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敲教学设计教案(精选8篇)
教学方法是指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为了实现教育教学目标，
根据教育心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生理学原理，
并通过一系列教学活动来调动教学对象的思维、感情和行为
的一种有意识地选择和运用的行为方式。接下来是小编为大
家准备的一些六年级教案，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推敲教学设计教案篇一

教材简析：

这个故事讲的是贾岛为了斟酌诗句中的一个词，不知不觉地
撞进韩愈的依仗队，当韩愈弄清真相后，与之一起思考，并
由韩愈敲定，从此“推敲”的故事得以流传下来。故事情节
动人，再现了贾岛苦苦吟咏、颇费推敲的诗人形象。

教学要求：

1、正确、流利，并能讲出这个故事。

2、学会14个生字。绿线中的4个生字只识不写。理解新词语
的意思。

3、会用“即使……也……”造句。

4、了解事情的经过，理解“推敲”的含义。学习贾岛认真严
肃的创作态度和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

教学重点：

了解故事的经过，理解“推敲”的含义。

教学难点：



指导用“即使……也……”造句。

媒体设计：投影片、录音

教学时间：三课时

板书设计：11推敲

发生夜深访友留诗相赠

发展一字斟酌反复推敲

高潮冲撞仪仗请求宽恕

结局韩愈表态贾岛赞同

第一课时

教学要求：

1、学会本课的生字新词，结合课文理解词义。

2、能读通课文，初步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

教学重点：

1、读好句子，读通课文。

教学过程：

一、出示诗句，导入新课。

1、映示图画。师述：夜深人静，月光皎洁。一个和尚的敲门
声打破了夜的静谧，惊醒了栖息在池边树上的小鸟。这便是
诗句“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所描绘的情景。



2、映示：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1）指名读诗句，注意读准字音。

（2）说说诗句的意思。

3、同学们通过预习，一定知道这句诗是谁写的吧？

卡片出示：唐朝贾岛

指导读准字音。

4、映示全诗，师范读，学生齐读：

题李凝幽居

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

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

5、简介贾岛：

（1）指名朗读第一自然段。注意“和尚”的“尚”读轻声。

（2）师述：贾岛是唐朝著名的诗人。早年曾因家境贫寒，出
家做过和尚，后因韩愈欣赏他的诗才而还俗。他作诗的态度
非常严肃认真，字字斟酌，句句推敲，被称为“苦吟诗人”。

（3）卡片出示并理解带点词的意思：字字斟酌，句句推敲

6、揭题：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这个故事，题目是“推



敲”。

板书课题，齐读。

7、学生做一做“推”和“敲”两个动作，体会一下不同点。

师述：为了斟酌这两个字，至今还流传着有名的“推敲”的
故事哩！

二、听课文的朗读录音，边听边了解故事的主要内容。

三、轻声自读课文两至三遍，要求：

1、读准字音，读通句子，把课文读得正确、流利。

2、借助字（词）典并联系上下文理解下列词语的意思（布置
预习）：

皎洁幽居即兴妥帖吟哦簇拥斟酌宽恕莽撞推敲犹豫不决

四、检查自读效果。

1、抽读生字卡片，注意区分平舌音、翘舌音以及前鼻音、后
鼻音。

2、读准下列加点字的读音：

和尚恰当差人李凝

3、认读生字词或新词（映示）：

皎洁妥帖朝愈簇拥宽恕门闩莽撞

避让响亮沉睡推敲家境贫寒夜深人静



4、指导读好下列长句：

一天，贾岛去长安城郊外拜访一个叫李凝的朋友。

半路上，他想起昨夜即兴写成的那首小诗，觉得“岛宿池边
树，僧敲月下门”中的“推”字用得不够妥帖，或许改
用“敲”字更恰当些。

月夜访友，即使友人家门没有闩，也不能莽撞推门，敲门表
明你是一个懂得礼貌的人。

5、指名分自然段朗读课文，结合上下文说说有关词语的意思。

五、指导书写生字。

皎、骑、僧：左窄右宽；

斟、酌：左右基本等宽，“斟”左高右低。

尚、妥：上小下大。

贾：上宽下窄。

愈：上大下小。

唐：第三笔要有足够的伸展。

六、作业：

1、见习字册。

2、抄写词语。

3、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第二课时

教学要求：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2、了解故事的经过，理解“推敲”的含义，学习贾岛做学问
的认真态度和刻苦钻研的精神。

教学重点：

了解故事的经过，理解“推敲”的含义。

教学过程：

一、复习检查。

1、听写下列词语：皎洁推敲斟酌妥帖

2、填空：

（）有个诗人叫（），早年因（），出家当了和尚。

二、导读课文。

第二自然段

1、映示图画，说说图意：

宁静的夜晚，一轮明月挂在空中。贾岛来到友人家门前，轻
轻叩响了朋友家的门。敲门声惊醒了正在池边树上沉睡的小
鸟。

2、这景色多美啊！读读课文，看看哪句话是描写这幅图的，用
“”画出来。



映示并指导朗读这句话。

3、自由朗读，说说读懂了什么？（贾岛和李凝是好朋友）

4、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贾岛和朋友李凝的友谊非同一般？

5、理解重点句：

映示：他沿着山路找了好久，才摸到李凝的家。

（1）读句子，说说这句话什么意思。

（2）结合句子选择“摸”的义项：a、用手接触一下（物体）
或接触后轻轻移动（动作演示）；b、用手探取（动作演示在课
桌内摸东西）；c、试着了解，试着做（如“摸一下他的底
细）；d、在黑暗中行动，在认不清的道路上行走。

（3）指导读好这句话。

6、出卡片出示重点词语：夜深人静月光皎洁

（1）学生展开想象，再看投影，体会当时环境之幽静、迷人。

（2）指导朗读。

7、指导朗读这一自然段：自由练读，指名朗读，齐读。

8、小结：贾岛深夜访友，以诗相赠。这是故事的发生。

板书：发生深夜访友以诗相赠

第三自然段

1、映示图画，说说图意：图上画了谁？他正在干什么？



2、指名读课文，思考：贾岛骑着毛驴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
做的？（分别用“－－”和“”画出有关的句子）

