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歌课教案(精选11篇)
大班教案是一种详细规划与安排学习内容和活动的书面材料，
它对于教师来说非常重要。教科书是一年级教学的重要教材，
这些教案范文充分发挥了教科书的价值，提高教学实效。

诗歌课教案篇一

1、能读通课文，体会文章表达的思想感情。

2、学习“爸爸”建设边疆，扎根边疆的崇高品质。

两课时。

一、学习准备，导入新课。

播放歌曲《小白杨》

一首熟悉的《小白杨》是不是又一次把我们心中那棵挺秀的
白杨树呈现在了眼前。下面，同学们把书打开，我们继续来
学习《白杨》。

二、默读课文，揭示目标。

小结：爸爸先是出神，接着是微笑，再接着是变得严肃起来，
然后是陷入沉思，最后又浮起微笑，这就是爸爸的神情变化。

三、细读课文，体会含义。

l、首先我们来讨论，爸爸为什么出神。自由读课文的
第1――4

节，想想看，能回答吗？同桌的同学可以互相讨论讨论。



2、爸爸为什么微笑呢？

请同学们认真读课文4至12节，然后我们互相交流。 （一人
读哥哥的话，一人读妹妹的话，一人读爸爸的话，一人读叙
述人的话、）

指名读。

3、爸爸的神情为什么又变得严肃起来呢？

请同学们快读课文的第14节，然后回答，好吗？

是因为爸爸要向孩子们介绍白杨的品格，所以他显得严肃起
来。爸爸用三句话向孩子们介绍了白杨的品格。试试看，能
不能把爸爸的话读通。

指名试读。

齐读。

看屏幕。教师叙述：

哪儿需要它就在哪儿生根发芽，不管是风沙还是雨雪，不管
是干旱还是洪水，它总是那么直，那么坚强，不软弱，也不
动摇。 这就是白杨的品格！

这是何等高洁的品格！爸爸在向孩子们介绍时怎能不肃然起
敬变得严肃起来呢？

让我们带着赞美、崇敬的感情再把爸爸的话读一遍．

对了，爸爸是借白杨在表白自己的心。

这种写作方法叫“借物喻人”。



板书：借物喻人

5`爸爸的心是什么呢？下面我们就来讨论．

板书：建设边疆扎根边疆

6`爸爸为什么又陷入沉思？为什么突然嘴角又浮起一丝微笑？
默读最后一节课文，想想看。

讨论。

（爸爸在沉思什么呢？……）（孩子们将来会不会和自己一
样，扎根边疆，建设边疆。）

板书：小白杨茁壮成长

四、理清线索，总结升华。

《白杨》这篇课文运用借物喻人的写法，先写白杨高大挺秀，
适应性强、生命力强的特点，借以表达爸爸扎根边疆、建设
边疆的宏伟志向。同时也表达了爸爸对孩子的期望和信任，
他相信孩子们一定会像小白杨一样，迎着风沙茁壮成长，成
为建设边疆的生力军。显示出了老一辈建设者“献了青春献
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的博大胸怀。如此胸怀怎能不叫我
们崇敬，带着这样崇敬的情感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诗歌。

五、诗歌欣赏,

白杨树——高大挺秀 直 坚强 适应性强 ‖——借物喻人

建设者——扎根边疆 建设边疆 无私奉献

诗歌课教案篇二



原文：

拔剑绕残樽，歌终便出门。

西风满天雪，何处报人恩。

勇死寻常事，轻雠不足论。

翻嫌易水上，细碎动离魂。

赏析

这首诗的作者热情地塑造出一个襟怀嵚崎磊落，慷慨豪勇，
报恩酬知己，不畏死难的剑客形象，借以寄托自己的人格理
想。真可谓志陵山岳，气吞江海，撼人心魄。

开头两句凌空起笔，描写饯别的场面和剑客的出门。酒宴将
散，剑客的.豪兴借酒而发，遂拔剑起舞，慷慨高歌，歌罢出
门，扬长而去。“拔剑”二字点出剑客的身分，一个“绕”
字，隐写剑客且歌且舞的场面，十分生动传神。我们可以想
见，酒酣之际，拔剑起舞，旁观者可以一睹剑客高超的剑术
及风采；舞剑作歌，人们又可以从其歌词中了解其超凡脱俗
的情怀，在情绪上深受感染；而剑客高歌方罢，不顾而去，
态度是那样毅然决然，毫无留恋之态，表现出一副大丈夫的
英雄气概，又该是何等令人赞叹。这里，“歌终”的“终”
字和“便”字的衔接使用，极见功力。应该说仅此开头二句，
剑客英雄豪迈的形象已跃然纸上。三、四句描绘此剑客出门
之后，踏上行途的景象。

