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文枫桥夜泊教学教案设计(通用8篇)
通过高二教案，教师可以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和进度，提高课
堂效率和学习效果。数学课程：《整数的加减法》教案。

课文枫桥夜泊教学教案设计篇一

1、借助注释，理解诗义。

2、透过意象，感受诗情。

3、比较阅读，体验意境。

搜集秋诗、秋词。

课程标准认为，“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
过程”，“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
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
迪，享受审美乐趣”。古诗以其凝练的语言，生动的意象，
真挚的情感，优美的意境为教师与学生提供了一个广阔而富
有意趣的对话空间。本课试图利用诗歌文本特点，搭建师生
对话平台，引领学生走进诗人内心深处，进行一次充满情趣
和美的对话。

师生交流秋诗、秋词，这些诗词中弥漫着一种较为普遍的悲
秋情绪。学生写“愁”字，说说“愁”字上头为何是
个“秋”字的理解，建立秋景与秋思之间的联系。

1、小组合作，借助注释理解诗意。

2、展开想象：诗人是怎样通过景物来表现愁思的。大胆猜想：
诗人为什么而愁。意象统整：仿佛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
想到了什么。朗读感悟：情境描绘中朗读，诗歌朗读中悟境。



1、描绘诗人眼中的秋色。

2、比：杜牧的心境跟张继是否一样。赏：欣赏红叶图片，谈
感受，诵诗句。悟：从一、二两句诗中体悟诗人的爱秋情怀。

1、同样处在深秋，同样不得志，为何心境会如此迥然相异。

2、假如杜牧遇上张继，会对张继说些什么。

3、补充一些爱秋诗，如，《赠刘景文》、《秋词二首》等。

课文枫桥夜泊教学教案设计篇二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培养学生对诗的感悟能力，想像诗所描绘的画面；

3.体会诗人浓浓的愁绪。

【教学重难点】

想像诗的画面，体会诗人感情。

【课时安排】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质疑导入

江苏的寒山寺因为唐代诗人张继一首《枫桥夜泊》而名噪一
时，无数的诗人墨客均至此题诗作画吟咏，引来上成千上万
的游人，枫桥也一跃成为苏州三百余座名桥之首。这首诗究
竟散发是怎样的魅力，让我们一同走进张继的《枫桥夜泊》。



二、初读课文，把课文读流利。

三、了解课文大意

1.解释题目。

2.对照课后注释，了解每句诗的大体意思。

四、感受画面

祖国古诗历来注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通过刚才的读，
你仿佛看到了什么。

五、分析课文，丰富认识

2.面对这良辰美景，诗人是怎样一种心情？从诗中的哪个字
可以看出来？

3.诗人可能在愁些什么？

乌鸦的叫声本来就很凄惨——

天气寒冷，周围布满了霜气——

河边孤单的枫树——

渔船上的点点灯火——

远处传来的悠远的钟声——

总之，全诗着一“愁”字，使得诗人所看到的，听到的，触
到的，都染上的浓浓的“愁”的色彩。看到了吧，这就是诗
人的高明之处。

带着诗人的愁绪，我们再来读一读这首诗，边体会诗人的心



情，边想像画面。

4.你愁过吗？是否看到了哪些美好的东西使你更愁了呢？看，
诗人写得多真实呀！带着诗人的愁，想一想自己曾有过的愁，
我们再来读这首诗，一定会有新的感受。

六、情境创设，加深理解

七、背诵本诗。

课文枫桥夜泊教学教案设计篇三

1、吟诵《枫桥夜泊》，体会古诗描写的景，体会作者的心情
及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2、背诵并默写这首诗。

学习古诗的内容，想象诗中描写的情景。

感悟品味诗中所表达的意境。

：一课时

背诵课文

一、简介时代背景和作者

张继是唐代大诗人。

二、释题：

（夜晚）把船停泊在枫桥边。

三、范读诗歌(听录音带)