3、学生交流。

4、“妥帖”是什么意思？你能从这段中找出它的近义词吗？
（恰当）还有哪些词意思跟它相近？（合适适宜适当等）
给“或许”找个近义词。

5、比较分析：

贾岛骑着毛驴进了长安城。

贾岛骑着毛驴，一边吟哦，一边做着敲门、推门的动作，不
知觉进了长安城。

（1）指名朗读。说说这两句话有什么不同，哪句好，好在哪
里？学生试做动作。

（2）指导朗读，读出贾岛此时那种如痴如醉的样子。

6、自由练读第三自然段，同桌互读，齐读。

7、小结：贾岛反复斟酌“推敲”二字，这是故事的发展。

板书：发展一字斟酌反复推敲

第四至六自然段

2、学生交流。

3、指导朗读韩愈和贾岛的对话。

（1）练读：韩愈的话要读出责问的语气，贾岛的话要读出诚
恳、请求原谅的语气。



（2）分角色朗读。

4、小结：贾岛不知学觉间冲撞了韩愈的仪仗队，请求宽恕。
故事进入了高潮。

板书：高潮冲闯仪仗请求宽恕

第七自然段

1、自由朗读，思考：这主要写了什么？

2、学生交流。

3、“犹豫不决”什么意思？联系上文，说说哪些句子具体地
写出了贾岛“犹豫不决”？

4、韩愈是怎样帮贾岛改诗的？找出有关句子读一读。

5、映示：韩愈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便很有兴致地思索起来。

（1）指名读。

（2）给“思索”找近义词。

（3）想一想，“思索”能不能换成“思考”？为什么？

6、映示韩愈说的话。

（1）指名朗读。

（2）说说“敲”字比“推”字用得好的理由。

（3）映示“这时，夜深人静，月光皎洁，……”贾岛是怎么
知道“鸟宿池边树”的？（引导学生体会“敲”字是真实地
写出了他当时的做法）



7、指导表情朗读这一段。

8、小结：韩愈认为用“敲”字好，贾岛表示赞同。这是故事
的结局。

板书：结局韩愈表态贾岛赞同

第八自然段

2、齐读第八自然段。

三、作业：

1、熟读课文，准备复述。

2、朗读、背诵《题李凝幽居》这首诗。

3、写出近义词。

妥帖（）推敲（）或许（）吟哦（）

4、写出下列加点字的意思。

幽居（）岛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第三课时

教学要求：

1、朗读课文，复述故事。

2、指导用“即使……也……”造句。

教学重点：



复述故事。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激发兴趣。

同学们，“推敲”这个故事非常感人，每个同学都应该会讲
这个故事。今天这堂课我们就来开个故事会，看谁讲得最精
彩。

二、指导讲故事。

1、熟读课文。

师：要想讲好这个，先得反课文读熟了。下面请同学们一边
读，一边像放电影那样故事中的贾岛和韩愈在你的脑子里活
起来。

学生练读课文。

2、提示讲述顺序。出示板书：

发生夜深访友留诗相赠

发展一字斟酌反复推敲

高潮冲撞仪仗请求宽恕

结局韩愈表态贾岛赞同

3、学生练讲：

（1）各自练讲。

（2）分小小组练讲。



（3）各组推派代表讲。

（4）评选“故事大王”。

三、指导造句。

1、映示原句。

2、学生练读，说说上半句讲了什么，下半句又讲了什么。

3、练习：

（1）把句子补充完整：

即使明天下雨，你也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同学们也能自觉遵守纪律。

这次考试，____________________，也不应该骄傲。

4、学生交流口头造句，师生评点。

四、作业。

1、造句。

2、练习把这个故事讲给别人听。

11《推敲》

[推敲教案教学设计]

推敲教学设计教案篇二

柳州市北雀路小学教学后记



姓名 万玲玲

课型 新授课 研究专题

这是一个历史故事，通常孩子都是喜欢故事的。所以，在上
课堂课时，与其说“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第九课《推
敲》”倒不如跟同学们说“今天老师来给大家讲一个‘推
敲’的故事”更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当然这篇课文还有另一
个现实意义，就是要让学生学习贾岛这种钻研文字的精神。
结合同学们的写作，举平时学生们在进行作文时反复修改、
字斟句酌的例子，让大家一起体验斟酌的过程。开课题解后，
让学生默读课文，读后思考课文大致内容。用自己的话说一
说推敲的意思。这样，不仅可以使学生会说这个词的意义，
更重要的是学生体会到了这个词的意义，加深了理解。同时，
通过这个活动，可以让学生感受到斟酌文字的乐趣。如果学
习课文之前，先介绍贾岛这个人，也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想
知道有关他的故事。所以在学习的时候同学们的积极性非常
强，都争着要读这篇课文。而且也比较善于发现问题。

推敲教学设计教案篇三

教学要求：

1.正确、流利，并能讲出这个故事。

2.会用“即使……也……”造句。

3.了解事情的经过，理解“推敲”的含义。学习贾岛认真严
肃的创作态度和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

教学重点：

了解故事的经过，理解“推敲”的含义。



教学难点：

学习贾岛认真严肃的创作态度和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

教学过程：

一、复习检查。

1、指名读课文。

2、读后说说课文主要写了什么？

二、导读课文第二自然段。

1、看书中的图画，说说图意：

宁静的夜晚，一轮明月挂在空中。贾岛来到友人家门前，轻
轻叩响了朋友家的门。敲门声惊醒了正在池边树上沉睡的小
鸟。

2、这景色多美啊！读读课文，看看哪句话是描写这幅图的，用
“——”画出来。指导朗读这句话。

3、自由朗读，说说读懂了什么？（贾岛和李凝是好朋友）

4、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贾岛和朋友李凝的友谊非同一般？

5、理解重点句：

映示：他沿着山路找了好久，才摸到李凝的家。

（1）读句子，说说这句话什么意思。

（2）结合句子选择“摸”的义项：a、用手接触一下（物体）
或接触后轻轻移动（动作演示）；b、用手探取（动作演示在课



桌内摸东西）；c、试着了解，试着做（如“摸一下他的底
细）；d、在黑暗中行动，在认不清的道路上行走。

（3）指导读好这句话。

6、小结：贾岛深夜访友，以诗相赠。这是故事的发生。

板书：发生深夜访友　以诗相赠

三、精读课文3—6节。

1、学生自由朗读课文3—6自然段，想象这一部分写什么？
（这一部分主要写贾岛在返回长安路上仍然在思索着昨夜诗
中的用字，由于投入，闯进了韩愈的仪仗队。）

2、引导学生再细读课文这一部分，说说你从哪些地方体会到
贾岛思考诗中用字是很认真、很投入的？（a、从贾岛骑着毛驴，
一边吟哦，一边做着推门、敲门的动作。这句话体会到贾岛
思考时非常投入的，他不但在想，而且还不由自主地做起了
动作。b、“不知不觉”说明贾岛思考问题很专心，他连进城也
没有发觉。c、从大街上人们的反应体会到的，“大街上的人看
到他这个样子，都感到十分好笑。”说明贾岛只顾思考，全
然不知自己已经在大街上失态了。”d、从课文第四节中知道的，
“当韩愈的仪仗队迎面而来时，街上的行人、车辆纷纷避让，
贾岛毫无察觉，仍然在毛驴上比比划划，并闯进韩愈的仪仗
队。”这足以说明贾岛思考得多么入神啊！）