“西风满天雪”，这是北方冬季的大自然特有的最雄浑壮丽
的画图。诗人把剑客放到如此西风狂啸，漫天大雪纷飞的背
景衬托之下，有力地烘托出剑客的英雄气质。风雪茫茫，天
地浩大，中有一人，持剑独立，瞻视前路，那该是怎样的形
象，如何的气度！更妙的是，作者还要对剑客问上一句“何



处报人恩”，意思是说，这样大的风雪，连道路都难以识别，
你到哪里去替你的恩人寻仇找敌为他报仇，来报答他对你的
知遇之恩呢？表面上这是对剑客的置难之词，却是赞扬他下
定决心，不为风雪所阻，不辞艰苦，一定要达到目的的坚定
信念。

接下“勇死寻常事，轻仇不足论”二句，正面议论；点出此
剑客固然可以为酬知己而勇赴死难；但他也决不是那种气量
狭窄，为睚眦之怨而轻生舍命的亡命徒。这里强调了剑客的
有胆有识，襟怀开阔，使其思想境界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但这两句的妙处还不仅在于此，它又暗示了此剑客的外
出“报人恩”，是一次重大的有意义的行为。

最后，全诗以“翻嫌易水上，细碎动离魂”作结，赞扬此剑
客的豪气更在战国时代为燕太子丹去行刺秦王的荆轲之上。
荆轲的勇敢事迹见于《史记·刺客列传》，书中描写太子丹
及其宾客在易岸送别荆轲的场面，历来脍炙人口：“至易水
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
士皆垂泪涕泣。

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复为羽声忼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而此剑客却嫌荆
轲的反复悲歌，感伤别离，感情未免过于细腻缠绵了，可见
二人比较，自有高下之分。

齐己是一位僧人，这首诗写得这样豪壮刚猛，肝胆照人，可
见他并未完全心归禅寂，超然物外。

诗歌课教案篇三

唐代：贾岛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



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译文】

十年辛苦劳作，磨出一把利剑，剑刃寒光闪烁，只是未试锋
芒。

如今取出，给您一看，谁有不平之事，不妨如实告我。

【注释】

剑客：行侠仗义的人。

霜刃：形容剑锋寒光闪闪，十分锋利。

把示君：拿给您看。

【赏析】

贾岛诗思奇僻。这首《剑客》却率意造语，直吐胸臆，给人
别具一格的感觉。诗题一作《述剑》。诗人以剑客的口吻，
着力刻画“剑”和“剑客”的形象，托物言志，抒写自己兴
利除弊的政治抱负。

这是一把什么样的剑呢？“十年磨一剑”，是剑客花了十年
工夫精心磨制的。侧写一笔，已显出此剑非同一般。接着，
正面一点：“霜刃未曾试。”写出此剑刃白如霜，闪烁着寒
光，是一把锋利无比却还没有试过锋芒的宝剑。说“未曾
试”，便有跃跃欲试之意。现在得遇知贤善任的“君”，便
充满自信地说：“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今天将这把
利剑拿出来给你看看，告诉我，天下谁有冤屈不平的事？一
种急欲施展才能，干一番事业的壮志豪情，跃然纸上。

显然，“剑客”是诗人自喻，而“剑”则比喻自己的才能。
诗人没有描写自己十年寒窗，刻苦读书的生涯，也没有表白



自己出众的才能和宏大的理想，而是通过巧妙的艺术构思，
把自己的意想，含而不露地融入“剑”和“剑客”的形象里。
这种寓政治抱负于鲜明形象之中的表现手法，确是很高明的。

全诗思想性与艺术性绾合得自然而巧妙。语言平易，诗思明
快，显示了贾岛诗风的另外一种特色。

《剑客》出处

相传诗人贾岛在韩愈的劝说下，参加了科举考试，他天真地
以为，凭着自己的才学一定能考中，所以，并不把“八百举
子”放在眼里，一入考场，挥笔就写，在《病蝉》诗中，痛
骂：“什么黄雀、乌鸦，都一样想害蝉。”结果被认为
是“无才之人，不得采用”，与平曾等人一起落了个“考场
十恶”的坏名。贾岛心知是“吟病蝉之句”得罪了有权势的
人，可又无可奈何。便创作了这首自喻诗。

