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江月教案幼儿园(大全13篇)
教案还应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设计教学方法
和评价方式。下面是一些小学教案的整理，供教师们进行备
课和教学的参考。

西江月教案幼儿园篇一

明月/别枝/惊鹊，

清风/半夜/鸣蝉。

稻花香里/说丰年，

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

两三点雨/山前。

旧时/茅店/社林边，

路转/溪头/忽见。

阅读全词，思考：

1、概括词的上下片分别写了什么内容。

2、全词表达了词人什么思想感情?

想象赏画面

诵读诗歌，以“我从一句中，仿佛看到了画面。”的句式，
说说从词中读出的画面，感受诗歌的意象美。



品读析技法

细读全词，选择你所欣赏的一句品析精妙之处。(提示：可从
用词凝练、写景角度、艺术手法等方面赏析)

本篇是作者闲居上饶带湖时期的名作。它通过自己夜行黄沙
道中的具体感受，描绘出农村夏夜的幽美景色，形象生动逼
真，感受亲切细腻，笔触轻快活泼，使人有身历其境的真实
感，这首词反映了辛词风格的多样性。

稻花香，既写出了所见、所闻，又写出了所嗅，使人身临其
境，先感其美。就在信手写景的同时，作者又于人们不知不
觉之中，自然地抒了情。“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这一句，作者将“蛙”拟人化，不仅显得生动，形象，同
时还写活了一个境界，即：写出了农家的热闹气氛和欢乐的
心情，抒发了人逢丰年的喜悦。这正是作者心情的自然流露。
这一句写得有景，有声，有情，三者水乳交融，真是情景相
生，声情并茂。另外，在这画面里，作者紧紧扣着夏夜、农
村这一特定时间、特定环境，鲜明地突出了两点：“热”
和“静”。先说“热”。“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
蝉。”意思是：明月初升，枝上歇栖的乌鹊，象受了惊一样，
清风吹着，直到半夜，树上的蝉还象在呼救似地鸣叫。这里的
“别枝惊鹊”和“半夜鸣蝉”，是说明热的.程度;从“明
月”初升到“半夜”，是说明热的时间。“清风”不爽，就
更显其热。作者着意渲染“热”，一是夏天特点的真实写照，
再，就是为下面写“雨”设下伏笔。再说“静”。写“静”，
作者并不是从正面去写，而是用反衬的手法，以“鸣
蝉”、“蛙声”来烘托。在这一特定环境，以动写静，就愈
显其静，大有“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艺术境界。这种
“静”与“明月”、“清风”、“稻花香”交织在一起，真
是写绝了农村夏夜的幽美!

下片笔锋一转，进人写雨。但写的不是雨中，而是雨前。首
句写远望之所见：”七八个星天外“，说明乌云四起，透过



云隙可以看到稀疏的星光。这境界，与上片的气氛已有很大
的不同了。第二句?两三点雨山前”，写的是骤雨初来，大雨
将至的信息。既然，雨滴已经洒向山前，那么紧接着便会洒
向山后的。作者的心情转而有些惶急了，于是很自然地引起
想快些赶路或寻地避雨的心情。第三、四句写的就是这一心
理活动：“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因为作者平
时经常往来于黄沙道中，明叨知道树林旁边有一茅草小店，
但此时因为是在夜里，再加上心慌，却忽然不了可是，过了
小溪上的石桥，再据个弯儿，那座旧时相识的茅店便突然出
现在眼前，这该叫人多么高兴阿!

写雨，作者写得既有层次，又有特色。先以“七八个星天
外”写雨前的天象，再以“两三点雨山前”写骤雨来临，最
后写雨中人的心理变化。写雨前天象，预示已有雨意。这里，
虽没写云，但由星稀，已可知云密。这一句，作者把“七八
个星”“两三点雨，”分别提到“天外”、“山前”

之前，不仅突出强调了雨前的天象，骤雨的来临，照顾到了
音韵的需要，而且还构成了一种淡远奇特的境界，写出了夏
雨的特点。暴雨忽至，确使夜行的人焦急起来，到哪儿避避
雨呢?他想起了“社林边”的“茅店”，可那是“旧时”，现
在不知在否。等他转过“溪头“，“茅店”忽然出现在眼前!
真是“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忽见”一词，
人物的喜悦心情活脱脱地再现了出来。这一句写得灵活，轻
快，富有情趣，读后，那个急而复喜的雨中人的形象，历历
如在目前。

