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 归园田居·种豆南
山下经典教案(实用8篇)

人生是每个人所经历的一系列事件和经历的总和。要注意总
结的语言规范和文笔流畅，使读者容易理解和接受。"人生的
价值在于对社会和他人的奉献和回馈，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影
响力，改变世界的不平等和不公。" - 马克思

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篇一

2、赏析意境，领悟诗人的志趣情怀

教学方法：情感激趣法 启发引导法

教学重点：品味诗歌的语言，体味诗歌的情味，领悟诗歌的
意境

教学难点： 激发学生想像，再现诗歌画面，深刻体会景物描
写中蕴含着的深厚的情思

课时安排：一课时

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篇二

《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教案达到了完美和谐的艺术意境，
开拓出一片“浩浩落落”的精神世界。

《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教案篇一：

过程与方法：

(一)课前指导：通过图书、网络等多种渠道搜集有关陶渊明
的相关资料，帮助学生理解诗意;搜集有关田园诗的有关资料，



让学生能够用一种宽阔的视野来欣赏田园诗作。对于那些能
力强的同学还可以让他们写一写对田园生活的理解。

(二)课堂应该充分体现学生对田园诗以及对田园生活的理解，
老师则应做提炼与升华的工作。

(三)情感与态度：通过反复的朗读吟咏，通过对田园诗歌的
比较欣赏，真正体会到田园诗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美感，感受
田园生活宁静以致远的恬淡旷达。

课程重点难点：

穿过语言的表象领悟陶渊明诗意田园的内涵。

课程实施理念：

以诗歌本身所具有的魅力牵引着学生“披文入情”，再辅以
优扬的音乐、美丽的图片，让他们能够身临其境般地重返诗
意的田园。

课程实施：

课前的指导

1、熟读《归园田居》这首诗，并搜集诗人的相关资料。

2、有能力的同学写出对田园生活的理解的文章。

3、给陶渊明画肖像。

4、找到适合的背景音乐。

课时安排：1课时。

教学过程：



前奏：播放歌曲《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同学们听听这首

歌唱出了乡间的什么样的景色和心情?渲染气氛，为学生理解
本诗打下基础。

一、导语

在上这节课前，我想请同学们做两个选择题。1、如果摆在你
们面前有两条路：

a做官，名利双收b做农民，平平淡淡。

你们会怎样选择?找一二位同学说说自己的看法，教师不作点
评。

大家的选择都有各自的理由，但其实我们都在做同一件事：
舍与得。舍和得之间充满的人的一生，东晋著名文学家陶渊
明也曾经做过这样的选择，但不同的是，他选择的是做农民。
而且，他这一选择使他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出名的农民之一。
《归园田居》写于做农民后的第一年后写的。其中，包含了
他对自己弃官归家的感想和思索。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这篇
文章，学习陶渊明的舍与得。

二、走进作者：

陶渊明(365--427)，东晋著名诗人。一名潜，字元亮，称靖
节先生，又自号五柳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著名的
隐士，不满于官场的黑暗，“不为五斗米折腰”，隐居农村。
从彭泽令职位上隐退，这一年他41岁，以后终老农村，死后
世人称他为“靖节先生”.“不为五斗米折腰”说的是公
元405年，陶渊明担任彭泽县令时，郡督邮来县巡察，县吏告
诉他，应该穿戴得整整齐齐地去恭迎郡督邮。陶渊明叹息说：
“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授印去职。离开官
场回到家园，从事耕读，这首诗描写的就是农家生活。陶渊



明开创了田园诗一体，为古典诗歌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从
此以后，田园诗不断得到发展，到唐代就已形成了田园山水
诗派。宋以后，描写田园的诗人就多到不可胜数了。

指出重点：陶渊明的这次辞官回家是最后一次，从此再也没
有出仕。公元405年，陶渊明41岁，在江西彭泽做县令，不过
八十多天，便声称不愿“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挂印
回家。从此结束了时隐时仕、身不由己的生活，终老田园。
归来后，作《归园田居》诗一组，共五首，描绘田园风光的
美好与农村生活的淳朴可爱，抒发归隐后的愉悦心情。课本
中所选是第三首。

三、解题

明确：“归”

2、提问：既然“归”字是题眼，标题只是明确告诉我们要回
到田园生活，那么在这个明示信息下面还潜藏着哪些隐性信
息和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呢?(以“归”字为核心来解读诗歌)

讨论、明确：

(1)、从何而归?