诗歌课教案篇四

１、 认识棉、照等１３个生字。会写妈、奶等６个字。

２、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３、有关心长辈的愿望，学习体贴长辈。

认字写字和自读、自悟课文。

有感情朗读课文，培养体贴长辈的思想品质。

生字卡片、课文插图、用小黑板写好课文中人物的语言以及
难读的长句。

２课时。



第一课时

一、导入揭题

１、师板书阳光，你知道哪些关于阳光的知识？

２、今天我们要学习一篇关于阳光的课文《棉鞋里的阳光》：

齐读课题。

学习棉。

３、读了课题，你有什么想问的？

二、自主尝试，朗读课文

１、学生借助拼音自由读课文：

边读边划出难读的字词。

２、朗读接力赛：

一人读一句，如正确，下一人接着读，如有错，下一人再读，
直到读正确为止）

３、你能读对、读通哪一段，就请大胆地试一试。

４、读妈妈、小峰、奶奶说的话。

５、分角色朗读全文。

三、互相交流，认读生字

１、师范读，其他同学边听边划：



课文中有哪几个人物？哪些字音读时要提醒大家注意？

２、小组交流：

课文中有哪几个物？

哪些字音读时要提醒大家注意？

各小组派代表指出读音要注意的字词。

３、老师相应出示学生指出的字词。

４、请小老师范读、领读，多种形式读。

５、学生自读自纠，互读互纠。

６、师生共做识字游戏。

四、读顺课文，发现感知

１、生字回到课文中能不能读好？课文中哪句话最难读？

一边读课文一边找一找。

２、读了课文，你们发现了什么或知道了什么？

３、根据学生回答，出示课文人物的语言。

４、分角色练读，朗读妈妈、奶奶、小峰的话。

５、边读边想，说说读了他们的话你想说什么？

五、提出问题，自读自悟

１、读了课文，自己想提出哪些问题，自己问自己答？



２、全班交流。

３、读了课文，你们还能提出哪些问题，让同学回答？

六、看图对文，情感升华

１、出示课文插图，找一找与插图相应的段落：

图一：

男生看图，女生读文。

图二：

女生看图，男生读文。

２、想一想：

小峰这样做，妈妈会说什么？奶奶会说什么？

七、课后作业

做一件体贴长辈的事。

第二课时

一、交流讨论，巩固识字

１、出示生字卡片：

全班以开火车等多种形式认读。

２、让学生挑选自己会认的字读给大家听，并介绍识记的方
法。



３、听的同学说说自己记住了哪个字，是听谁介绍记住的。

４、挑选会认的字说词语，并说说是怎么知道这个词的。

５、做听音找卡片游戏。

二、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１、学生自由练读。

２、小组练读：

以给画面配音的形式分角色朗读、表演读。

３、全班汇报读。

三、认真观察，指导书写

１、今天我们要学习写好６个字，会读吗？

２、生观察这６个字在田字格中的位置。

３、师范写这几个字，引导观察写这几个字时要注意什么。

４、引导学生说说写这几个字时的发现。

５、出示田字格或小黑板：

学生临写，看谁写得最到位。

６、学生练写。

四、联系实际，夸夸家里人

１、你家都有哪些人？他哪方面值得你夸奖？



２、你有过关心家里人的事吗？

说出来，让大家学习学习。

诗歌课教案篇五

流年如殇，岁月如叹，一语便是一幕，一身便是一生。

撩不起属于忧年的伤，紧握的笔写不尽尘世的纷繁，那一世
的幽怨，那一念的情丝，忧断幽怨。

那一夜，夜阑多声，风雨惆怅，径亭之外的言语早已化作流
水，倾斜而下，孑身长立，默语静候。天外的月，早已消散，
此刻只许多情之夜，墨染思绪。他的影，和他情愫一样，悠
远深长。他是剑客，亦是情客，他的剑名曰无情，可他偏偏
放不下这一情字。

一身黑衣，一柄长剑，一块青色，长袍在身，长剑在手，他
的眼满是杀气，脚下皮靴被雨水浅没，豆大的雨滴打在俊朗
的脸颊上，可是他却不为所动，他的眼就像他的剑，杀气凌
厉，转眼夺命。今夜他是一个人，但他面对的却是一帮人，
他是剑客，但也是杀手。他是暗黑最得意的杀手，曾经是，
将来亦是，这句话是他杀够九百九十九个人时，暗黑统治者
也就是他的师傅对他的褒奖。师傅告诉他，作剑客尤其是杀
手，最忌动情，若动情此生必为剑所斩，他不信，问师傅，
什么是情，师傅转身就给他一个巴掌，从那时起，他不再提
情，也不允许他人在他面前提情，提情者，必杀之，所以他
的剑，名曰无情。

但今夜，他的剑有点颤抖，无情的剑锋上，还没有沾染鲜红
的血液，但他已经看到了暗黑血液，浓烈而又充满血腥味，
他清楚这血腥不是自己的，就是眼前的这帮人。他们已经相
持了几个钟头了，所谓敌不动我不动，敌若动我必先动之，
双方的僵持已让这个暗黑的夜更加可怕，他们锋利的剑在雨