该词是辛弃疾少有的描绘农家自然风光的小令。

上片描绘乡村仲夏的夜里，静谧的美。“明月别枝惊鹊，清
风半夜鸣蝉”这一句运用得特别自然，而且别样的工整。以
拟人的手法描绘出大自然里最普通的事物和景象，给人以恬
淡闲适的美感：明月升高了，惊起了归巢的喜鹊;清风悠悠流
淌，伴着蝉的鸣叫。“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在这样的夜里，闻到了稻花隐隐隐约约的香气，听到了蛙声
一片。作者不但从视觉上，更从嗅觉与听觉里，描绘出了乡
村夏夜里一派祥和与和谐的美。

再加上骤雨初至，惊慌地想去寻找那茅店避雨，却忽然不见
了。可是，过了小溪上的石桥，再拐个弯儿，那座旧时相识
的茅店便突然出现在眼前，真是惊喜交集!

上片与下片紧密衔接，天衣无缝。读来朗朗上口，很清新自
然，彼有农家风味。此时的作者，就像一个老农，在宁静的
夏夜里，美滋滋地嗅着蜜蜜的稻花香，想着秋后的收成，突
遇夏夜的暴雨，急急寻找避雨之所的憨态跃然纸上。读着作
者的《西江月》，令人想起儿时的童年：有袅袅的炊烟;有星
星;有清风;有蝈蝈的鸣叫;有大人高一声低一声唤小儿回家的
吆喝……真的很美!

及时演练

1、熟读、背诵这首词。

2、默写这首词。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表达了作者什么样的思想感情】

这首词描写的是人们熟悉的月、鸟、蝉、蛙、星、雨、店、
桥,然而诗人把这些形象巧妙地组织起来,却让我们感受到一
种恬静的美.词的上片写月明风清的夏夜,以鸟惊、蝉鸣、蛙
噪这些山村特有的音响,把黄沙道写得生机勃勃,颇不寂寞;词
的下片以轻云小雨,天气时阴时晴和旧游之地的突然发现,表
现夜行乡间的乐趣.作者笔下的一个个画面,流露出诗人对丰
收之年的喜悦和对农村生活的热爱.这正是作者忘怀于大自然
所得到的欢乐.