四、读诗歌，提出疑问。

读诗歌，借助注释想象诗意，提出疑问。

（为什么诗人一夜未睡呢？）

五、试讲诗歌描写的景色

1、同座对讲。

2、指名试讲。

（月亮渐渐落下，听到乌鸦哇哇地啼叫声，天空中布满了寒
霜，诗人面对江边的枫树，渔船上的灯火，满腹忧愁而难以
入睡。这时，姑苏城外寒山寺里夜半敲钟的声音传到客船上
来了。）

六、指导朗读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七、读诗，体会古诗表达的思想感情。

朗读时要想象诗中景象，体会诗的意境。

八、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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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这首诗情景描写真切，画面清新，因而历来为人传诵，
甚至使得枫桥和寒山寺也因而名扬天下。

枫桥夜泊

(唐)张继

所见月落霜满天

江枫渔火

所闻乌啼钟声

作业：

背诵并默写这首诗。

课文枫桥夜泊教学教案设计篇四

（本课题教时数：2本教时为第1教时课型：新授）

教学目标：

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山行》，学会本
课生字，理解生词，理解诗意。

教学重、难点：

体会诗中描绘的秋色和诗人抒发的感情。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指背学过的古诗。

2、导入新课，板书课题。

3、简介作者。

4、解题：“山行”就是在山上行走。

过渡：诗人在山上行走时，看到了什么景色呢？

二、学生自学课文

1、轻声自由读课文，读准字音，画出生字。

2、再读课文，边读边想：这是什么季节，作者在山路上看到
了什么景色？

三、检查自学效果

1、认读生字。2、指名读课文。

3、回答问题：深秋季节，作者在山路上看到了枫林美景。

四、理解诗句

1、读第一行诗。

理解“远上”“石径”“斜”。为什么称“寒山”呢？

用自己的话说说第一行诗的意思。

2、读第二行诗。

理解“白云深处”。说说第二行诗的意思。



指名把一、二两行诗的意思连起来说一说。

小结：前二行诗写诗人看到的山林远景。

3、读第三行诗。

理解“坐”、“爱”。为什么诗人要停下来不走呢？

看图，诗人眼前看到的是什么？谁能用自己的话说说第三行
诗的意思？

4、读第四行诗。

理解“霜叶”、“红于”。霜叶比什么还红？说说第四行诗
的意思。

把第三、四行诗的意思连起来说一说。

小结：这两行是写诗人看到的枫林近景。

5、用自己的话说说全诗的意思。

五、总结课文

六、指导朗读，背诵这首诗

自由练读、指名读、齐读。

练习背诵。

七、指导书写

作业：1、用自己的话说说诗的意思。2、背诵古诗。3、抄写
《山行》。



板书：3、古诗两首

山行

近景远上寒山石径斜，

白云深处有人家。

远景停车坐爱枫林晚，

霜叶红于二月花。

（本课题教时数：2本教时为第2教时课型：新授）

教学目标：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枫桥
夜泊》，学会生字，理解生词，理解诗意。

教学重、难点：体会诗中描绘的秋夜美景和作者抒发的感情。

教学过程：

一、复习

1、背诵《山行》。

2、这首诗描写了什么景色？

二、学习《枫桥夜泊》

1、揭题，解题。

（1）板书课题。指名读题。

（2）解题，简介作者。



2、自学课文。

（1）轻声自由读课文，读准字音，画出生字。

（2）默读课文，遇到不理解的字词查字典。

（3）想想每句诗的意思，同桌可以讨论。

3、检查自学情况。

认读生字，指名读课文，质疑。

4、逐句理解诗意。

（1）学习第一、二两行诗。

出示挂图：诗人看到的是什么景色呢？

在这清冷、幽静的环境里，诗人这时是什么心情呢？

理解“愁”。谁能用自己的话说说前两行诗的意思？

（2）学习第三、四行诗。

指名读这两行诗。“姑苏”指哪儿？“到”什么意思？说说
后两行诗的意思。

（3）用自己的话说说全诗的意思？