水中等待着，等待着属于他们的死亡。

今夜的`剑，无情逃不掉，也避不开。他始终还是没有听师傅
的话，在他杀第一千个人的时候，他的剑留情了，她是佳人，
却也是剑客，她的剑不同于他的剑，她的剑名曰幽情，幽情
便是有情，当他的剑击落她的剑时，他看到了她面纱背后的
容颜，冰冷却又多情，看一眼便是倾城，看两眼便是倾国，
她闭着眼睛，等待着他的剑，可是等来的，却是他的离去，
他的剑收了，就像他的到来，无形无踪，但她记住了他，还
有他手中的那把无情。

此刻，他的剑动了，侧身一退，便是一进，血液顿时沾满了
长剑，暗黑者问他，可否愿意回头，他不语，因为他的剑已
刺向问话者，但奇怪自己的剑，并没有刺中问话者，他知道
问话者是师傅，是从小教他杀人的养父，他中剑了，师傅的
剑已经刺入了他的身体，暗黑的血液，顺着师傅的剑流了出
来，借着剑光他看到了一个模糊的身影，一眼倾城，两眼倾
国，没错是她，她在师傅的背后，师傅苦笑着，然后和他一
样倒下了，她的剑刺中了师傅，他看着她，笑了，他手中的
无情跌落在地上，响亮却又沉默。

第二天，他醒了，睁眼的时候，他看到了大漠，听到了雄鹰
的鸣叫，他起身，爬出马车，眼前一有一人，她一身黑衣，
一柄长剑，她问道“这把剑，你可还要？”他笑道，持无情
的人已死，要剑何用，拿过剑，变扔向了沙漠，她转身，还
是一眼倾城，两眼倾国。

风萧萧，马蹄响，夜阑卧听醉风雨，此刻他和她，放下手中
的剑，驰骋沙漠。多情剑客，无情剑，最是天下有情人。

诗歌课教案篇六

知识与能力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学会本课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过程与方法能联系课文内容，理解文中一些打比方的句子的
意思，感受瀑布的形态和声响的特点。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感受黄果树瀑布的壮美以及大自然的无
限生机对人的性情的陶冶。

教学重点与难点：指导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悟黄果树瀑布
景观的壮美和大自然无限生机对人的陶冶。

教学时间：一课时

教学过程

1、学生背诵李白的诗《望庐山瀑布》。

2、庐山的瀑布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你还见过哪些瀑布?它们
给你的印象是什么?

3、今天我们要去游览黄果树瀑布，你们想去吗?揭题

4、简介黄果树瀑布：在贵州省镇宁市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境内。
形成原因：县城西南15千米处有条白水河，这里高山重叠，
河水从东北山岭中夺路而出。到了黄果树地段，突然河床中
断了，滚滚水流顺流下跌，形成了九级飞瀑。

过度：这瀑布到底是怎样的一幅壮观景象?看录象欣赏。

1、自渎，要求：读准生字，读通句子，遇到不懂的词语查字
典解决。

2、检查自学：



(1)出示词语，指名认读，齐读。

(杰作人喧马嘶喧嚣缝隙悬挂漫天浮游撩过来气势非凡雄伟壮
观直泻而下山回谷应漂浮聆听胸膛挟来掩映沉醉)

(2)指名读通课文,评价纠正。

3、轻声读课文，想想主要介绍了黄果树瀑布的哪些方面?

4、交流：瀑布：声音、样子、水花散落再小镇上的情景;人
们的感受：下到谷地时的感受、瞻仰徐霞客塑像的感受。

5、分小组讨论，课文按游览顺序可分为哪几段?

自渎—指名读

a细读第一段：

1、指名读，理解“杰作”。

2、这一句该怎么读?突出“真是”、“杰作”。

3、再次出示录象，让学生整体感知黄果树瀑布的景观的壮美。

过渡：为什么作者把黄果树瀑布称为“大自然的杰作”?

b细读第二——四自然段：

1、自由轻声读课文，想一想，每一自然段写了什么?

2、讨论交流自然段段意。

3、默读课文，思考：黄果树瀑布的形态和声响各有什么特
点?找出课文中有关语句，用“——”划下来。电脑出示写黄
果树瀑布形态和声响特点的有关语句。



4、指导学生反复练读这三句话，说说它们分别把什么比作什
么。这些句子与一般句子相比较好在哪里?从而体会黄果树瀑
布形态的宽及声响的大。板书。

5、大声练读三个自然段，想想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来读?你最
喜欢哪一段?为什么?