西江月教案幼儿园篇二

《西江月.星夜》

清点莲雾澄澄，霄中寒夜繁星。

夜半遮月黯柳青。眨目照书萤窗。

人生若无根蒂，飘如陌上烟尘。

盛年易逝难复拼。赋词鞭笞自勉。

《西江月.玉兰花》

幽洁恬淡娇谦，叶翠托衬纷芬。

风抚亲曳奕采扬，吹彻阁园溢香。

恍忆少时甜梦，相邀闺友拾赏。

举目芳影今难见，花语与情深藏。

《西江月.荷花》

莲荷洁而不污，娇美馥郁如故。

尘世繁华而不俗，心清恬雅透悟。

人生何论完美，曲折绣作彩幅。

得失看淡归云雾，放弃拥有无误。

《西江月.梅花》

冰清高雅脱俗，经年斗雪凌霜。



傲骨笑靥着春衫，朵朵粉红娇绽。

浮生贤友相伴，浩气拼扬向上。

壮志凌云谱刚强，惜梅惜友存芳。

《西江月.恋美景》

晨曦青杏晶露，拂面轻风醉烟。

一只紫鸢迎上天，缠云暇意连绵。

鸭戏暖波潋潋，笑随蝶舞翩跹。

燕追莺羞绕村旋。景牵梦萦迷恋。

西江月教案幼儿园篇三

《西江月》原题是《夜行黄沙道中》，记作者深夜在乡村中
行路所见到的景物和所感到的情绪。读前半片，须体会到寂
静中的热闹。“明月别枝惊鹊”句的“别”字是动词，就是
说月亮落了，离别了树枝，把枝上的乌鹊惊动起来。这句话
是一种很细致的写实，只有在深夜里见过这种景象的人才懂
得这句诗的妙处。乌鹊对光线的感觉是极灵敏的，日蚀时它
们就惊动起来，乱飞乱啼，月落时也是这样。这句话实际上
就是“月落乌啼”(唐张继《枫桥夜泊》)的意思，但是
比“月落乌啼”说得更生动，关键全在“别”字，它暗示鹊
和枝对明月有依依不舍的意味。鹊惊时常啼，这里不说啼而
啼自见，在字面上也可以避免与“鸣蝉”造成堆砌呆板的结
果。“稻花”二句说明季节是在夏天。在全首中这两句产生
的印象最为鲜明深刻，它把农村夏夜里热闹气氛和欢乐心情
都写活了。这可以说就是典型环境。这四句里每句都有声
音(鹊声、蝉声、人声、蛙声)，却也每句都有深更半夜的悄
静。这两种风味都反映在夜行人的感觉里，他的心情是很愉



快的。下半片的局面有些变动了。天外稀星表示时间已有进
展，分明是下半夜，快到天亮了。山前疏雨对夜行人却是一
个威胁，这是一个平地波澜，可想见夜行人的焦急。有这一
波澜，便把收尾两句衬托得更有力。“旧时茅店社林边，路
转溪桥忽见”是个倒装句，倒装便把“忽见”的惊喜表现出
来。正在愁雨，走过溪桥，路转了方向，就忽然见到社林边
从前歇过的那所茅店。这时的快乐可以比得上“山重水复疑
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游山西村》)那两句诗所说
的。词题原为《夜行黄沙道中》，通首八句中前六句都在写
景物，只有最后两句才见出有人在夜行。这两句对全首便起
了返照的作用，因此每句都是在写夜行了。先藏锋不露，到
最后才一针见血，收尾便有画龙点睛之妙。这种技巧是值得
学习的。

这首词，有一个生动具体的气氛(通常叫做景)，表达出一种
亲切感受到的情趣(通常简称情)。这种情景交融的整体就是
一个艺术的形象。艺术的形象的有力无力，并不在采用的情
节多寡，而在那些情节是否有典型性，是否能作为触类旁通
的据点，四面伸张，伸入现实生活的最深微的地方。如果能
做到这一点，它就会是言有尽而意无穷了。我们说中国的诗
词运用语言精炼，指的就是这种广博的代表性和丰富的暗示
性。

西江月教案幼儿园篇四

一、教材分析

这篇课文是一首词。词的作者是南宋杰出的爱国词人辛弃疾。
写的是夏夜在黄沙岭上所见到的美好景象，表达了词人热爱
大自然，关心人民生活，企盼丰年的思想感情。这首词分为
上阕和下阕两部分。词的上阕描写的是黄沙岭夏夜清丽喜人
的景象，下阕描写了黄沙岭上轻云、阵雨的天气变化以及词
人的愉快感受。



二、设计理念：

本课的教学遵循学生“自主学习，自主感悟”的教学原则。
通过创设学习词的美好的意境，引导学生融入想象，自读自
悟，勾勒画面，相互交流，体会意境。在自读、精读、熟读
的基础上，自主合作，开展活动，展示学习成果，获得更深
的体验。通过课后搜集辛词，吟诵辛词的活动，拓展学习的
时空，实现“大语文”教学理念。

三、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通过语言文字，融入自己丰富的想象，感悟这首词所描绘
的意境，开展多种语文活动。

3、通过语言文字的训练，感受词中所表现的自然美，感悟作
者热爱大自然，关心人民，企盼丰年的思想感情。

四、教学过程：

一、读通——与文本对话

课前：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的一颗巨钻，她与唐诗争
奇，与元曲斗妍，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同学们，在你
们积累的宋词中，你最喜欢哪一首，能背给大家听听吗?学生
自由背诵。

1、语言导入：课前，同学们已经背诵了不少诗词。唐诗宋词
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精华，千百年来，广为传诵。今天这节课
让我们继续走近宋词，领略它独特的魅力。(板书课题)

2、谁来读读题目?从这首词的题目中，你有什么发现?(学生
自由说，如这首词的词牌名，黄沙道是哪里，整个题目的意



思，对作者的了解等)

相机介绍黄沙岭及作者：黄沙，地名，就是黄沙岭，在江西
省上饶县西面，那儿风景优美，农田水利条件好。本文作者，
南宋最卓越的爱国词人辛弃疾，曾遭贬职，那儿多年闲居，
对那一带非常熟悉。