春风吹绿了树梢，吹（ ）了小草，吹皱了河水，吹鼓了杏树
的花苞。

（“绿”，理由是：春天来了，树梢发出了绿芽，小草也长
出了嫩绿的叶子。刚说完，学生b就站起来也说是填“绿”。
理由是：冬天小草是枯黄的，春风一吹，又焕发了新的生命
力，而绿色正是植物的生命色。学生c也填字同上，但说法却



又与前两位学生不同。仅仅一个”绿”字，学生就有几种不
同的见解。可见，学生的思维被充分地激活了，不时地闪现
出创新的火花。学生d认为此处填“醒”较好；因为春天来了，
熟睡了整个冬天的小草苏醒了，有了勃勃的生机。学生e显然
经过了仔细的推敲，站起来高声说道：“我认为填‘俏’更
妙。原句中已出现‘吹绿’‘吹皱’‘吹鼓’等词语，‘吹
俏’既避免了词语上的重复，又把小草当人来写，春天里的
小草犹如俏丽的姑娘，一个‘俏’字就把小草写活了。）

4、“妥帖”是什么意思？你能从这段中找出它的近义词吗？
（恰当）还有哪些词意思跟它相近？（合适　适宜　适当等）
给“或许”找个近义词。

5、比较分析：

贾岛骑着毛驴进了长安城。

贾岛骑着毛驴，一边吟哦，一边做着敲门、推门的动作，不
知不觉进了长安城。

（1）指名朗读。说说这两句话有什么不同，哪句好，好在哪
里？学生试做动作。

（2）指导朗读，读出贾岛此时那种如痴如醉的样子。

6、自由练读第三自然段，同桌互读，齐读。

7、小结：贾岛反复斟酌“推敲”二字，这是故事的发展。

板书：发展　一字斟酌　反复推敲

8、指导朗读韩愈和贾岛的对话。

（1）练读：韩愈的话要读出责问的语气，贾岛的话要读出诚



恳、请求原谅的语气。

（2）分角色朗读。

4、小结：贾岛不知学觉间冲撞了韩愈的仪仗队，请求宽恕。
故事进入了高潮。

板书：高潮　冲闯仪仗　请求宽恕

第七自然段

1、自由朗读，思考：这主要写了什么？

2、学生交流。

4、韩愈是怎样帮贾岛改诗的？找出有关句子读一读。

5、师述：韩愈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便很有兴致地思索起来。

（1）指名读。

（2）给“思索”找近义词。

（3）想一想，“思索”能不能换成“思考”？为什么？

6、指名读韩愈说的话，说说“敲”字比“推”字用得好的理
由。

（3）出示“这时，夜深人静，月光皎洁，……”贾岛是怎么
知道“鸟宿池边树”的？（引导学生体会“敲”字是真实地
写出了他当时的做法）

7、指导表情朗读这一段。

8、小结：韩愈认为用“敲”字好，贾岛表示赞同。这是故事



的结局。

板书：结局　韩愈表态　贾岛赞同

第八自然段

2、齐读第八自然段。

三、指导讲故事。

1、师：要想讲好这个，先得反课文读熟了。下面请同学们一
边读，一边像放电影那样故事中的贾岛和韩愈在你的脑子里
活起来。

学生练读课文。

2、结合板书提示讲述顺序。

3、学生练讲：

（1）各自练讲。

（2）分小小组练讲。

（3）各组推派代表讲。

（4）评选“故事大王”。

四、指导造句。

1、映示原句。

2、学生练读，说说上半句讲了什么，下半句又讲了什么。

3、练习：



把句子补充完整：

即使明天下雨，你也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同学们也能自觉遵守纪律。

这次考试，____________________，也不应该骄傲。

4、学生交流口头造句，师生评点。

五、布置作业：

1、熟读课文，复述课文。

2、朗读、背诵《题李凝幽居》这首诗。

3、写出近义词。

妥帖（）推敲（）或许（）吟哦（）

4、用“即使……也……”造句。

板书设计：9、推　敲

发生　夜深访友　留诗相赠

发展　一字斟酌　反复推敲

高潮　冲撞仪仗　请求宽恕

结局　韩愈表态　贾岛赞同

教学要求：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2、了解故事的经过，理解“推敲”的含义，学习贾岛做学问
的认真态度和刻苦钻研的精神。

教学重点：

了解故事的经过，理解“推敲”的含义。

教学难点：

理解“推敲”的含义，学习贾岛做学问的认真态度和刻苦钻
研的精神。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1、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11课《推敲》。“推”和“敲”是
两个动作，谁来做一下？（学生上台做动作）