6、指名有感情地读自己最喜欢地那一段，并说说为什么。

7、听录音让学生进一步感受瀑布形态的宽、声响的大及瀑布
激出的水花化为“银雨撒全街”的情景。

c细读第5——8自然段：

1、指名读第5自然段，思考：黄果树瀑布泻落在什么地方?我
们来到谷地有什么感受?

2、讨论、交流。泻落在一片群山环抱的谷地里。着重体
会“群山环抱”的意境，为下文“圆形的乐池”、“四周乐
声奏鸣”的理解作铺垫。感受是“那道瀑布”离我们“近得
很”。“仿佛一伸手便可以撩过来洗洗脸。”“撩”在文中
的意思，用手舀水由下往上甩出去。“瀑布泻入谷地溅出的
水珠直洒到我们的脸上，凉丝丝的，舒服极了。”

板书：感受：舒服

3、听录音，让学生获得那种舒服极了的真实感受。

4、小结节意：写下到谷地的感受。

5、轻声读课文6—7自然段，说说哪些句子自己读懂了，哪些
句子还读不懂，需要别人帮助。

6、电脑出示句子，着重理解这两句话：



(1)“四周乐声奏鸣，人就像漂浮在一片声浪之中，每个细胞
都灌满了活力。”灌：浇，灌注。乐声奏鸣、声浪各指什么?
指瀑布的声响大。

(2)“聆听着訇然作响的瀑布声……挟来大自然无限的生
机。”挟：夹在胳膊下，然后理解整个句子的意思。

7、反复练读，让学生体会自然景观对游人心情的影响,使其
察觉大自然的勃勃生机与人的生命活力的联系,对人的身心的
陶冶。

8、小结6——7节意，与第5节合并。

9、导读第八自然段：

(1)齐读后，简价徐霞客的生平，说说“沉醉”的意思。

(2)小结段意：写瞻仰徐霞客塑像的感受。

1、有感情的齐读全文，说说作者为什么把黄果树瀑布称为一
部大自然的杰作?

2、填空：

这是一篇——，写了“我们”在————，描绘
了————————————，讴歌了——-——。

1、摘录文中打比方的句子。

2、造句。

3、仿写一处景物，注意写出自己的感受。

首先，我在课前利用多媒体播放那英等歌星歌唱《黄果树瀑
布》，激情澎湃的歌声能激起学生的热情，课堂中再为学生



展示了黄果树瀑布的美景图，有声响的视频能很快将学生带
入到壮观的瀑布世界，如此一来，唤起学生对“黄果树瀑
布”的喜爱与向往之情。这样做，不仅激起了学生学习新课
的浓厚兴趣，而且提升了学生的审美能力，让他们产生热爱
大自然的情怀。课堂教学时，我巧妙地赋予学生游客的身份，
使学生对文本产生浓厚的兴趣，激发了他们的好奇心。

其次，这篇课文作者的高明之处是运用优美的语言，真实细
腻而又具体生动地描绘了黄果树瀑布的壮美无比、生机无限，
文中运用了许多修辞手法，如比喻、夸张、对比等。本课长
句子也较多，在教学第一课时时，我便重点让学生读通读顺
全文，并读出感情，领悟作者运用多种修辞手法对景物进行
描写的好处。引导学生抓住课文的重点即“写瀑布声响、形
态、感受”的句子重点品悟，品味瀑布的特点，感受作者的
用词之美和精准，并很好地为第二课时的学习打下基础。

再次，《语文课程标准》第二部分“课程目标”第三学
段(5—6年级)中指出：“在阅读中揣摩文章的表达方法。”
教学本课时，我引导学生掌握文章的写作结构和写作顺序。
文章第一句话是全文的总起，作者运用总—分的写作结构，
从不同角度对黄果树瀑布进行了描写。全文运用“移步换
景”的写作方法，从不同角度、不同方位，描写了自己的所
见、所闻、所感，教学时我适时地提醒学生学习这一写作方
法，并且安排课外练笔，让学生做到学以致用，并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

黄果树瀑布语言优美，教学本课时，运用诗句总结本课
时：“黄果树瀑布是大自然的杰作，是悬挂在天地间的歌;她
用动人的歌喉谱写了天地间雄壮的乐章，让我们下一节课再
来继续黄果树瀑布之旅!”此笔我觉得为画龙点睛之笔，让学
生的审美情感得到了升华，为第二课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诗歌课教案篇七

