：尝试自读，使学生掌握学习古诗的方法。教学中充分相
信学生，放手让学生运用朗读、解释、理解、串联等阅读程
序尝试自读，老师适当点拨、讲解，指导学生理解句子内容。
学习后，再让学生根据诗意，发挥想象，进行情景描写或绘
画，加深对古诗的理解。



古诗三百首暮江吟教案篇七

教学目的：

1、学会本首诗的生字，理解诗句意思。

2、有感情地朗读，并能背诵。

3、培养学生对诗的感悟及想象诗中所描绘画面的能力，体会
诗歌表达的思想感情。

教学重点：

体会诗歌的意境及作者的思想感情。

教学难点：

理解作者通过一时一物的吟咏，在一笑一吟中表现愉快的心
情。

教学准备：

教学挂图教学过程：

一、总结学习方法，引导自学

1、上节课，我们学习《枫桥夜泊》，采用什么学习方法?

(1)理解每句诗的意思，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2)抓住这首诗的重点词、句，理解诗的内容，体会感情。

2、引导自学，这节课我们也用上节课学的学习方法学习这首
诗。(出示课题《暮江吟》)



3、提出自学要求：小组合作学习，把不懂的地方画上记号。

二、汇报自学情况。

1、小组汇报从这首诗中懂得哪些内容。

2、提出不懂的地方。

3、师引导讨论：

(1)这首诗写的是什么时候的景色?描绘一幅什么样的画面?

(2)哪些词用得好?为什么?

(3)作者抓住哪个中心词来描绘?

(4)从这首诗，你体会到作者怎样的感情?

4、小组讨论，交流。

三、指导朗读，体会感情。

1、自己练习有感情地朗读诗句，一边读一边在头脑中出现画
面。

2、指名朗读，说说为什么这么读?

3、指导朗读：“一道残阳铺水中”要读得平缓、轻柔;“瑟
瑟”和“红”拉长语调，显示颜色的奇特;“可怜九月初三月，
露似真珠月似弓”要读出赞美喜爱之情。

4、各小组练习朗读，全班评议。

5、背诵这首诗。



四、补充画面，理解意境。

1、出示挂图，引导观察：图上画的是什么时候的景色，有哪
些景物?它们有哪些特点?

2、你能否画出“可怜九月初三月，露似真珠月似弓”的画
面?试试看，把它画下来吧!

3学生作画。

4、评比点评。

五、体会学法

六、拓展活动，启发想象

1、把这首诗默写下来。

2、选择自己最喜欢的诗句，想象画面，把想到的内容画下来，
可以在诗句意思的基础上丰富内容。

板书设计

暮江吟

日暮残阳江水

愉悦

夜晚露水新月

心情



古诗三百首暮江吟教案篇八

教学目的：

1、学会本课3个生字。

2、有感情地朗读三首古诗，理解第1首诗的意思和要表达的
思想感情。

教学过程：

一、检查学生预习情况

1、通过查找的相关资料，介绍张继、高适和白居易的生平及
作品。

2、指名读三首古诗，读准生字的字音：吟、残、瑟（说说易
写错的字和字在诗中的意思）借助注释和字典说说你读懂了
什么？（试着初步讲讲每首诗的意思。）

3、提出不懂的问题，师生共同归纳梳理。有的可以师生及时
解决，有的则在进一步学习中解决。

二、学习《枫桥夜泊》

2、小组讨论。

3、全班交流，汇报自学情况，相互补充，互相纠错。

《枫桥夜泊》描写了一个秋天的夜晚，诗人泊船苏州城外的
枫桥。江南水乡秋夜幽美的景色，吸引着这位怀着旅愁的游
子，使他领略到一种情味隽永的诗意美，写下了这首意境深
远的小诗。表达了诗人旅途中孤寂忧愁的思想感情。



教师点拨时设问：为什么诗人一夜未眠呢？首句写了“月落、
乌啼、霜满天”这三种有密切关联的景象。上弦月升起得早，
到“月落”时大约天将晓，树上的栖鸟也在黎明时分发出啼
鸣，秋天夜晚的“霜”透着浸肌砭骨的寒意，从四面八方围
向诗人夜泊的小船，使他感到身外茫茫夜空中正弥漫着满天
霜华。第二句写诗人一夜伴着“江枫”和“渔火”未眠的情
景。

小结：前两句写了六种景象，“月落”、“乌啼”、“霜满
天”、“江枫”、“渔火”及泊船上的一夜未眠的客人。后
两句只写了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的钟声传到船上的情景。
前两句是诗人看到的，后两句是诗人听到的，在静夜中忽然
听到远处传来悠远的钟声，一夜未眠的诗人有何感受呢？游
子面对霜夜江枫渔火，萦绕起缕缕轻愁。这“夜半钟声”不
但衬托出了夜的静谧，而且揭示了夜的深沉，而诗人卧听钟
声时的种种难以言传的感受，也就尽在不言中了。