3、下面先听老师来读读这首词(出示这首词，教师范读。)

4、请同学们自由地练习朗读这首词，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
子。

(学生练读，教师巡视指导)

5、师激励学生读：“课堂上，最美妙的声音是你们朗朗的读
书声。想不想展示你们美妙的声音?”(生：想)

6、为了展示你们最佳的读书效果，老师给你们一点友情支援
好吗?请看屏幕(出示：出示这首词，已划好了节奏。)

7、指名配乐朗读，相机评价。

8、男女生比赛读。(读前互相鼓鼓劲儿)

二、读懂——与作者对话

过渡：读通词是学好古词的序幕，读懂词，读出词里所包含
的意思，这才是学习词的正式开始。词就像一杯浓浓的咖啡，
需要细心品味，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仔细品味一下吧!

(一)品读上阕

出示：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
取蛙声一片。



1、自读自悟，走到辛弃疾的身边去，做他的同行者，调动起
你所有的感觉器官，欣赏这美丽的夜景。

2、交流：

a：看到的：明月、别枝、惊鹊、鸣蝉、稻子

学生不理解“别枝”，相机出示：别枝：现主要有三种解释：

[1)离开枝头;2)斜枝、树枝;3)另外一枝。]

在作者的笔下，它们是静止不动的吗?让我们再读，用心去体
会。

指名描绘自己的所见。

“明月惊鹊”可以联系“月落乌啼”来理解。

b：闻到的：稻花香体会丰收的景象。

c：听到的：蝉鸣、鹊啼、蛙声、说丰年

同桌试着演演说说;指名演演说说(丰收、老百姓的生活、多
捉虫子之类)。

小结：同学们演得真是太好了，说得真是太好了!这儿
的“说”字，是青蛙在说吗?那是谁在说?(青蛙、农人、作者
自己，都可以，重在体会作者的喜悦之情)对呀，作者闻着飘
于黄沙岭的稻花香，多么盼望有一个丰收年呀!

出示红字：因为这样，老百姓就能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了。

齐读这两句，体会词人企盼之情。



d：感受到的：夏夜的清幽，静谧。

联系学过的诗句，如：“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月出
惊山鸟，时鸣春涧中”体会以动写静的表现手法。

3、你的脑海里呈现出怎样的一幅画面?

(学生自由描述，大致内容是：月光十分明亮，把沉睡的鹊儿
都惊醒了，扑棱棱地离开枝头，飞起来了，引起树枝摇曳，
半夜里，清风徐徐地吹来，让人感到真凉爽、舒服，风儿还
送来一声声蝉的鸣叫，似乎在唱歌呢!田野里，稻花开了，一
阵阵清香扑鼻而来，让人感到神清气爽。词人辛弃疾走在乡
间的小路上，一路上碰到许多纳凉的老农，都在说着“今年
真是一个丰收年”，池塘里，传来一片青蛙的叫声，似乎也
在争说丰年。教师相机评价并指点：在古诗词的学习中融入
自己丰富的想象，才会感受得真真切切。)

4、感情朗读，前一句读出“幽”，后一句读出“喜”。

5、多媒体煽情。(画面、音乐)

明亮的月光，惊醒的鹊儿，微微的凉风，鸣叫的蝉儿，清新
的稻花香，这一切多么的美好，让我们一起置身于这么美好
宁静的夜晚，感受着清风明月，轻轻地吟一吟吧——齐读上
阕。

6、在如此美好的夏夜，词人的心情怎样?(兴奋、愉悦、沉浸
在丰收的喜悦之中)

(二)品读下阕

过渡：这么充满诗情画意的月夜，真让人走进了画卷一般，
词人走着走着，天气突然发生了变化。自己读读下阕，在脑
海中勾勒画面，也可以和同伴交流感受，如果有不理解的地



方，可以相互讨论。如果讨论还不能理解的，请准备质疑。

1、出示：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
路转溪桥忽见。

西江月教案幼儿园篇五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通过语言文字，融入自己丰富的想象，感悟这首词所描绘
的意境，开展多种语文活动。

3、通过语言文字的训练，感受词中所表现的自然美，感悟作
者热爱大自然，关心人民，企盼丰年的思想感情。

重点：理解诗句的意思。

难点：展开想象，体会诗人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知诗人。

语言导入：同学们经过五年的学习积累，已经会背诵不少诗
词。唐诗宋词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精华，千百年来，广为传诵。
今天这节课让我们继续走近宋词，领略它独特的魅力。出示
课题和作者。