剑客

作者：贾岛

十年磨一剑， 霜刃未曾试。

今日把示君， 谁有不平事？

剑客翻译：

用了十年工夫磨制出一把宝剑，剑刃寒光闪闪却还没有试用
过。今天，把它拿给您看，请告诉我谁有不平的事要伸张。

剑客字词解释：

剑客：行侠仗义的人。

霜刃：形容剑风寒光闪闪，十分锋利。

把示君：拿给您看。

剑客背景：

相传诗人贾岛在韩愈的劝说下，参加了科举考试，他天真地
以为，凭着自己的才学一定能考中，所以，并不把“八百举
子”放在眼里，一入考场，挥笔就写，在《病蝉》诗中，痛
骂：“什么黄雀、乌鸦，都一样想害蝉。”结果被认为
是“无才之人，不得采用”，与平曾等人一起落了个“考场
十恶”的坏名。贾岛心知是“吟病蝉之句”得罪了有权势的
人，可又无可奈何。便创作了这首自喻诗。

剑客赏析：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

“良工锻炼凡几年，铸得宝剑名龙泉。”而此剑是“十年磨
一剑”，可见其制作精良足可与传说中的龙泉宝剑比肩。开
篇先侧写一笔，已显示出此剑非同一般。接着，正面一
点：“霜刃未曾试。”写出此剑颜色如霜雪，闪烁着寒光，
是一把锋利无比却还没有试过锋芒的宝剑。虽说“未曾试”，
而跃跃欲试之意已流于言外。此剑一出，定会使人“咨嗟叹
奇绝”的，这里同时表现了作者的充分自信。这位剑客经过
潜心修养，苦练多年，身怀绝技却还没有机会一显身手，便
不禁跃跃欲试，期盼能有表现自己才能的机会。这两句咏物
而兼自喻，意在以宝剑未试来比喻自己抱负和才华不得施展。
诗人未写自己十年寒窗刻苦读书的生涯，也未正面写自己出
众的才能和宏大的理想，然而通过托物言志，已可洞悉诗人
的心理。这种寓政治抱负于鲜明形象之中的表现手法，确是
很高明的。

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为何铸剑十年却从未露过锋芒呢？只是因为能识此宝之人尚
未出现。高山流水，知音难觅。怀才不遇者正如抱玉的卞和，
如果赏识自己的人始终不出现，岂不是要活活哭死。幸运的
是，韬光十载，而如今终于得遇知贤善任的知音――“君”，
那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于是今日剑客便毫不犹豫地亮出了
宝剑，充满自信地说：“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今天
将这把利剑拿出来给你看看，告诉我，天下谁有冤屈不平的
事？此句将剑客的豪侠之风表现得痛快淋漓，仿佛剑鸣于匣，
呼之欲出，读之使人顿感血脉喷张，怒发冲冠，一种急欲施
展才能，干一番事业的壮志豪情，跃然纸上。

同样以咏宝剑言志的诗还有唐代郭震的《古剑篇》，此诗化
用古代著名的龙泉宝剑的传说。诗中有“虽复沉埋无所用，
渊能夜夜气冲天”的句子，与贾岛的这首《剑客》一样，在
借咏剑以寄托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抒发不遇感慨的同时，表



现了一种虽然身处困顿之中，却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
自己终究不会被埋没，终将破壁飞腾而去的强烈自信。

这首诗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得自然而巧妙。由于这首诗是借
咏剑以寄托理想，因而求鲜明，任奔放，不求技巧，不受拘
束。诗人所注重的是比喻贴切，意思显豁，主题明确。其艺
术上的突出特点在于语言平易，诗思明快，诗句短小精练，
更有一种干练豪爽的侠客之风，显示了贾岛诗风的另外一种
特色。全诗感情奔放，气势充沛，读来剑中见人，达到人剑
合一的艺术效果。实际上，这首诗在艺术上的成就，主要不
在形式技巧，而在丰满地表现出诗人的形象，体现为一种典
型，一种精神。诗人以剑客的口吻，着力刻画“剑”和“剑
客”的形象，托物言志，抒发了兴利除弊、实现政治抱负的
豪情壮志。

作者资料：

贾岛（779～843年），字浪（阆）仙，又名瘦岛，唐代诗人。
汉族，唐朝河北道幽州范阳县（今河北省涿州市）人。早年
出家为僧，号无本。自号“碣石山人”。据说在长安（今陕
西西安）的时候因当时有命令禁止和尚午后外出，贾岛做诗
发牢骚，被韩愈发现才华，并成为“苦吟诗人”。后来受教
于韩愈，并还俗参加科举，但累举不中第。唐文宗的时候被
排挤，贬做长江（今四川蓬溪县）主簿。唐武宗会昌年初由
普州司仓参军改任司户，未任病逝。

诗歌课教案篇八

《假如》第一课时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

1、认识9个生字，会写8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使学生有关爱他人，关爱环境的愿望。