5、总结全诗，体会感情

这首诗作者描写了哪些景物？抒发了诗人什么样的心情？

6、指导朗读，练习背诵。



7、指导书写。

作业：1、用钢笔描红、临写。2、背诵课文。3、抄写词语。

八、综合练习

1、   比一比，再组词。

径（      ）  泊（       ）  渔
（       ）  鸟（       ）

经（      ）  伯（       ）  鱼
（       ）  乌（       ）

2、   解释带点字的意思，并写出诗句的意思。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叶花。

坐：            于：        

。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啼：            愁：        

。

3、根据课文内容填空。

。

听到的声音
是                                     。



板书：　3、古诗两首

枫桥夜泊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所见所闻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课文枫桥夜泊教学教案设计篇五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培养学生对诗的感悟能力，想像诗所描绘的画面；

3、体会诗人浓浓的愁绪。

教学重难点

想像诗的画面，体会诗人感情。

教学过程

一、质疑导入

江苏的寒山寺因为唐代诗人张继一首《枫桥夜泊》而名噪一
时，无数的诗人墨客均至此题诗作画吟咏，引来上成千上万
的游人，枫桥也一跃成为苏州三百余座名桥之首。这首诗究
竟散发是怎样的魅力，让我们一同走进张继的《枫桥夜泊》。

二、初读课文，把课文读流利。



三、了解课文大意

1、解释题目。

2、对照课后注释，了解每句诗的大体意思。

四、感受画面

祖国古诗历来注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通过刚才的读，
你仿佛看到了什么。

五、分析课文，丰富认识

2、面对这良辰美景，诗人是怎样一种心情？从诗中的哪个字
可以看出来？

3、诗人可能在愁些什么？

乌鸦的叫声本来就很凄惨——

天气寒冷，周围布满了霜气——

河边孤单的枫树——

渔船上的点点灯火——

远处传来的悠远的钟声——

总之，全诗着一“愁”字，使得诗人所看到的，听到的，触
到的，都染上的浓浓的“愁”的色彩。看到了吧，这就是诗
人的高明之处。

带着诗人的愁绪，我们再来读一读这首诗，边体会诗人的心
情，边想像画面。



4、你愁过吗？是否看到了哪些美好的东西使你更愁了呢？看，
诗人写得多真实呀！带着诗人的愁，想一想自己曾有过的愁，
我们再来读这首诗，一定会有新的感受。

六、情境创设，加深理解

诗人经历过了无数个夜晚，但是这个夜晚却与众不同，在诗
人眼中，这是一个怎样的夜晚？

七、自由背诵本诗。

课文枫桥夜泊教学教案设计篇六

本节课从诗句的理解中发散想像，自然创设情境，给学生一
个较直观的形象，利用开放式的教学形式，让学生自主、合
作探究、创造性地学习。

教材分析

《枫桥夜泊》讲诗人张继泊船苏州城外的枫桥，江南水乡夜
优美的景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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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背诵课文。

2、通过对诗句的诵读感悟，体会诗中描绘的秋色和诗人抒发
的感情。

教学重点

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背诵课文。



教学难点

通过对诗句的诵读感悟，体会诗中描绘的秋色和诗人抒发的
感情。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一、启：枫桥钟声越千年