1、我们还学过辛弃疾的哪首词？

生：《清平乐·村居》、师：你能背一下吗？

生：《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

2、学这首词的时候，我们介绍过（幻灯片回顾）：辛弃疾，



号稼轩，是南宋爱国词人，出生时家乡已被金人占据，一生
坚决主张收复中原，统一中国。词风豪放、雄壮，是豪放派
词人的代表人物，他六十八年的人生历程非常曲折坎坷，曾
遭贬职，先后有二十余年是在江西上绕闲居多年，（幻灯）

3、师：他定居的上绕那一带风景优美，土地肥沃。辛弃疾对
那一带非常熟悉。有一天诗人出门散步，即兴写下了一首词。
叫《西江月黄沙道中》，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词。

4、板书课题，通过题目，你知道了什么？

生：（词牌名、课题的意思、黄沙的位置）作者夜晚在黄沙
道中行走（幻灯）

师：对，这首词就是写了作者在黄沙道中的所见、所闻、所
感，下面就让我们共同走进这首词。打开书本。

二、读准字音知诗韵

1、轻声读词，要求读懂字音，读通句子。

2、检查自读情况。

（1）指名读课文。正音，（现）（板书强调）：

3.再指名读一遍。

4.为了更好地展示你们读书的效果，老师给你们一点帮助好
吗？（出示画好节奏的词）自己试试。

a指名读（2个人）

b齐读。



很好，这就是声断气不断，

三、想象画面，悟诗情

现在，我们和辛弃疾一起徜徉在黄沙的小路上，调动起我们
所有的感觉器官，去欣赏风景，身临其境去体会诗人的情感。

（一）出示上阙：（幻灯+心情？）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
片。

1、同桌交流，师巡视。

2、小组交流，全班交流：

预设：生：舒服、悠闲的的心情

师：从那句话中看出来的？

生：第一句“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师：那你能试着描绘出这一幅让人感觉特别舒服的画面吗？

生：生试着描述画面。

师相机解释：惊鹊：惊醒的山鹊。斜枝：旁枝

老师幻灯补充：一轮明亮的圆月高挂天空，也许是月光的闪
烁突然惊醒了正在斜枝上休憩的喜鹊，徐徐的清风吹来，蝉
儿鸣叫着，声音飘出很远很远......

相机板书：看到了：明月、斜枝、惊鹊、鸣蝉

听到了：蝉叫（景色如此之美，连蝉儿的叫声都是那么舒服）



师：明月、斜枝、山鹊、清风、蝉儿好一幅幽静、清新的中
国画啊，谁来读一读这句词？

指名读1-2人

师总结：明月高照，清风习习，夏夜静谧让人感觉好舒服啊，
带着这种感受我们一起读一读。

师质疑：这一句中有动静、有声音，怎么你感觉到的却
是“静谧”呢？联想到诗句“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都是在以动衬静。（这个怎么切入比较好）

师：上阙中你还感受到作者的什么心情

生：喜悦的心情（板书：喜悦）

师：你从哪里感受到的“丰收的喜悦”？

生：稻花香里……

师：哦，稻花飘香的日子里，你觉得谁在说丰年？

引导学生回答（青蛙、农民、诗人、）

让学生自己找角色演一演，充分体会作者喜悦的心情。

青蛙怎么说？（使劲叫）

农民会怎么说？（今年真是个丰收年，不会饿肚子了）

师：男女生分别读读这两句，体会期盼和喜悦之情。

师小结；对呀，大家多么盼望有一个丰收年呀！齐读上阕。

（二）出示下阕



出示：“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
路转溪桥忽见。”

生齐说：下起雨来。

师：词人是怎样描绘这场雨的。

找一个学生用自己的话说“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
的意思

老师相机补充：天上隐隐约约的还有几颗，却下起雨来，这
是暴雨将至了。

师：这时候诗人的心情如何？

出示：“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
路转溪桥忽见。”