课前准备：

多媒体课件、课文朗读录音、绘画用品。

教学时数：

两课时

课时内容目标：

使学生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背诵课文，有关爱他人、关爱
环境的愿望。

教学过程 ：

一、故事导入 ：

1、小朋友们，你们听过《神笔马良》的故事吗？谁能给大家
简单地讲一讲？

2、马良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神笔，为穷人做了很多好事，假
如你有一支马良的神笔，你会做些什么呢？（请同学们自由
谈一谈）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学生自由读课文，画出不认识的字。

2、出示课件，认读生字，检查认读情况，并鼓励学生寻找自
己最喜欢的方法识记生字。



3、开火车读课文，检查朗读情况，师生正音。

4、整体感知课文内容：假如有一支神笔，诗中的小朋友要实
现哪些愿望？（引导学生用“我用马良的神笔为——画。”
说话，师随机板书、板画）

三、细读课文，感悟语言、感情朗读。

1、小组自学。

2、指名汇报小组自学结果，师加以适当的引导。

（1）你最喜欢哪一小节，为什么？

（2）你认为这一小节中哪些词、哪些句子用的最好？为什么？
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指名读，师相机指导。

（3）比较感悟句子。

我要给小树画个太阳，让小树也能成长。

我要给窗前的小树画一个红红的太阳，让小树在冬天也能快
活的成长。

你喜欢哪个句子？为什么？

我要给小鸟画许多谷粒。

我要给树上的小鸟画许多好吃的谷粒。

（同上。）

2、总体朗读指导。

（1）“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这句话在这首诗中出现



了四次，朗读时怎样处理？

（2）“画一个红红的太阳”“画许多好吃的谷粒”“画一双
好腿”。这三处感情有什么不同？假如你是小树，小鸟、西
西，你怎么读这三个句子?（指导学生分别读出“兴奋——喜
悦——沉重”的语气。）

（3）比赛读，师生评价，让学生在边听边评中提高朗读水平。

（4）创设情境诵读课文。（闭眼想象与课文有关的画面，或
者用笔画出这些画面。）

三、指导背诵，积累语言。

选你最喜欢的一节背诵下来。

找自己的好朋友，竞赛背。

四、扩展活动

诗歌课教案篇九

通过充分的备课，我展示了《那树》的教学过程，讲过课之
后，和同事们共同讨论，这时我才发现，在这节课的教学中
还存在着很多不足。

1、课堂活动形态和活动内容的不协调。

课堂的最后一个环节，“如果你是交通专家，你会如何处理
那棵树？小组讨论，写下来，请发言人来发言”。这个环节
设计的本意在于：学生在对文章主旨有了感性的认识后，加
入自己对这一事件的理解，进而做到自我的发现。然而，小
组讨论的形式，主要是学生通过互相合作，使问题的解决更
全面，更深入的过程。而此时，学生对老树被杀一事，已经



有了很感性的自己的理解，其实“面对人类你想说什么”这
个问题应该是指向个人的，这是一个学生个人对文本阐发的
过程。事实证明，学生后来的书写也多表达了个人的意见。

2、学生发现以后教师的点评不到位。

在发现的课堂上，课堂时间应该还给学生，这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教师的时间少了，是否意味着教师的主要任务在备课，
在怎样把课堂连缀起来？或者，教师在课堂上的作用就轻描
淡写了呢？当然不是。我以为，课堂上教师的时间少了，就
意味着教师的语言要更简练更精细了。学生发现之后教师的
点评就显得格外重要了。然而在这堂课上，教师的'点评基本
是归纳和复述式的。学生的发现是精彩的，教师的点评却软
弱无力，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生的进一步发现。事后，
我想，教师的点评是否可以从这几方面着手发展：延伸式的
点评；问题式的点评；归纳式的点评；指摘式的点评。当然，
从此次的问题中我知道，教师点评的功力该在平时苦练。

在这堂课上，存在的问题还很多，比如：学生发现的时间不
够；比如：有的地方有教师赶着学生发现的，或教师代替学
生发现的。

这次讲课，使我对语文教学有了全新的认识，一节课，百样
讲，但学生的接受效果却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教师要不
断的钻研教材，改进教学方法，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
学他们想学的，做他们爱做的，使学生对语文学科提高兴趣，
每节课、每个人都能学有所得，学有所获。

诗歌课教案篇十

1.通过搜集资料，使同学了解全国各地丰富的特产，培养同
学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