（大屏幕出示）

留连的钟声

还在敲打我的无眠

尘封的日子

始终不会是一片云烟

——陈小奇《涛声依旧》

师：谁来读一读？大家注意看，歌词中有一个词叫“无眠”，
谁知道“无眠”的意思？

师：留连的钟声，还在敲打我的无眠。那么，这是从哪里传
来的钟声呢？大家看——

（大屏幕出示）

十年旧约江南梦，

独听寒山半夜钟。



——【清】王士祯《夜雨题寒山寺》

师：读得好！那么，从诗中看，这是哪里的钟声呢？

生：寒山寺的。

生：十年。

（大屏幕出示）

几度经过忆张继，

月落乌啼又钟声。

——【明】高启《泊枫桥》

师：张继？张继何许人也？为什么几度经过都要忆张继呢？
大家看——

（大屏幕出示）

七年不到枫桥寺，

客枕依然半夜钟。

——【宋】陆游《宿枫桥》

1.早在八百多年前，宋朝诗人陆游就写到过寒山寺的夜半钟
声。来，我们一起读！

2.从诗中看，七年前陆游曾经到过哪儿？

4.七年之后，诗人陆游又到了哪儿？又听到了什么？

如果不是“十年”，而是“百年”，诗人还会怎样写呢？



如果不是“百年”，而是“千年”呢？

师：十年不变是钟声，百年不变是钟声，千年不变的还是钟
声。

（大屏幕出示）

留连的钟声

还在敲打我的无眠

尘封的日子

始终不会是一片云烟

——陈小奇《涛声依旧》

十年旧约江南梦，

独听寒山半夜钟。

——【清】王士祯《夜雨题寒山寺》

几度经过忆张继，

月落乌啼又钟声。

——【明】高启《泊枫桥》

七年不到枫桥寺，

客枕依然半夜钟。

——【宋】陆游《宿枫桥》



师：听！陈小奇的笔下有钟声，我们一起读——

生：（齐读陈小奇的歌词）

师：听！王士祯的笔下有钟声——

生：（齐读王士祯的诗句）

师：听！高启的笔下也有钟声——

生：（齐读高启的诗句）

师：再听！陆游的笔下还有钟声——

生：（齐读陆游的诗句）

师：问题来了！问题来了！你的问题是什么？

二、讲授新课

师：读读这首诗，自由读、反复读、读清爽、读通顺。（生
自由读）

师：好，字字落实。注意了“眠”是前鼻音，“寺”是平舌
音，这叫清清爽爽，还要有板有眼地读。（生读）

师：一起来读读，你们读前四字，老师读后三字（师生合作
读）。

师：再反过来读（师生再合作读）。

师：老师读题目，你们读诗句（生齐读）。

师：就是这样，读出味道，读出节奏。读诗不仅要读出味道，
读出节奏，还要读出感觉，读出情绪。你读后的情绪是怎样



的，用一个词说说。

生：愁绪满怀、失落、孤独、忧愁、凄苦……

师：老师提一个问题考考各位。张继枫桥夜泊是睡觉时，这
个夜晚他睡着没有？

生：没有。

师：诗中哪个词告诉了我们？

生：愁眠。

师：“愁眠”是什么意思？找一个近义词。

生：失眠、无眠、难眠、不眠。

师：齐读“愁眠”这个词（生齐读）；想想愁眠的滋味，再读
（生齐读）；轻一点（生再齐读）。

师：在“愁眠”中作者看到了什么？按照诗的顺序说。

生：月落

生：江枫。

师：江枫在你眼里是怎样的一幅画面？

生：火红的枫叶在江风中瑟瑟摇曳。

师：因为愁眠在江中看到了什么？

生：渔火。

师：怎样的渔火？



生：忽暗忽明的、隐隐约约的。

师：愁眠啊愁眠，因为愁眠，他听到了什么？

生：钟声。

师：在哪？（生：姑苏城外寒山寺）什么时候（生：半夜）

师：愁眠啊愁眠，因为愁眠还听到了什么？

生：乌啼。   

师：那是什么样的乌啼？ （生： 孤独、凄惨）

师：愁眠啊愁眠，因为愁眠诗人还感到了什么？

生： 霜满天

生：是因为愁眠，所以感觉霜满天。

师：所以，不是满天的霜，而是满天的——

生：是寒满天，冷满天。

师：看诗句。月落是景，乌啼是景，江枫是景，渔火是景，
霜天是景，钟声是景。这景那景都围绕着（生：愁眠），都
伴随着（生：愁眠），都笼罩着（生：愁眠）。用作者自己
的话来说就是——（生：对愁眠。）