2、通过上节课的学习，你知道了什么？

二、学习第二自然段 。

1、轻轻地读第二自然段，在脑海中想像那情景，你能看到什
么，听到什

么吗？（a、我看到贾岛正在沿着山路寻找李凝的家，他找了好
久，才摸

到李凝的家。b、我看到那时夜深人静，月光皎洁，那夜晚宁静
又美好。

c、我看到贾岛正在敲门，但是没有人来开。d、我听到贾岛清脆
的敲门声。



e、我看到小鸟被惊醒后，扑棱着翅膀叫着飞走了。f、我看到贾
岛正在写诗，写完后他把诗留了下来。）

2、师出示句子：“这时，夜深人静，月光皎洁，他的敲门声
惊醒了树上

沉睡的小鸟。”你能读好这句话吗？（指名读，评议他读得
怎样？a、他读

得很好，让我仿佛身临其境。b、他读出那晚夜深人静、月光皎
洁的美好

景象。c、听了他的朗读，我看到树上的小鸟被惊醒后，扑棱着
翅膀飞远

了。）

3、女生齐读。

1、 贾岛月夜访好友，可是没有见着。美好的情境却激发了
他的创作

灵感，他即兴写了一首诗《题李凝幽居》，并把它留了下来。

（板书：即兴写诗） （范读）

三、学习第三自然段。

1、贾岛把诗留了下来。第二天他骑着毛驴返回长安。半路上，
又发生了

什么事情呢？请同学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第二自然段，想
想这一自然段



主要讲什么？（这一自然段主要讲贾岛在路上斟酌诗中的字
眼儿。）

（板书：斟酌文字）那句话写他在斟酌文字呢？学生回答。

2、教师出示句子“贾岛骑着毛驴，一边吟哦，一边做着敲门、
推门的动

作，不知不觉进了长安城。”）

1、 贾岛骑在毛驴上，怎么斟酌文字的呢？请大家读读这句
话，做做贾岛

的动作。

2、 指名上台表演，该生只做了推门敲门的动作。大家评议
一下，他做得

怎样？（a、他只把推门、敲门的动作演示了一遍，很不够。因
为贾岛在斟酌文字，应该反复做这两个动作。b、我觉得他没有
把贾岛沉思的神态演出来。贾岛是不知不觉进的长安城，可
见他斟酌得很投入。c、我觉得他的表演还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句子中说，贾岛是一边吟哦，一边做动作的。但是他没有把
贾岛吟哦诗句表现出来。d、我还觉得贾岛的吟哦是很轻声的。）

3、 那贾岛吟哦什么呢？（“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
门。”“鸟宿池边树，僧

敲月下门。“

7、那现在谁来台前做做贾岛呢？

4、 你们这些大街上的行人啊，都笑些什么呀？（a、大家快瞧
那个和尚，



奇怪吗？他在比比划划的，干什么呀？b、这个人是不是傻子呀，
还是中了什么邪？c、喂，我们在笑你呢，你看见了吗？当心从
毛驴上摔下来啊！

d、他好滑稽呀，我们都在笑他他怎么还没有感觉到呢？）

四、学习四至七自然段。

1、贾岛骑在毛驴上比比划划，斟酌得很投入，已经到了如痴
如醉的程度。

竟然连——冲撞了韩愈的仪仗队也不知道。接着，两个差人
把贾岛带到韩

愈面前。韩愈怎么问，贾岛怎么答？请同桌配合读好对话，
并且互相评议。

2、同桌正在分角色读，评议。

1、 指名读，并要求其他同学认真听，做评委。他们读得怎
样？我听出韩

愈很生气，贾岛在请求宽恕。

师：贾岛只对韩愈说了这些话吗？他还说了些什么？（生读
书上句子：“接

着，贾岛就把自己写诗的事告诉了韩愈，并说自己正在犹豫
不决，不知道

是用‘推’好，还是用‘敲’好。）

3、贾岛都是怎么对韩愈说的呢？请大家做贾岛，把话说给你
的同桌听。



2、 学生练说后教师指名叙述。（a、我昨夜去拜访一个叫李凝
的友人，谁

知他不在家。我写了一首诗在他家门上。今天回想起，觉得
诗句中有一个字似乎有些不妥，我不知道是用“推“好，还
是用“敲”好。b、韩大人，贫僧昨夜去拜访友人，可是没有见
着。我虽然没有见到他，可是昨晚月色美好，一路上心情舒
畅，我的敲门声惊醒了树上沉睡的小鸟，美好的情景使我诗
兴大发，我写了一首诗留了下来。可是我觉得诗句“僧推月
下门”中的“推”似乎有些不妥，我正在考虑到底用“推”
好，还是用“敲”好。我正在犹豫不决时，没想到路上冲撞
了您的大驾，求您宽恕。）

6、老师想请两位同学表演一下刚才的经过，谁愿意？

7、师指名上台表演，两位学生的表演投入、到位，扮演贾岛
的同学居然还跪在韩愈面前说话。台下师生一片掌声。）

8、当“韩愈”说到“让我来想想”时，同学们，韩大人正在
思考呢，那

我们来讨论一下，到底用哪个字好？（a、我觉得用“敲”好。b、
我也决定用“敲”好，因为“敲”能表明贾岛是个有礼貌的
人。c、“敲”还能衬托出月夜的宁静，因为在那样的夜晚，敲
门声很清脆。 ）

9、转身问扮演韩愈的同学，我们来听听韩愈怎么说？ “韩
愈”：我认为

用“敲”字好，因为用“敲”不但表明你是一个有礼貌的人，
而且还能衬托出月夜的宁静，读起来也响亮些。你看
呢？“贾岛”：是啊，多谢大人赐教。

10、同学们，其实，你们比韩愈厉害呢，大家早就感觉到



用“敲”好了。

11、听了韩愈的解释，大家有没有想起前文哪句话？（马上
齐读：“这时，

夜深人静，月光皎洁，他的敲门声惊醒了树上沉睡的小
鸟。”）

12、贾岛听了韩愈的话，心中的疑问解答了。（板书：  
韩愈解疑）

师；（出示诗文）后来，这首诗中的“推”就改成了“敲”。

五、学习第八自然段。

1、刚才，大家和大街上的人一样，都觉得贾岛很好笑。现在，
你有什么要说吗？（贾岛啊，我刚才是说你是傻子，实不应
该。我不知道你其实是在斟酌文字啊！贾岛啊，你对待写作
的态度是那么严肃，只是小小一个字眼儿就那么认真地斟酌，
真可敬呀！）

2、是啊，贾岛的创作态度极为严肃认真，他字字斟酌，句句
推敲，正因

为这样，人们称他为“苦吟诗人”。后来，人们就把在写诗
和作文时斟酌

文字叫做——（推敲）

六，延伸拓展。

（春天是绿色的。“绿”字写出了春天的特点，使人联想到
碧绿美好、生机勃勃的景象。“绿”字把春风写活了，说它
能吹绿长江两岸。）



2、对，就因为这样，他的这个推敲文章的故事成为了千古传
诵的佳话。

3、有一位同学他正在推敲自己文中的字眼儿，让我们给他提
些意见好吗？

2、 出示：一阵风吹来，湖面（荡、漾）起了绿色的波纹。

（a、我觉得“荡”好，因为它读起来响亮些。b、我觉得
用“漾”好，因为它能把春风轻柔的特点表现出来。c、我也觉
得用“漾”好，因为“荡”给人“动荡”的感觉，和春风的
特点不相称。）