2．阅读《俺爱故乡的杨梅》，了解课文从两个方面抓住特点



来描写故乡的杨梅，体会作者对故乡的热爱。

3．口语训练：做一名小导游，向大家介绍自身家乡的一种特
产。

4．为自身家乡的特产写一份广告。

同学收集有关家乡特产的资料。

4课时

第一课时

1．找出自身熟悉的水果和产地。

2．再查找资料，了解其它水果产地，多了解一些物产的产地。

一、问题激趣，导入课题。

同学们，你们喜欢吃什么水果呢？知道它们产于何地呢？

二、组织学习活动，积累知识。

1．指导同学把自身熟悉的水果和产地连起来。

2．全班交流完成情况。

4．引导同学写出文中a2课题物产的产地，鼓励同学多写。

5．交流同学所写的内容，随机指导同学把产地定正确。

6．同学独立完成a3，画出各组中不是同一类的特产。

7．交流同学完成情况，并引导说出为什么？



三、小结点拨。

四、安排作业。

第二课时

导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激发兴趣。

二、引导古诗，了解大意，体会感情。

1．同学自身读二首古诗，自学不认识的字词。

2．同桌互说诗的大意。

3．全班交流，指名说出二首古诗的大意。

4．指导有感情地朗读二首诗。

5．配乐朗读，创设情境，同学谈从诗中感受到了什么，引导
同学体会诗中表达的感情。

6．全班有感情地朗读背诵全诗。

三、引导学习阅读课文《俺爱故乡的杨梅》。

1．同学自读课文，画出不认识的字自学。

2．默读课文，说说课文按怎样的顺序叙述的？

3．重点读读自身喜欢的局部，说说为什么喜欢？

根据同学回答，指导感情朗读课文。并抓住重点词句通过删
词换词等方法让同学体会语句的优美。



四、总结，安排作业。

第三课时

导学过程：

一、谈话引入，揭示学习内容。

同学们，上节课俺们从古诗和和阅读课文中感受到了故乡鲈
鱼的美，杨梅的甜润，这节课俺们也来向大家介绍介绍家乡
的特产。

二、介绍家乡特产，为写打基础。

2．学习作者介绍杨梅的方法，现在假如你是一名小导游，你
怎样向客人介绍自身家乡的一种特产呢？先在小组讨论，互
相说说。

3．全班优秀几名同学当小导游给大家介绍。

三、引导交流，同学通过问、查后对本地特产的介绍。

四、潜移默化，引导写作。

3．引导同学回忆印象深刻的广告用语或产品介绍，点拨这些
广告或产品介绍主要是抓住产品的特点，用简单的词语或句
子高度概括，并且要配合生动活泼的画面。

4．同学构思作文。

五、巡视点拨。

第四课时

一、同学继续写作文。



二、教师巡视、指导。

三、交流写好的作文。

诗歌课教案篇十一

活动目标：

通过操作探索感知空气与燃烧的关系。

主动参与实验探索。

通过实验培养互相礼让，学习分工合作的能力。

活动重难点：

燃烧需要空气

蜡烛燃烧时间长短与空气多少的关系

活动准备：

蜡烛打火机杯子记录表

活动过程：

一、设疑，引发探索兴趣

(一)师出示一支蜡烛，引导幼儿发散思维。

师：你有什么办法让蜡烛亮起来呢?

(吹、扇……)

(二)引导幼儿进行逆向思维。、师：用什么办法把它熄灭呢?



(吹、扇……)

(师操作点燃两支蜡烛，一支罩杯子，一支不罩)

1、你观察到什么现象呢?

(罩杯子灭，不罩没灭)

2、为什么这支蜡烛还在燃烧?

(空气……)

3、这支蜡烛怎么灭的?

(罩杯子)(慢慢的一点一点灭的)

4、为什么罩上杯子，蜡烛会慢慢地一点一点地熄灭呢?

(空气……)小结：燃烧需要空气，杯子里的空气越来越少，
蜡烛就会慢慢熄灭。

三、分组操作，进一步感知空气与燃烧的关系师：再来做一
个小实验，请小朋友到你们相应的组坐好，先来看有什么用
具。

2、这个实验要第组小朋友共同完成，但是分工不同，有一个
小朋友来点蜡烛，3个小朋友罩杯子，现在给大家一分钟时间
协商，商量好后请以上坐好。

3、谁来点蜡烛?

要求：空气谁来罩杯子呢?

要求：一个杯子罩一支蜡烛，一定要同时罩有什么办法可以
做到同时罩呢?



(……)那我们就来用这种方法。

4、介绍记录表请你们用线条表示蜡烛燃烧时间的长短。

5、幼儿操作，师巡回指导。

6、交流结果谁把你的记录结果说给大家听?

为什么会这样呢?杯子里空气一样多吗?

四、活动延伸：用什么方法让即将熄灭的蜡烛再燃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