(2)、为何而归?

(3)、归向何处?

(4)、归去如何?

四、放配乐朗读录音，寻找相关信息，回答上述问题：

1、明确：官场

2、明确：官场腐败黑暗、尔虞我诈，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



3、明确：田园

他的田园生活是什么样子呢?

诗人如释重负，告别了那个令人压抑的官场，终于来到了向
往已久的田园。来到南山脚下，种下了豆子，但草儿盛，豆
苗稀。诗人只好一大早起来就扛着锄头去除草，晚上一直劳
作到与星星为伴……回家的路上，夕露沾湿了衣衫，可解脱
了身心束缚的诗人不以为苦，而深深地体味其中的乐趣。

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篇三

教学目标：

1、理解诗意，熟读成诵

2、赏析意境，领悟诗人的志趣情怀

教学方法：

情感激趣法启发引导法

教学重点：

品味诗歌的语言，体味诗歌的情味，领悟诗歌的意境

教学难点：

激发学生想像，再现诗歌画面，深刻体会景物描写中蕴含着
的深厚的情思

课时安排：

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回顾旧知，走进作者

说说你所了解的陶渊明及作品，教师相机补充

二、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一本本色彩斑斓、图文并茂的小人书曾让儿时的我们如痴如
醉、爱不释手她们充实着我们寂寞的童年，滋养着我们懵懂
的心灵，她们一路伴随着我们成长!

要完成这项工作，光有热情远远不够先来看一下已完成的古
诗编辑包括哪些内容?

明确：注音，注释，译文，插图

三、浅吟低唱，完成注音

1、学生自由朗读，要求读准字音，读出重音和节奏

提示：用“∕”划分节奏，注意音节划分和意义划分相结合

[屏幕出示]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2、互读互评：展开朗读竞赛，相互纠正，完成注音



四、七嘴八舌，疏通诗意

教师引导：要完成这首诗的翻译需要注意什么?可以通过哪些
途径和方法?

明确：尊重原文，借助课下注释，适当扩展

小组合作，选出最佳译文

五、斟词酌句，绘制美图

1、配乐诵读：边听边想象，我们的眼前会呈现出哪些画面?
用一两句话描绘一下

要求：(1)用第一人称;(2)有景物和人物描写(动作、心理描
写);

5、推荐交流：小组内交流，推荐优秀者全班交流

[屏幕出示]1、陶渊明月夜归耕图

2、教师习作：我虽然独自一人，却有一轮明月相伴月下的我
肩扛一副锄头，穿行在齐腰的草丛中透明的月光、静谧的田
野、青草的芳香、泥土的气息、此起彼伏的蛙鸣，啊，好一
幅迷人的月夜归耕图如果有“丝竹乱耳，案牍劳形”，哪有
机会和心情欣赏这良宵美景?调皮而又多情的露珠也来助兴，
它给辛劳了一天的我以清凉温柔的抚慰远离官场，远离喧嚣，
按自己意愿生活的感觉真好!

3、学生点评

六、配乐诵读，积累升华



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篇四

《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有一种真实的情感始终贯穿在诗歌
中，并呈现为一个完整的意境，诗的语言完全为呈现这意境
服务，不求表面的好看，于是诗便显得自然。

生1：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与世隔绝的地方。

生2：是一个人人平等，百姓丰衣足食，热情淳朴的地方。

生3：是一个景色优美，让人留连忘返的地方。

生：因为当时社会黑暗，动荡不安，人心思定，渴望和平。

生：陶渊明以这个世外桃源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表达了
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师：同学们掌握得相当不错，今天我们再走进他的诗歌《归
园田居(其三)》，去深入体会这位大诗人美好的心灵。先请
同学们自由读两遍。(师板书题目作者)谁来为大家朗读一
遍?(一生毛遂自荐，效果不错，然后全班齐读)