1、自主感悟

2、全班交流，下阙作者的心情又是怎么样的？

预设生：着急

师追问：着急的原因是“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

生：突然下起雨来，让学生用自己的话说说第一句的意思。

老师相机补充：天上隐隐约约的还有几颗，却下起雨来，这
是暴雨将至了。

用诗人的话就是

刚才还明月高照，突然只剩下七八颗星星了，山脚下还飘落
了几点雨，糟糕，要下雨了！怎么办？赶紧找地方避雨。可



是以前（旧事）经常去的茅店就在社林的旁边，现在却不到
了呢？山路一转，走过小桥，茅店突然出现了，真高兴。

指名说，边说边补充，边生动描述生。

质疑：为什么经常见的茅店现在找不到了？(体会词人可能因
为天黑、心急、树茂而没发现)

就在诗人着急的时候--路转溪桥忽见

解释：路转--山路一转弯溪桥--溪上的小桥

转过山路，走过小桥，“旧时茅店”忽见，什么心情？

板书：喜出望外

师：诗中的哪个词最能体现出诗人的欣喜之情？

生：忽现

谁愿意表演一下作者看到茅店后的语言、动作、神态，体会
心情？师：陆游也有的一句诗写的也是峰回路转的喜悦--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师：让我们再一起读这半阕，体会作者的惊喜之情吧。

五、情感升华。

引读：同学们，刚才我们一起跟随诗人在夜晚行走在黄沙岭
上，

看见了----（明月高悬）（绿树环绕）（喜鹊翻飞），

辛弃疾不禁高兴地吟道――（齐读第一句）



听到了-----（蝉儿轻叫）（蛙鸣齐唱）、闻到了（稻香扑鼻）
丰收在即；喜讯远传，不禁欢快地唱道――全词（齐读第二
句）

走着，走着，忽然骤雨将至，茅店立见，真是“山重水复疑
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辛弃疾夜行山道，不禁兴奋地唱
道--（齐读三、四句）

跟随诗人我们欣赏夜间黄沙道的美景，感受诗人话丰收的喜
悦，仓皇之间找到避雨地方的豁然开朗，真是处处充满着人
生的乐趣。

八、辛弃疾一生创作了629首诗，我们再来欣赏它的两首作品。
出示两首辛弃疾的诗（找豪放派的词，学生没有学过的）

九、布置作业

一首美妙的词我们已经学完了，你想为自己设计一份怎样的
作业呢？

西江月教案幼儿园篇六

这篇课文是南宋杰出的爱国词人辛弃疾所写的一首词。写的
是夏夜在黄沙岭上所见到的美好景象，表达了词人热爱大自
然，关心人民生活，企盼丰年的思想感情。这首词分为上阕
和下阕两部分。词的上阕描写的是黄沙岭夏夜清丽喜人的景
象，下阕描写了黄沙岭上轻云、阵雨的天气变化以及词人的
愉快感受。

1．阅读诗歌，大体把握诗意。

2．想象诗歌描述的情境，体会诗人的情感。

3．用问题为切入口，想象诗歌的意境。



4．培养学生再造想像、创新思维的能力。

1、想象诗歌描述的'情境，体会诗人的情感。

2、培养学生的再造想象和创新思维能力。

课件

1、名句背诵。

2、简介辛弃疾，知背景：

3、揭示课题：

而“稻花乡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出自他的《西江月。
夜行黄沙道中》。这节课我们就跟随诗人一起到诗歌的王国
去遨游吧！

理解题目：（“西江月”是词牌名，夜行黄山道中是词的内
容。）

教师介绍黄沙道

1．阅读诗歌，大体把握诗意。

2．想象诗歌描述的情境，体会诗人的情感。

3．用问题为切入口，想象诗歌的意境。

4．培养学生再造想像、创新思维的能力。

1、请看屏幕，指明读“学习任务”，齐读“自学提示”。

2、学生自学。



3、检验：

（1）指明读词语，齐读词语。（评价）

（2）解释词语

（3）检查朗读：（评价）

1、分组读“学习任务”、“温馨提示”。

2、教师巡视指导。

1、“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夜半鸣蝉。”