3、 大家推敲后觉得用“漾”好，下课后老师会把我们的理
由说给他听，

他一定会采纳我们的意见的。

七、总结课文。

1、今天，学了这节课，你有什么想法吗？

（a、我以后一定会像“苦吟诗人“贾岛学习，认真修改自己的
作文。b、以前老师一直说，好文章是改出来的，今天我是真正
体会到了。c、我要把这个故事说给别人听，让好朋友也来学习
贾岛的精神。）

2、希望大家课后把这个千古流传的故事讲给家长或者朋友听，
并在以后

的作文中注意细细推敲词句。

板书设计：



9、推敲

即兴写诗   斟酌文字  韩愈解疑

文献摘录：

题李凝幽居作者: 贾岛

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

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

推敲教学设计教案篇四

师：（学习第三自然段）

第二天，贾岛独自骑着毛驴返回长安，请同学们自己读读第
三自然段，了解发生了什么事。

师：书上有一幅插图，请你把图和课文对照着读，体会课文
是如何描写图意的。

生：贾岛骑着毛驴，一边吟哦，一边做着敲门、推门的动作。

生：贾岛太专心了，全然不顾长安街上的行人。

师：请你说说贾岛吟哦的诗句“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
是什么意思？

生：鸟儿在池塘边的树上栖宿，和尚（诗人）夜访好友，在
月下推开友人家的大门。



师：你是如何理解诗句的？

生：课文第二自然段已经展现了这样的画面。

师：你能联系上文来理解，真是一个好方法。

师：根据图文，各自练习演一演贾岛斟酌诗句的情景，要求
用动作、语言等表现贾岛的内心。

生：（各自练习）

（一位学生上台演）：他低着头，来回走动，口中低声地念
着诗句，但语速很快，而且只念了一遍。反复做着敲门、推
门的动作，动作也较快。

（台下的小导演们纷纷提出意见）

生：他口中念念有词做得不对，课文中说贾岛在“吟
哦”，“吟哦”的意思是有节奏地朗读诗文。而且贾岛在认
真地思考，应该念得慢一些，也可以反复念念“推”
和“敲”。

生：他的动作也需要改进，因为贾岛在思考，所以做“推”和
“敲”的动作时应慢慢地，反复做。

生：我也提一个意见，贾岛思考时肯定聚精会神，不会东张
西望。

师：小导演的意见都很中肯，再请一个同学来演一演。

（第二位学生上台演）他的表演很到位，演得很成功，看着
他那有趣的模样，台下的同学不禁窃笑起来。

师：你们就是长安街上的行人，你们为什么笑呢？



生：我看到他在大街上自言自语，感到很好笑。

生：他一边骑着毛驴，一边还做着敲门、推门的动作，看起
来非常好笑。

生：他只顾想着自己的事儿，浑然不觉是在热闹的长安街上。

师问表演的学生：贾岛，你没有觉察到大街上的人们在笑你
吗？

生：没有，我正在思考到底用“推”好还是用“敲”好。

师：你们看，贾岛为了斟酌一个字，是多么认真啊！

……

[评析]

《推敲》这个故事讲的是唐朝著名诗人贾岛为了斟酌诗中的
一个字，不知不觉闯进韩愈的仪仗队，当韩愈弄清真相后，
与之一起思考，并由韩愈敲定，从此“推敲”的故事得以流
传下来。课文表现了贾岛认真严肃的创造态度和锲而不舍的
钻研精神。

在教学中，教师运用了表演这一教学方式，取得了比较理想
的效果。

1.通过表演，学生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理解了重点词语的意
思。比如“吟哦”这个词语，在表演中，有的学生快速地念
了一遍诗，“小观众”就提出了意见，“他口中念念有词做
得不对，课文中说贾岛在‘吟哦’，‘吟哦’的意思是有节
奏地朗读诗文。而且贾岛在认真地思考，应该念得慢一些，
也可以反复念念‘推’和‘敲’。”在具体的语境中理解词
意才是真正的理解。



2.在表演中感受到贾岛严谨的创造态度和钻研精神。通
过“他骑着毛驴，一边吟哦，一边做着敲门、推门的动
作……不知不觉……”体会贾岛为了斟酌一个字眼，是多么
认真啊！

3.学生在边学边演中兴趣浓厚，演得开心，学得灵活，记得
牢固，相信这样的教学情景也会深深地印在他们的脑海中。

推敲教学设计教案篇五

1、在阅读环境中理解词的意思。

2、讲完故事，自己概括。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贾岛认真严肃的创作态度和锲而
不舍的钻研精神。

1、板书：推，指名做一做“推”的动作。

2、板书：敲，指名做一做“敲”的动作。

3、师：这两个字都表示一个动作，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词后表
示什么意思呢？

4、揭示课题：今天我们学习32课《推敲》这篇课文。

1、媒体出示预习要求：

（1）自由读课文，用合适的方法理解“吟哦、斟酌、饶有兴
致”等词语的意思。

（2）从文中找出能解释课题意思的句子，用“”画下来。

（3）思考：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2、检查预习情况。

（1）出示词语指名读后齐读：

拜访夜深人静月光皎洁即兴

推敲吟哦斟酌饶有兴致思索

（2）指名说一说“吟哦、斟酌、饶有兴致”等词语的意思。

（3）交流所划句子。

媒体出示：后来，人们就把写诗和作文时斟酌文字叫“推
敲”。

指名读、齐读后板书：斟酌文字

（4）指名选用几个词语说一说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随机板书：贾岛韩愈

（5）媒体出示：

贾岛，字阆仙。贾岛出生于平民家庭，门第寒微，曾栖身佛
门为僧，取法名无本。后来韩愈读了他的诗，劝他还了俗。
他淡于名利，酷爱吟诗，常常为构思佳句而忘乎所以，因此
被视为唐代苦吟诗人的典型。

韩愈，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文学上和柳宗元一起
倡导古文运动，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散文继承先秦、两汉古
文的传统，并有创新和发展。主要作品有《师说》、《进学
解》等。