师：请同学们静下心，轻轻地读一读，细细地想一想，发挥
想象，把诗歌改写成一篇优美的散文。要求：1.用第一人称。
2.有景物和心理描写。3.时间为五分钟。(小组内交流并推荐
优秀作品，而后全班交流)

生1：南山坡下有我的豆地，杂草丛生，豆苗长得很稀。清晨
我下地松土锄草，星月下我扛着锄头回家休息，草木覆盖了
狭窄的归路，夜露打湿了我的粗布上衣，衣服湿了又有什么
可惜，只求我那心愿至死不移。

生2：南山脚下有块豆地，杂草丛生，豆苗稀疏，还有几棵营
养不良，毫无生机。没有办法谁让我不善种田呢?尽管如此，



我仍然早出晚归，不辞劳苦。劳动归来的我虽然独自一人，
却有一轮明月相伴。月下的我肩扛一副锄头，穿行在齐腰的
草丛中。透明的月光、静谧的田野、青草的芳香、泥土的气
息，啊，好一幅迷人的月夜归耕图。如果有“丝竹乱耳，案
牍劳形”，哪有机会和心情欣赏这良宵美景。调皮而又多情
的露珠也来助兴，它给辛劳了一天的我以清凉温柔的抚慰。
远离官场，远离喧嚣，按自己意愿生活的感觉真好!(掌声)

师：写得真好!我们都陶醉在你描绘的意境之中了。同学们，
经过刚才的创作，诗中哪些句子或词语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或让你产生丰富地想象?请你再反复地品一品，然后把你
独到的感受与大家分享。

生1：“带月荷锄归”，诗人是带月而归，而不是月照而还，
一个“带”突出了人物的主体性，“一切景语皆情语”，流
露出诗人对周围景物地喜爱和劳动后的愉悦心情。有此警句，
全句生辉!(掌声)

生2：对这句诗我的感受是：天上一个皎洁的月亮，地上一位
悠闲的老人，肩上扛着一把心爱的锄头，轻松走在一条回家
的路上，这句营造了一种温馨的意境。画中有诗，诗中有画，
大概如此吧。

师：陶渊明有你们二位知音，定当含笑九泉。

生3：“道狭草木长”中，草势旺盛，蔓延到路上，盖住了路
面，所以“狭”正面写路窄，侧面写草长。

生4：“狭”还有“长”的意思，羊肠小道弯弯曲曲，乡间小
路，斗折蛇行。在月光地映衬下，给人一种曲径通幽的感觉，
也许在诗人的眼里，与其说走在回家的路上，不如说走在一
道美丽的风景线上。

师：你们二位见解独到，让人耳目一新。



生5：句中用“狭”而不用“窄”，体现了诗人的良苦用心，
让我联想到一句诗：“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而我们
写作中就往往缺少这种精神。(转向同学)我说的对不对?(掌
声，生说：“对!”)

生6：我很欣赏本诗的语言。诗中语言，不见丝毫装饰，朴素
如随口而出，明白如话，如话家常。

师：嗯，我有同感。

生7：就本诗结构而言，不断转折是本诗的特色，草盛豆稀不
仅不弃，反而早出晚归，精心侍弄。言及归来似乎无话可说，
诗人转而道狭草长。露打湿衣，大概要抱怨了吧，他又说不
足惜，只要不违心志就行。转折虽多，却毫不费力，没有刻
意而为之的痕迹。如果不是性情平和，如果不是语言功底深
厚，我觉得是达不到这种境界的。(学生点头颔许)

师：有理有据，(抱拳)佩服佩服。

师：刚才大家精彩地赏析有点有面，既有局部地探究，也有
整体地把握。不知道大家能否融会贯通，把自己对作品地理
解，通过朗读表达出来。大家先准备一下，一会儿，我们举
办一个小小的诗歌朗诵会，自由报名，男女不限，名额有限
哟!(生笑并跃跃欲试)

(音乐响起，学生朗读声情并茂，教室里掌声不断。)

师：我的嗓子痒痒了，给老师一个表现的机会，行吗?