师：对是什么意思？体会过对的味道吗？

有人说这里的“对”是指“伴”。换上去读一读（生读），
通吗？（生：通）。行吗？（生：行）。味道一样吗？（生：
不一样）。



师：让我们展开想象的翅膀，听老师读这首诗，一边听一边
感受，此时此刻，此情此景，背井离乡的张继，浪迹天涯的
张继，无法入眠的张继，最希望谁来陪他？（师范读）

生：最希望朋友来陪他。

生：母亲、家人、妻子  ……

师：但是，漫漫长夜，这里没有亲朋好友相伴，没有父母兄
弟的相伴，没有妻儿的相伴，这里没有伴，只有——（生：
对），只有——（生：对）。师：这一“对”，对出的是张
继心中的无限——（生：愁、悲伤、忧愁、寂寞、孤独）。
于是情动于衷而辞发于外，《枫桥夜泊》就这样诞生了。
（配乐，吟唱）、（生齐读）。

师：月亮西沉乌啼声声，霜气布满了整个秋天；江枫瑟瑟渔
火点点，寒山寺的夜半钟声划破了寂静的秋夜。此情此景，
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的张继情不自禁在心中轻轻念道——（生
读诗）

师：姑苏城外寒山寺——（生接读：夜半钟声到客船）（反
复三次，声音一次比一次轻）

课文枫桥夜泊教学教案设计篇七

教学目标：

1、 读准字音，读通整首诗。

2、理解诗句的意思，有感情地朗读，并能背诵诗歌。

3、 培养学生对诗的感悟及想象诗中所描绘画面的能力，体
会张继漂泊在外的愁思。



教学重难点：

培养学生对诗的感悟及想象诗中所描绘画面的能力，体会张
继漂泊在外的愁思。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今天我们要学习一首诗，这首诗让一位诗人名垂千古，让
一座桥成为名桥，让一座寺庙成为旅游胜地。

2、这首诗就是《枫桥夜泊》。（引导学生齐说）

解题

师板书：夜泊

（1）泊是本课的生字，谁来读？这还是一个多音字。（分别
组词）

（2）在这里停泊的是什么？（船）所以“泊”在这里就是停
船的意思。

（3）诗人在什么时候停的船？（晚上）评价：你真会思考。
这儿写的是夜泊。

（4）诗人将船停在哪里呀？（枫桥边）师完成板书。评价：
你们真厉害，和老师一起完成了诗题。指名读。

（5）连起来说说诗题的意思。（什么时候，在哪里，干什么。
）

3、同学们，是谁在枫桥边停船啊？（唐朝诗人张继）是的这
就是诗的作者。



师板书。

4、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张继，一起来感受这首名垂千古的
诗。

二、初读。

1、请同学们借助书后的生字表，把字音读准，把句子读顺。

2、请生读生字。

3、读整首诗。注意断句，读出诗的韵味。

三、精读感悟。

1、听了你们的朗读，我也想来读这首诗，来到这枫桥边。大
家边听边想，诗人张继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把看到的
用波浪线画下来，把听到的用小三角表示出来。