（一）学习第二节



2、媒体出示：这时，夜深人静，月光皎洁，他的敲门声惊醒
了树上沉睡的小鸟。指名读，女生齐读。

4、出示《题李凝幽居》并范读。

题李凝幽居

贾岛

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

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

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

（二）学习课文3—7节。

1、过渡：贾岛在返回长安的路上仍然在思索着昨夜诗中的用
字，觉得“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中的“推”字用得
不够妥帖，或许改用“敲”字更恰当。

（媒体出示：点击后诗中其余三句变灰，“推”字变红后出示
“敲”字。）

交流，媒体逐句出示：

（1）他骑着毛驴，一边吟哦，一边做着敲门、推门的动作，
不知不觉进了长安城。

（从这句话体会到贾岛思考时非常投入，他不但在想，而且
还不由自主地做起了动作。“不知不觉”说明贾岛思考问题
很专心，他连进城也没有发觉。）



（2）大街上的行人看到他那个样子，都感到可笑。

（说明贾岛只顾思考，全然不知自己已经在大街上失态了。）

（3）这时，在京城做官的韩愈在仪仗队的簇拥下迎面而来。
行人、车辆纷纷避让，贾岛骑在毛驴上比比划划，竟然闯进
了仪仗队。

（当韩愈的仪仗队迎面而来时，贾岛毫无察觉，仍然在毛驴
上比比划划，并闯进韩愈的仪仗队。这足以说明贾岛思考得
多么入神啊！）

3、师小结过渡：是啊，像贾岛这种对文字锲而不舍地斟酌研
究就叫——推敲。贾岛推敲得很投入，已经到了如痴如醉的
程度。竟然连——冲撞了韩愈的仪仗队也不知道。

4、师述：韩愈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他饶有兴致地听完贾岛
的讲述，也思索起来。

（1）媒体出示：过了一会儿，他说：“还是用‘敲’更好些。
月夜访友，即便人家没有闩门，也不能莽撞推门；再则，
用‘敲’字更能衬托月夜的宁静，读起来也更响亮些。”

（2）指名读韩愈说的话，说说“敲”字比“推”字用得好的
理由。

（3）出示“这时，夜深人静，月光皎洁，他的敲门声惊动了
树上沉睡着的小鸟。”贾岛是怎么知道“鸟宿池边树”的？
（引导学生体会“敲”字是真实地写出了他当时的做法）

（4）同桌合作朗读对话。

5、师述：贾岛听了韩愈的话，心中的疑问解决了。（板书：
解疑定稿）后来，这首诗中的“推”就改成了“敲”。（媒



体出示诗文后齐读）

题李凝幽居

贾岛

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

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

1、小结：贾岛的创作态度极为严肃认真，他字字斟酌，句句
推敲，正因为这样，人们称他为“苦吟诗人”。后来，人们
就把在写诗和作文时斟酌文字叫做——（推敲）

2、同学们，古人写诗、作文时推敲文字的故事还有很多。

（1）媒体出示：

忆江南唐白居易

江南好，

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2）点击“绿”字呈现绿色，同时旁边出现“到、过、入、



满”这几个字。

（春天是绿色的。“绿”字写出了春天的特点，使人联想到
碧绿美好、生机勃勃的景象。“绿”字把春风写活了，说它
能吹绿长江两岸。）

3、希望大家课后把这两个千古流传的故事讲给家长或者朋友
听，并在以后的作文中注意细细推敲词句。

1、拓展练习。

推敲文字，在括号里填上合适的字：

春风吹绿了树梢，吹()了小草，吹皱了河水，吹鼓了杏树的
花苞。

2、作业：

（1）背诵《题李凝幽居》一诗。

（2）演一演《推敲》的故事。

[板书设计]

32、推敲

贾岛（即兴写诗）斟酌文字韩愈（解疑定稿）

《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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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敲教学设计教案篇六

教学要求：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2、了解故事的经过，理解“推敲”的含义，学习贾岛做学问
的认真态度和刻苦钻研的精神。

教学重点：

了解故事的经过，理解“推敲”的含义。

教学过程：

一、复习检查。

1、填空：

（）有个诗人叫（），早年因（），出家当了和尚。

二、导读课文。

第二自然段

1、映示图画，说说图意：

宁静的夜晚，一轮明月挂在空中。贾岛来到友人家门前，轻
轻叩响了朋友家的门。敲门声惊醒了正在池边树上沉睡的小



鸟。

2、这景色多美啊！读读课文，看看哪句话是描写这幅图的，用
“”画出来。

映示并指导朗读这句话。

3、自由朗读，说说读懂了什么？（贾岛和李凝是好朋友）

4、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贾岛和朋友李凝的友谊非同一般？

5、理解重点句：

映示：他沿着山路找了好久，才摸到李凝的家。

（1）读句子，说说这句话什么意思。

（2）指导读好这句话。

6、出卡片出示重点词语：夜深人静　月光皎洁

（1）学生展开想象，体会当时环境之幽静、迷人。

（2）指导朗读。

7、指导朗读这一自然段

8、小结：贾岛深夜访友，以诗相赠。这是故事的发生。

板书：发生深夜访友以诗相赠

第三自然段

1、说说图意：图上画了谁？他正在干什么？



2、指名读课文，思考：贾岛骑着毛驴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
做的？（分别用“－－”和“”画出有关的句子）