生(异口同声)：行。

(老师根据自己对作品的理解，感情充沛地背诵了一遍，引起
了学生共鸣。)



师：如此美诗，如果背诵下来，那该多好呀!

(学生背诵，教师找个别学生试背，效果不错)

师：陶渊明诗中的田园生活是怎样的?请用一个词概括。

生1：美好的，温馨的。

生2：幸福的，自由的。

生3：既辛苦又愉快。

师：现实生活中的`归隐生活果真如此吗?(学生用异样的眼光
看着我，可能一时没想到老师这样问。)让我们考证一
下。(出示课件《五柳先生传》节选。注释略。)

五柳先生传(节选)

陶渊明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
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性嗜酒，家贫不能常
得。……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
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生1：家贫如洗，家徒四壁。

生2：衣几乎不蔽体，食几乎不裹腹。

师：读了自传，再看本诗，你有什么疑问吗?

生：陶渊明在诗中隐去了生活的困苦与艰难，把田园生活描
写得如此美好，这是为什么?

师：问得好，这是为什么呀?能否用本诗中的一句话来回答。



生：但使愿无违。

《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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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篇五

请同学们打开课本第206页，今天我们来学习30课诗四首。第
一首《归园田居其三》，作者是陶渊明，上个单元里我们学
过了他的《桃花源记》。

陶渊明可算是我国诗歌史上第一位田园诗人，因为他写出了
大量歌颂田园风光和农村生活的诗篇。陶渊明的性格既刚正
不阿，又适情任性。这使他与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的官场格
格不入。41岁时，他辞别官场，归隐田园。今天我们就来学
习他的《归园田居(其三)》，这首诗是他辞官的第二年写的，
诗题的意思是回到园田居住。诗人陶渊明共写了五首《归园
田居》，这是其中的第三首。(转身写板书：归园田居其三陶
渊明)

二、整体感知



带学生朗读诗文。

三、诗歌译文(上课时省略)

我在南山山坡下种了些豆子，杂草长得很茂盛，豆苗却长得
很稀少。早晨起来到田里清除野草，星月下扛着锄头回到住
的地方。道路很狭窄而草木丛生，夜露打湿了我的衣服。衣
服被打湿了不足以可惜，只要不违背自己的意思就行了。

四、品读诗文(以问题为主展开教学)

1、这首诗一共有8句，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诗文。

2、这首诗写的是哪个季节的劳动生活情形?

明确：从“种豆”“草盛”“夕露”可以判定，时间当是农
历三四月间即春末夏初。

3、诗人到田间去干什么?锄了多长时间?

明确：锄草。从“晨兴”到“带月荷锄归”，可以看出他干
了一整天。

4、诗的前四句只记豆田锄草一事。

第一句交代种豆的地点，“南山”当指庐山，诗人家在柴桑，
在庐山之北，故以庐山为“南山”。第二句说锄草的原因是
草长得茂盛，把地里的营养都吸收了去，豆苗长不起来，自
然非锄不可。第三句说一大早就去锄草，“兴”，原来的意
思就是“起”，“晨兴”就是“早早地起来”;“理”，清理，
这里可引申为清除;“荒”，杂草;“秽”，指田中杂
草(“秽”的这个意义现已消失，只作肮脏，丑恶解)。第四
句说回家已是晚上了。“荷”，担、扛(“荷”是“何”的俗
字，“何”的古义有二：担;谁。不用讲给学生听)。



小结：前四句为第一层，写了种豆锄草的劳动情形。

5、第五句中“道”指什么?(诗人的归途，紧承上句中
的“归”字。)即是归途，大概也就是来时的路，为什么开头
不提，到这里才说它狭而多草木?(为了引出夕露沾衣一句，
表明诗人在草木中穿行，致使衣为夕露所湿。)为什么要着意
写夕露沾衣?(借夕露沾衣作烘托，抒写诗人归田的愿望。)

明确：诗人写劳动生活，也是为了表明他终生归隐的意愿，
尽管劳动了一整天，却不以此为苦;及至在归途中夕露沾衣，
就巧妙地利用这个细节表述了他的意愿。这生动地表现了诗
人自然朴实的风格。