2、师范读。

3、相信大家眼前一定浮现出了许多景物，也听到一些声音。
四个人一个小组，交流一下，你所划的景物和声音吧！

4、先来说说看，张继看到了什么？

月落：

（1）这是一轮怎样的月亮？（残月）这还是一轮怎样的月亮？
（月亮快要落下去了）

（2）是的，月落的意思就是：月亮快要落下去了。

生：惨淡、无光，凄凉



（4）是的，这是凄凉的月光。谁来读这个词。

霜满天：

（1）已经是深秋了，下霜之后的天气更凉了。为什么是“霜
满天”呢？（霜很大，很浓，很多）

（2）你们说，在这霜满天的夜晚，诗人能感受到这种寒冷吗？
（能）

（3）我们在家里也许很难感受到这种寒冷。而张继此时身在
哪里？（外地、船上）你们说得都很对。张继本是湖北省襄
州人，但他此时在哪里？（苏州），从哪里知道？（姑苏城）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苏州是我们江苏的一个城市，湖北和
江苏之间相隔1000多公里。我们古代的人的主要交通工具就
是船，行驶的速度非常慢，由此可见，张继已经离家很长时
间了。我们把漂泊在外的人称为什么？你能体会游子的感受
吗？（生交流）

这满天的霜呀将游子张继团团包住，张继是什么感受呢？

（4） 读读这个词。

江枫：

（1）江边的枫树。

（2）因为是晚上，江边的枫树在作者的眼里是什么样子的？
（暗红，昏暗、黑乎乎）

渔火：

什么样的？江面上的点点渔火，忽明忽暗，隐隐约约。

连起来读读这两个词。



5、同学们，你们看到了张继所看到的，那张继还听到什么了
呢？

乌啼：

（1）这是什么意思？人们喜欢听乌鸦的叫声吗？（不喜欢）
为什么？

（2）是的，乌鸦的叫声十分刺耳，在夜晚听到乌鸦的叫声，
更加的凄惨，凄凉。

（3）读词。

6、同学们，张继看到的这些景物组成了一副图，一副凄凉的
秋夜图。请你们回过头来想想，用自己的话描述给你的同桌
听，从天空再到江面的顺序来描述。

7、理解感悟“对愁眠”