3、学生交流。

4、“妥帖”是什么意思？你能从这段中找出它的近义词吗？
（恰当）还有哪些词意思跟它相近？（合适　适宜　适当等）
给“或许”找个近义词。

5、表演：

甲：贾岛骑着毛驴进了长安城。

已：贾岛骑着毛驴，一边吟哦，一边做着敲门、推门的动作，
不知觉进了长安城。

（1）点评

（2）指导朗读，读出贾岛此时那种如痴如醉的样子。

6、自由练读第三自然段，同桌互读，齐读。

7、小结：贾岛反复斟酌“推敲”二字，这是故事的发展。

板书：发展　一字斟酌反复推敲

第四至六自然段

2、学生交流。

3、指导朗读韩愈和贾岛的对话。

（1）练读：韩愈的话要读出责问的语气，贾岛的话要读出诚
恳、请求原谅的语气。



（2）分角色朗读。

4、小结：贾岛不知学觉间冲撞了韩愈的仪仗队，请求宽恕。
故事进入了高潮。

板书：高潮　冲闯仪仗请求宽恕

第七自然段

1、自由朗读，思考：这主要写了什么？

2、学生交流。

4、韩愈是怎样帮贾岛改诗的？找出有关句子读一读。

5、映示：韩愈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便很有兴致地思索起来。

（1）指名读。

（2）给“思索”找近义词。

（3）想一想，“思索”能不能换成“思考”？为什么？

6、映示韩愈说的话。

（1）指名朗读。

（2）说说“敲”字比“推”字用得好的理由。

（3）映示“这时，夜深人静，月光皎洁，……”贾岛是怎么
知道“鸟宿池边树”的？（引导学生体会“敲”字是真实地
写出了他当时的做法）

7、指导表情朗读这一段。



8、小结：韩愈认为用“敲”字好，贾岛表示赞同。这是故事
的结局。

板书：结局　韩愈表态　贾岛赞同

第八自然段

2、齐读第八自然段。

三、作业：

熟读课文，准备复述。

推敲教学设计教案篇七

陈冬云 发表 

教完这篇课文后，我有三点体会：

1、找“推敲”的近义词，积累词语。

从课题入手，让学生积累词语。读了课题，我先让学生说说
课题的意思，然后让学生找一找它的近义词。学生先在书上
找到了“斟酌”这一个词。然后让学生讨论交流，再查字典、
词典，学生找到了“锤炼”、“琢磨”、“思索”等词。接
着我让学生再找一找和它意思相近的成语，学生通过交流，
又找到了“咬文嚼字”、“字斟句酌”等，学生学到这儿非
常兴奋，因为他一下子学到了、积累到了这么多词，收获真
大呀！当然很开心呢！

2、学“推敲”，用“推敲”。

学习了“推敲”的故事，我让学生也学一学贾岛，推敲一下
文中的词语，看看用得是否准确。如：（1）一天，贾岛去长



安城郊外拜访一个叫李凝的朋友。这里的“拜访”是否能换成
“访问”；（2）半路上，他想起昨夜即兴写成的那首小
诗……这里的“即兴”是否能换成“即时”；（3）再说，
用“敲”字更能衬托出月夜的宁静，读起来也响亮些。这里的
“宁静”能否换成“安静”等，学生通过交流、讨论，字斟
句酌，推敲到了课文遣词造句的妙处，从中受益。

3、养成“推敲”的习惯。

课文讲的是贾岛“推敲”的故事，其实在文坛上，“推敲”
的故事不胜枚举，善于“推敲”的文学大师、名人比比皆是。
为此，我让学生搜集、讲讲名人写文章“推敲”的故事或细
节或语录，营造浓浓的氛围，使他们内心有“推敲”，
要“推敲”。还让学生翻开自己的作文本，和同学一起推敲
作文中的词句，看看用词造句是否精当，这样，长期以往下
去，让学生学以致用，逐步养成“推敲”的好习惯。

（第一范文 友情提醒：查找本课更多资料，请在站内搜索关
键字：推敲）

推敲教学设计教案篇八

这个故事讲的是贾岛为了斟酌诗句中的一个词，不知不觉地
撞进韩愈的依仗队，当韩愈弄清真相后，与之一起思考，并
由韩愈敲定，从此“推敲”的故事得以流传下来。故事情节
动人，再现了贾岛苦苦吟咏、颇费推敲的诗人形象。

1、正确、流利，并能讲出这个故事。

2、学会14个生字。绿线中的4个生字只识不写。理解新词语
的意思。

3、会用“即使……也……”造句。



4、了解事情的经过，理解“推敲”的含义。学习贾岛认真严
肃的创作态度和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

了解故事的经过，理解“推敲”的含义。

指导用“即使……也……”造句。

投影片、录音

三课时

11 推 敲

发生 夜深访友 留诗相赠

发展 一字斟酌 反复推敲

高潮 冲撞仪仗 请求宽恕

结局 韩愈表态 贾岛赞同

教学要求：

1、学会本课的生字新词，结合课文理解词义。

2、能读通课文，初步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

教学重点：

1、读好句子，读通课文。

教学过程 ：

一、出示诗句，导入  新课。



1、映示图画。师述：夜深人静，月光皎洁。一个和尚的敲门
声打破了夜的静谧，惊醒了栖息在池边树上的小鸟。这便是
诗句“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所描绘的情景。

2、映示：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1）指名读诗句，注意读准字音。

（2）说说诗句的意思。

3、同学们通过预习，一定知道这句诗是谁写的吧？

卡片出示：唐朝 贾岛

指导读准字音。

4、映示全诗，师范读，学生齐读：

题李凝幽居

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

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

5、简介贾岛：

（1）指名朗读第一自然段。注意“和尚”的“尚”读轻声。

（2）师述：贾岛是唐朝著名的诗人。早年曾因家境贫寒，出
家做过和尚，后因韩愈欣赏他的诗才而还俗。他作诗的态度
非常严肃认真，字字斟酌，句句推敲，被称为“苦吟诗人”。



（3）卡片出示并理解带点词的意思：字字斟酌，句句推敲

6、揭题：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这个故事，题目是“推
敲”。

板书课题，齐读。

7、学生做一做“推”和“敲”两个动作，体会一下不同点。

师述：为了斟酌这两个字，至今还流传着有名的“推敲”的
故事哩！

二、听课文的朗读录音，边听边了解故事的主要内容。

三、轻声自读课文两至三遍，要求：

1、读准字音，读通句子，把课文读得正确、流利。

2、借助字（词）典并联系上下文理解下列词语的意思（布置
预习）：

皎洁 幽居 即兴 妥帖 吟哦 簇拥 斟酌 宽恕 莽撞 推敲 犹
豫不决

四、检查自读效果。

1、抽读生字卡片，注意区分平舌音、翘舌音以及前鼻音、后
鼻音。

2、读准下列加点字的读音：

和尚 恰当 差人 李凝

3、认读生字词或新词（映示）：



皎洁 妥帖 朝愈 簇拥 宽恕 门闩 莽撞

避让 响亮 沉睡 推敲 家境贫寒 夜深人静

4、指导读好下列长句：

一天，贾岛去长安城郊外拜访一个叫李凝的朋友。

半路上，他想起昨夜即兴写成的那首小诗，觉得“岛宿池边
树，僧敲月下门”中的“推”字用得不够妥帖，或许改
用“敲”字更恰当些。

月夜访友，即使友人家门没有闩，也不能莽撞推门，敲门表
明你是一个懂得礼貌的人。

5、指名分自然段朗读课文，结合上下文说说有关词语的意思。

五、指导书写生字。

皎、骑、僧：左窄右宽；

斟、酌：左右基本等宽，“斟”左高右低。

尚、妥：上小下大。

贾：上宽下窄。

愈：上大下小。

唐：第三笔要有足够的伸展。

六、作业 ：

1、见习字册。



2、抄写词语。

3、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教学要求：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2、了解故事的经过，理解“推敲”的含义，学习贾岛做学问
的认真态度和刻苦钻研的精神。