这首诗采用倒叙的写法，先写拂晓时景物，然后追忆昨夜的
景色及夜半钟声，全诗有声有色，有情有景，情景交融。

4、边看书中的插图，边读诗句，体会当时作者的心情。

5、自己练习有感情地朗读诗句（一边读一边在头脑中出现画
面），然后指名读，再评读。（朗读指导，见教材建议）

6、背诵这首诗。

三、体会学法

说说我们是怎样学习古诗这首的？学生边说，教师边归纳边
写板书：读诗理解诗意；边读边想象，体会情感；有感情地
朗读，再现画面。

附：板书设计：



《枫桥夜泊》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学习方法：读诗理解诗意；边读边想象，体会情感；有感情
地朗读，再现画面。

第二课时

教学目的：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培养学生对诗的感悟及想象诗中所描绘画面的能力，体会
诗歌表达的思想感情。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1、我们学习了唐代的三首古诗，谁来给大家读一读或背一背
呀？

2、谁还记得我们是怎样学习《枫桥夜泊》的吗？

学生回答，教师板书：读诗理解诗意；边读边想象，体会情
感；有感情的朗读，再现画面。

二、这节课我们就按照这种方法，自己学习《别董大》和
《暮江吟》这两首诗。

1、给一定时间学生自学，教师巡视，发现问题。

2、在组内讨论。



3、全班交流

（1）《别董大》是高适漫游时写的送别诗，原题有两首，本
诗是其中的第二首。作者送别的朋友董大名叫董庭兰。一二
两句写景。千里黄云蔽空，日落时天色昏黄，这暗示了董大
的失意境遇。北风吹刮着大雁，大雪纷飞，写雪中的景致，
同时也是隐喻董大即将分手远行。日暮黄昏，且又大雪纷飞，
于北风狂吹中，唯见遥空断雁，出没寒云，在此情此景中送
别友人，作者难免有凄凉悲苦之感。三四句是作者的劝勉，
作者劝故人不要忧愁前面没有知己，天下哪个人不赏识你呢?
要相信天下有知己，前路有光明的远景。作者没有承接前两
句抒发悲苦的情调，而是表现昂扬的精神，豪壮的气概。表
达了诗人对朋友真挚而深厚的思想感情。写景是为了抒情，
寓情于景，情景交融。

提问：诗中描写的景物与表达的情感有什么关系？

（2）《暮江吟》是白居易“杂律诗”中的一首。大约是长庆
二年（公元822年）白居易赴杭州任刺史途中写的。通过一时
一物的吟咏，在一笑一吟中能够真率自然地表现内心深处的
情思，从侧面反映出诗人离开朝廷后的轻松愉快的心情。前
两句写夕阳照耀下的江水。夕阳从地平线上平铺水中，江面
上形成了一半碧绿一半红的景观。“铺”字用得非常恰
当。“残阳”已经接近地平线，几乎是贴着地面照过来的，
确像“铺”在江上，很形象。这个“铺”字也显得平缓，写
出了秋天夕阳的柔和，给人以亲切安闲的感觉。“半江瑟瑟
半江红”，天气晴朗无风，江水缓缓流动，江面皱起细小的
波纹。受光多的部分，呈现一片“红色”；受光少的地方呈
现出深深的碧色。后两句写新月初升的夜景。诗人流连忘返，
直到新月升起，凉露下降的时候，眼前呈现出一片更为美好
的境界。江边的草地上挂满了晶莹的露珠，多么像镶嵌在上
面的粒粒“真珠”。一弯新月初升，如同在碧蓝的天幕上，
悬挂了一张精巧的弓。由此诗人在第三句对这种景象进行了
赞美：可爱的九月初三的夜啊!诗人通过“露”、“月”视觉



形象的描写，创造出多么和谐、宁静的意境，蕴含着诗人对
大自然的喜悦、热爱之情。

4、有感情地朗读这两首诗，然后指名读，评读，教师指导读。

5、背诵这三首古诗。

三、总结

这三首诗通过写景抒发了个人感情。每首诗不仅描绘了丰富
多彩的画面，而且表达了作者当时的思想感情。我们要通过
对诗句的阅读、感悟，想象诗中的景物画面，体会作者的思
想感情。课下，我们可以选其中一首古诗默写下来，并根据
自己的想象画一幅画。

附：板书设计：

学习方法：读诗理解诗意；边读边想象，体会情感；有感情
地朗读，再现画面。

《别董大》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暮江吟》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四、课外延伸

在班级举行“古诗朗诵会”活动。教师可从朗读技巧上做些
指导。

[《古诗三首枫桥夜泊、别董大、暮江吟》教学设计(网友来
稿)教案教学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