生1：词人看到了明月当空，喜鹊正在枝头欢叫，惊飞……
（随机出示句子）

板书：看：（学生写）明月清风惊鹊鸣蝉

听：（学生写）鹊声风声蝉声

师：谁还从这一句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生2

师：明月无语，但流泻的是清幽的月光；树枝不动，但鹊儿
飞起，引起枝儿摇曳；它飞到另外的枝头，甚至边舞边鸣。
明月之夜，清风无言，但在夏日的夜半，徐徐拂来，令人神
清气爽；蝉儿一改酷暑的喧嚣鸣叫，或许是被枝的颤动惊醒，
送来几声悠长而又凉丝丝的蝉声。）

师：多美的月夜啊，词人深情地赞叹——明月别枝惊鹊，清
风夜半鸣蝉。（引读）

师：多美的月夜啊，我们深深地赞叹——明月别枝惊鹊，清
风夜半鸣蝉。



师：面对此情此景，我不由得想起“月落乌啼”的场面，让
我们再次感受诗句——

2、“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引：还看到、听到或闻到了什么？

板书：闻：（学生写）花香听：蛙声人声

a、此时此刻，鼻闻着稻花的馥郁芳香，耳听着水国的骄子们
奏起了欢快的交响曲。词人拥有怎样的心情？为什么（板书：
愉悦、与民同乐）

师引：作者行走在黄沙岭的道途之中，沐浴着清风、明月，
嗅着晚风送来的稻花的清香，那种轻松与愉悦之情已经是捂
也捂不住了，情感已从心湖之中溢出来，流淌出来。

他会想些什么呢？（课件）板书：想

（如：“今年是一个丰收年啊！”他在心中情不自禁地发出
了这样的赞叹！）

师：是啊，面对此情此景，诗人内心的喜悦溢于言表。就让
这种喜悦通过你的朗读传递出来吧！

b、朗读诗句生1

评：读得怎样？（生评）

谁再来吟一吟？生2齐读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这句千古名句，让我
们也感受了丰收的喜悦。



过渡：还有另外的发现吗？

3、“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板书：雨声

生：我看到了天空中挂着几颗星星，听到了雨的声音。

师：谁也从这句听到了、看到了和想到了什么？

a、这里词人采用了什么手法？（对偶）

（师引导：“天有不测风云”几颗稀疏的星星在天空中眨着
眼睛，小雨沙沙送来夜的清凉。这是无声中的有声，这是不
动中的悄动。）

b、师：让我们再次诗意地读——

4、“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过渡：还看到了、听到了什么？

a、从这句诗，你想到了哪句诗？（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
明又一村）

b、诗人此时此刻有怎样的心情？（转急为安、兴奋不已、激
动万分……）

c、你是从哪里发现的？

d、请你带着诗人此刻的心情，再读——旧时茅店社林边，路
转溪桥忽见。。（兴奋、激动）

师：是啊，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齐
读这一句——



先配乐，后画面展示

师：这样的一个夜晚，不仅是一首词，也是一幅优美的画，
这幅画你可以用语言来描绘。咱们再默默地读一读这首诗，
体会一下诗歌的意境。

1．仔细品读，体会诗歌所蕴含的意境及作者的情感。

此时此刻，你眼前出现了怎样的一幅画面？

2、配乐写话

师：此时此刻，老师知道你们一定有了自己的感受，自己的
理解；请你拿起笔，静静地想，静静地写。写下那动人的画
面。（师巡视指导）

3、展示画面

（1）师：你能给自己的画配上一个动听的名字吗？尽量用精
炼的语言。

（若有困难，小组讨论，比一比哪组的小标题最美。）

（江南夏夜图、山村夏夜美景图、田野山水名作、江南山村
盛夏月夜图……）

4、课件展示部分译文，一生朗诵

（1）学生补白

（2）译文展示：（师范读）

·夜晚走在乡村的小路上

月儿出来惊动了树枝上的鹊儿，



轻轻吹拂的夜风中不时送来阵阵蝉鸣。

稻花飘香沁人心脾（预示丰收），

驻足聆听那一片蛙声，

好似在为人们的丰收而欢唱着……

你看，天边还偶尔看得见七八颗星星，

转眼山前便洒落了两三点雨。

大雨将至，赶紧避雨，可一向熟悉的茅店竟找不到了，

跑到溪头转弯处，

嘿，茅店不就在眼前么？

（3）教师朗诵

师：简直是一幅优美动人、饶有情趣的江南山村盛夏月夜图！
它充满诗情画意，给人以丰富的美的享受。尽管词人没有更
多地表白，然而他笔下的一幅幅艺术画面，却流露出对丰收
之年的喜悦和对农村太平生活的珍爱。让我们再次把词人这
种情、这种爱读出来吧！会背的可以背诵。