教学重点：

了解故事的经过，理解“推敲”的含义。

教学过程 ：

一、复习检查。

1、听写下列词语：皎洁 推敲 斟酌 妥帖

2、填空：

（ ）有个诗人叫（ ），早年因（ ），出家当了和尚。

二、导读课文。

第二自然段

1、映示图画，说说图意：

宁静的夜晚，一轮明月挂在空中。贾岛来到友人家门前，轻
轻叩响了朋友家的门。敲门声惊醒了正在池边树上沉睡的小
鸟。



2、这景色多美啊！读读课文，看看哪句话是描写这幅图的，用
“ ”画出来。

映示并指导朗读这句话。

3、自由朗读，说说读懂了什么？（贾岛和李凝是好朋友）

4、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贾岛和朋友李凝的友谊非同一般？

5、理解重点句：

映示：他沿着山路找了好久，才摸到李凝的家。

（1）读句子，说说这句话什么意思。

（2）结合句子选择“摸”的义项：a、用手接触一下（物体）
或接触后轻轻移动（动作演示）；b、用手探取（动作演示在课
桌内摸东西）；c、试着了解，试着做（如“摸一下他的底
细）；d、在黑暗中行动，在认不清的道路上行走。

（3）指导读好这句话。

6、出卡片出示重点词语：夜深人静 月光皎洁

（1）学生展开想象，再看投影，体会当时环境之幽静、迷人。

（2）指导朗读。

7、指导朗读这一自然段：自由练读，指名朗读，齐读。

8、小结：贾岛深夜访友，以诗相赠。这是故事的发生。

板书：发生 深夜访友 以诗相赠



第三自然段

1、映示图画，说说图意：图上画了谁？他正在干什么？

2、指名读课文，思考：贾岛骑着毛驴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
做的？（分别用“－－”和“ ”画出有关的句子）

3、学生交流。

4、“妥帖”是什么意思？你能从这段中找出它的近义词吗？
（恰当）还有哪些词意思跟它相近？（合适 适宜 适当等）给
“或许”找个近义词。

5、比较分析：

贾岛骑着毛驴进了长安城。

贾岛骑着毛驴，一边吟哦，一边做着敲门、推门的动作，不
知觉进了长安城。

（1）指名朗读。说说这两句话有什么不同，哪句好，好在哪
里？学生试做动作。

（2）指导朗读，读出贾岛此时那种如痴如醉的样子。

6、自由练读第三自然段，同桌互读，齐读。

7、小结：贾岛反复斟酌“推敲”二字，这是故事的发展。

板书：发展 一字斟酌 反复推敲

第四至六自然段

2、学生交流。



3、指导朗读韩愈和贾岛的对话。

（1）练读：韩愈的话要读出责问的语气，贾岛的话要读出诚
恳、请求原谅的语气。

（2）分角色朗读。

4、小结：贾岛不知学觉间冲撞了韩愈的仪仗队，请求宽恕。
故事进入了高潮。

板书：高潮 冲闯仪仗 请求宽恕

第七自然段

1、自由朗读，思考：这主要写了什么？

2、学生交流。

3、“犹豫不决”什么意思？联系上文，说说哪些句子具体地
写出了贾岛“犹豫不决”？

4、韩愈是怎样帮贾岛改诗的？找出有关句子读一读。

5、映示：韩愈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便很有兴致地思索起来。

（1）指名读。

（2）给“思索”找近义词。

（3）想一想，“思索”能不能换成“思考”？为什么？

6、映示韩愈说的话。

（1）指名朗读。



（2）说说“敲”字比“推”字用得好的理由。

（3）映示“这时，夜深人静，月光皎洁，……”贾岛是怎么
知道“鸟宿池边树”的？（引导学生体会“敲”字是真实地
写出了他当时的做法）

7、指导表情朗读这一段。

8、小结：韩愈认为用“敲”字好，贾岛表示赞同。这是故事
的结局。

板书：结局 韩愈表态 贾岛赞同

第八自然段

2、齐读第八自然段。

三、作业 ：

1、熟读课文，准备复述。

2、朗读、背诵《题李凝幽居》这首诗。

3、写出近义词。

妥帖（ ）推敲（ ）或许（ ）吟哦（ ）

4、写出下列加点字的意思。

幽居（ ）岛宿池边树（ ）僧敲月下门（ ）

教学要求：

1、朗读课文，复述故事。



2、指导用“即使……也……”造句。

教学重点：

复述故事。

教学过程 ：

一、谈话导入  ，激发兴趣。

同学们，“推敲”这个故事非常感人，每个同学都应该会讲
这个故事。今天这堂课我们就来开个故事会，看谁讲得最精
彩。

二、指导讲故事。

1、熟读课文。

师：要想讲好这个，先得反课文读熟了。下面请同学们一边
读，一边像放电影那样故事中的贾岛和韩愈在你的脑子里活
起来。

学生练读课文。

2、提示讲述顺序。出示板书：

发生 夜深访友 留诗相赠

发展 一字斟酌 反复推敲

高潮 冲撞仪仗 请求宽恕

结局 韩愈表态 贾岛赞同

3、学生练讲：



（1）各自练讲。

（2）分小小组练讲。

（3）各组推派代表讲。

（4）评选“故事大王”。

三、指导造句。

1、映示原句。

2、学生练读，说说上半句讲了什么，下半句又讲了什么。

3、练习：

（1）把句子补充完整：

即使明天下雨，你也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同学们也能自觉遵守纪律。

这次考试，____________________，也不应该骄傲。

4、学生交流口头造句，师生评点。

四、作业 。

1、造句。

2、练习把这个故事讲给别人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