小结：后四句为第二层，借夕露沾衣来抒发对田园生活的热
爱。

五、朗诵诗文

让同学齐读这首诗，然后试着请同学背诵。

六、板书

归园田居(其三)陶渊明

兴：起秽：田间杂草前四句：种豆锄草的劳动情形。

荷：扛着长：茂盛后四句：抒发对田园生活的热爱。

七、《归园田居(其三)》教学反思

《归园田居》上课时间为一课时，主要训练学生的感知能力
和探究能力，在上课的过程中，基本能按照自己预设的教学
思路进行讲授，但课堂的重点在鉴赏陶渊明笔下的田园风光，
鉴赏诗句和描绘整体画面对学生来说是有相当难度的。如学
生无法准确分析出诗句中的艺术手法，描绘画面可能顺序不



当、想象不足或流于翻译诗句，不一定能鉴赏出田园风光的
美，而教师由于经验不足，不能给予学生恰当的引导，合理
的评价，尤其是针对一个学生对主旨的偏激理解没能够及时
引导，而是置之不理，导致没有很好地促成教学生成。

但是课堂上学生的出色表现还是充分体现了新课改的要求，
学生能够自主预习，在课堂上小组合作交流，主动发言，并
且在课后积极思考，认真完成作业。

教学方式是为课程目标服务的，课程目标是多元的，教学方
式也不应该是单一的。不管在教学中采用哪一种教学方式，
其目的都是为了促进学生有效学习，从而全面实现课程目标。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感知能力、理解能力、想象能力、创造
能力都得到了训练,并且也提高了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久而
久之,还能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掌握学习的主
动权,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教学应该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课堂不再是教师展现自
我的舞台，教师应该从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出发，一切为了
学生。我对《归园田居》一课的教学设计主旨还是正确的，
今后我一定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专业素质，在课堂实践
中锻炼自己的应变能力。

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篇六

说说你所了解的陶渊明及作品，教师相机补充

二、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一本本色彩斑斓、图文并茂的小人书曾让儿时的我们如痴如
醉、爱不释手她们充实着我们寂寞的童年，滋养着我们懵懂
的心灵，她们一路伴随着我们成长!

要完成这项工作，光有热情远远不够先来看一下已完成的古



诗编辑包括哪些内容?

明确：注音，注释，译文，插图

三、浅吟低唱，完成注音

1、学生自由朗读，要求读准字音，读出重音和节奏

提示：用“∕”划分节奏，注意音节划分和意义划分相结合

[屏幕出示]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2、互读互评：展开朗读竞赛，相互纠正，完成注音

四、七嘴八舌，疏通诗意

教师引导：要完成这首诗的翻译需要注意什么?可以通过哪些
途径和方法?

明确：尊重原文，借助课下注释，适当扩展

小组合作，选出最佳译文

五、斟词酌句，绘制美图

1、配乐诵读：边听边想象，我们的眼前会呈现出哪些画面?
用一两句话描绘一下



要求：(1)用第一人称;(2)有景物和人物描写(动作、心理描
写);

5、推荐交流：小组内交流，推荐优秀者全班交流

[屏幕出示] 1、 陶渊明月夜归耕图

2、 教师习作：我虽然独自一人，却有一轮明月相伴月下的
我肩扛一副锄头，穿行在齐腰的草丛中透明的月光、静谧的
田野、青草的芳香、泥土的气息、此起彼伏的蛙鸣，啊，好
一幅迷人的月夜归耕图如果有“丝竹乱耳，案牍劳形”，哪
有机会和心情欣赏这良宵美景?调皮而又多情的露珠也来助兴，
它给辛劳了一天的我以清凉温柔的抚慰远离官场，远离喧嚣，
按自己意愿生活的感觉真好!