（1）诗人看到了，霜天残月，江枫渔火，听着凄厉的乌鸦叫
声，张继又怎样的感受？（压抑、难过、郁闷、心情很不好）

（2）此时的张继睡得着吗？（睡不着）用诗中的话来说就
是“对愁眠”？

（3）作者为什么睡不着？（圈出“愁”）张继心中满是忧愁，
那这里的“眠”是睡觉的意思吗？那是什么眠？（失眠、无
眠、不眠、难眠）

（4）是的，张继根本睡不着，他带着忧愁，难以入眠。

（5）连起来，读读整句诗。个别读，分组读，一起读。

8、感受钟声。



（1）诗人在船上难以入眠，所以：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
声到客船。

他还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默读第二句。

（2）寒山寺：简介寒山寺。寒山寺在哪里？是近在咫尺吗？
（不是，而是在姑苏城外，只能是远远看到。）

（3）张继听到了什么？（钟声）

（4）哪里传来的钟声？（寒山寺）

（5）为什么远在苏州城外的寒山寺的钟声，张继也能听到呢？
（因为是半夜了）从哪里看出来？（夜半钟声到客船）

（6）这半夜的钟声传到了哪里？（客船）在这里“到”就是
传到的意思。

（7）客船能听到钟声吗？真正听到钟声的是——张继。

（9）读这句诗。

9、张继的心中有无限的愁，他挥笔写下了这首名垂千古的诗，
字字都是发自肺腑。自己读读这首诗，感受这深深的愁。

个别读，想读的读，齐读，比赛读。

四、拓展延伸。

咱们学习的《山行》和《枫桥夜泊》都是写的关于秋天的所
见所闻所感，今天老师还要给大家介绍两首关于秋天的古诗。
《补充习题》上的《暮江吟》和《秋词》。



课文枫桥夜泊教学教案设计篇八

师：古典诗歌中写景的读句很多，大家能背几首吗？

生：背《望天门山》背《山行》背《绝句》

师：同学们每背一首诗，都是一幅美丽的图画，今天，我们
再来学习一首古诗，题目叫《暮江吟》（师板书，一边音乐
《春江花月夜》起）

师强调“吟”的读音。

师：同学们来看看这个“暮”字，上面是个草字头，下面是
个日，你能看出什么来吗？

生：有太阳落山的意思。

师：从诗题中看出了时间，还看出了什么？

生：他在江边。

师：傍晚在江边吟诗，这是谁呀？（白居易）

师：谁来介绍介绍。

生：他的诗容易读懂，因为他写诗的时候，总是要把写好的
诗读给老百姓听。

师：你真是个爱学习的孩子。

生：他有个师傅叫顾况。

师：你是怎么知道的？

生：我是看书的。



师：你也是个爱学习的孩子。

师：要了解这首诗，还要回到1083年，在去杭州上任的路上，
他看到江边红日落下的美景，陶醉其中，不禁吟诗一首，就
是这《暮江吟》（课件出示图片，并范读）

师：听了这首诗，你感到什么？

生：我感到自己是一棵小草，被夕阳的余辉照耀着，一半绿，
一半红。

师：你怎么那么会表达呀！

生：我感到自己是一只小螃蟹，在江中游，阳光下的江面照
得一半红，一半绿。

师：多美啊！接下来，同学们用喜欢的方式来读诗，可以坐
着读，可以站着读，可以离开座位读。（同学们纷纷找伙伴
读）（两位同学跑到评委席读给评委听，说自己的理解）

师：谁来读？（指名读诗）（齐读）

师：请各小组来交流一下你们讨论的结果。

生：一道夕阳照在水中，一半变成红色，一半变成绿色，草
地上的露珠晶莹美丽，月亮就像一张弓一样。

生：我补充，一道残阳并不是一道，照在河水中有很多的。

师：瞧，这两位同学多能干啊！还有什么问题吗？

生：很柔美。

师：你能读出来吗？（生读）



师：那刚才讨论中认为最美的是什么？

生：半江瑟瑟半江红，最美。因为这种景色像湖面吗？我认
为不像。

师：看一看（出示图片）用上“仿佛”、“好像”说一说这
是怎样的红？怎样的绿啊？

生：像小孩子脸一样的红，像绿宝石一样的绿。

生：一半是红玛瑙铺成的，一半是碧玉铺成的。

师：还有哪儿很美？

生：我觉得露珠是很美的，就像珍珠一样，珍珠是价值连城
的，很美的。

师：当白居易沉浸在这夕照图中，不觉天色渐渐暗下来，低
头一看，他看到了什么？

生：露珠。

师：此时此刻，如果你就是白居易，你的心情会怎么样？

生：能看到这样的美景真幸福啊！

生：看到这些，我的疲劳都不见了。

生：我心情舒畅。

生：很想去。

师：课文中有一个词就表示这个意思，是什么？对，“可
怜”就是“可爱”的意思。能把刚才理解到的读出来吗？
（生读诗）



生：好，我给大家示范一下。（生读）（学生争着，比着读）

师：看着同学们吟得这样好，老师也想吟一吟，好吗？师吟诗
（同学们鼓掌）

生：我最喜欢“铺”字。因为它表现出美，显得亲切，安闲。

生：我喜欢“瑟瑟”这两句好，因为它刚中带。

生：我觉得“真珠”这个比喻用得好，把露珠写得闪闪发光，
很美。

生：“半江瑟瑟半江红”这个句子写得很美，像五彩池。

师：照图和月夜图，这两幅图构成了最美丽的风景。能不能
背背看。（生背，配动作）

师：其实白居易的写景诗还有很多，接下来我们再简单地学
学他写的《忆江南》，出示古诗。

生齐读。

师：大家利用注释来看看这两首诗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

生：一首是写日出的，一首是写日落的。

生：都是写江的。

生：都是在愉快的心情下写的。（师讲解对这首诗的评价）

师：我们再来吟诵一下这首诗，好吗？（生齐读）

《心愿》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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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暮江吟》教案(网友来稿)教案教学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