3、 学生点评

六、配乐诵读，积累升华

[屏幕出示] 方法指导：事件——所见——所感

七、盘点收获，课堂总结

回顾这节课，你都有哪些收获呢?我们如何去鉴赏一首古诗
呢?学生畅所欲言

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篇七

教学目标：

1、理解诗意，熟读成诵

2、赏析意境，领悟诗人的志趣情怀



教学方法：

情感激趣法启发引导法

教学重点：

品味诗歌的语言，体味诗歌的情味，领悟诗歌的意境

教学难点：

激发学生想像，再现诗歌画面，深刻体会景物描写中蕴含着
的深厚的情思

课时安排：

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回顾旧知，走进作者

说说你所了解的陶渊明及作品，教师相机补充

二、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一本本色彩斑斓、图文并茂的小人书曾让儿时的我们如痴如
醉、爱不释手她们充实着我们寂寞的童年，滋养着我们懵懂
的心灵，她们一路伴随着我们成长!

要完成这项工作，光有热情远远不够先来看一下已完成的古
诗编辑包括哪些内容?

明确：注音，注释，译文，插图

三、浅吟低唱，完成注音



1、学生自由朗读，要求读准字音，读出重音和节奏

提示：用“∕”划分节奏，注意音节划分和意义划分相结合

[屏幕出示]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2、互读互评：展开朗读竞赛，相互纠正，完成注音

四、七嘴八舌，疏通诗意

教师引导：要完成这首诗的翻译需要注意什么?可以通过哪些
途径和方法?

明确：尊重原文，借助课下注释，适当扩展

小组合作，选出最佳译文

五、斟词酌句，绘制美图

1、配乐诵读：边听边想象，我们的眼前会呈现出哪些画面?
用一两句话描绘一下

要求：(1)用第一人称;(2)有景物和人物描写(动作、心理描
写);

5、推荐交流：小组内交流，推荐优秀者全班交流



[屏幕出示]1、陶渊明月夜归耕图

2、教师习作：我虽然独自一人，却有一轮明月相伴月下的我
肩扛一副锄头，穿行在齐腰的草丛中透明的月光、静谧的田
野、青草的芳香、泥土的气息、此起彼伏的蛙鸣，啊，好一
幅迷人的月夜归耕图如果有“丝竹乱耳，案牍劳形”，哪有
机会和心情欣赏这良宵美景?调皮而又多情的露珠也来助兴，
它给辛劳了一天的我以清凉温柔的抚慰远离官场，远离喧嚣，
按自己意愿生活的感觉真好!

3、学生点评

六、配乐诵读，积累升华

[屏幕出示]方法指导：事件——所见——所感

七、盘点收获，课堂总结

回顾这节课，你都有哪些收获呢?我们如何去鉴赏一首古诗
呢?学生畅所欲言

[屏幕出示]读懂诗意——呈现画面——品味语言——感悟意
境

八、活学活用，课外拓展

“暧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其一)

“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其
二)

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篇八

教学目标：



1、整体感知这首诗，了解本诗的写作背景，作者生平、思
想;

2、通过反复读诗，让学生在吟咏之中加深理解，熟读成诵;

3、品味诗歌语言，体会诗的意境，领会诗人的思想情感。

教学重点：熟读成诵，理解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教学难点：理解诗句所蕴涵的内涵，体会诗歌意境。

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

教学方法：朗读法、联想法、点拨法、交流法

一、背景导入，营造气氛

课件展示环境优美，和平安宁的图片。师生共赏，由优雅安
宁的世外桃源，导入新课。介绍作者。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教师范读。

要求：注意拼音节奏。

2、自由朗读。解词释句

3、词语小测试。

三、研读赏析，解读文本

1、品读

一读：读出农夫的无奈和辛苦。



(草盛苗稀，晨兴月归，夕露沾衣)

二读：读出耕者的乐观和坚定。

(理秽荷锄，精心侍弄，衣沾不惜)

三读：读出诗人的情趣和愉悦。

(带月晚归，悠然惬意)

四读：读出隐士的洁身守志。

(淡泊名利，超凡脱俗)

2、解读陶渊明的性格志趣

四、拓展探究，加深理解：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

五、练习设计，巩固知识

六、深层思考，升华思想

1.评价陶渊明。

2.探讨：你欣赏陶渊明的人生态度吗?

如果陶渊明生活在当代，他还会隐居起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