板书：珍爱生活

5、齐读（或背）整首词，整体感知（师生共读）

师：我又一次得到一种美的享受。

在这首词中，我们看到了作者怎样的文笔，怎样的风格？
（清新欢快，豪放）但是由于词人的生活遭遇，他的风格沉
郁顿挫，悲壮激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辛弃疾）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
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
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这首词是辛弃疾的代表作，也是最优秀的爱国词作之一，
有人甚至称此词为辛词之首。全词表达了词人坚决主张抗金，
而又反对冒进轻敌的思想，抒发了对沦陷区人民的同情，揭
露了南宋政治的腐败，亦流露出词人报国无门的苦闷。同属
豪放派，与苏轼相比，辛弃疾少了一份旷达、一份雄迈，多
了几许悲凉、几许苍劲。）

师生共读：

念奴娇o赤壁怀古

西江月教案幼儿园篇七

(一)、读通——与文本对话：

课前交流：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的一颗巨钻，她与唐
诗争奇，与元曲斗妍，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同学们，
在你们积累的宋词中，你最喜欢哪一首，能背给大家听听吗?
学生自由背诵。

1、语言导入：课前，同学们已经背诵了不少诗词。唐诗宋词
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精华，千百年来，广为传诵。今天这节课
让我们继续走近宋词，领略它独特的魅力。(板书课题)

2、谁来读读题目?从这首词的题目中，你有什么发现?(学生
自由说，如这首词的词牌名，黄沙道是哪里，整个题目的意
思，对作者的了解等)



3、下面先听老师来读读这首词(出示这首词，教师范读。)

4、请同学们自由地练习朗读这首词，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
子。

(学生练读，教师巡视指导)

5、师激励学生读：“课堂上，最美妙的声音是你们朗朗的读
书声。想不想展示你们美妙的声音?”

6、为了展示你们最佳的读书效果，老师给你们一点友情支援
好吗?请看屏幕(出示：出示这首词，已划好了节奏。)

7、指名配乐朗读，相机评价。

8、男女生比赛读。(读前互相鼓鼓劲儿)

[简析]：由于学生不是第一次接触“词”这种文体，教师可
通过点拨，引导学生在交流中巩固已知。学生步入六年级，
已经养成了课前搜集与课文有关的资料。因此，教师可放心
地让学生自主交流，发挥其学习的自主性。

(二)、读懂——与作者对话：

教师过渡：读通词是学好古词的序幕，读懂词，读出词里所
包含的意思，这才是学习词的正式开始。词就像一杯浓浓的
咖啡，需要细心品味，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仔细品味一下吧!

1、品读上阕

出示：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
取蛙声一片。

(1)、自读自悟，走到辛弃疾的身边去，做他的同行者，调动
起你所有的感觉器官，欣赏这美丽的夜景。



(2)、知识交流：

a：看到的：明月、别枝、惊鹊、鸣蝉、稻子

学生不理解“别枝”，相机出示：别枝：现主要有三种解释：

[1)离开枝头;2)斜枝、树枝;3)另外一枝。]

在作者的笔下，它们是静止不动的吗?让我们再读，用心去体
会。

指名描绘自己的所见。 “明月惊鹊”可以联系“月落乌啼”
来理解。

b：闻到的：稻花香 体会丰收的景象。

c：听到的：蝉鸣、鹊啼、蛙声、说丰年

同桌试着演演说说;指名演演说说(丰收、老百姓的生活、多
捉虫子之类)。

小结：同学们演得真是太好了，说得真是太好了!这儿
的“说”字，是青蛙在说吗?那是谁在说?(青蛙、农人、作者
自己，都可以，重在体会作者的喜悦之情)对呀，作者闻着飘
于黄沙岭的稻花香，多么盼望有一个丰收年呀!

齐读这两句，体会词人企盼之情。

d：感受到的：夏夜的清幽，静谧。

联系学过的诗句，如：“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月出
惊山鸟，时鸣春涧中”体会以动写静的表现手法。

(3)、你的脑海里呈现出怎样的一幅画面?



(学生自由描述词的大致内容，教师相机评价并指点：在古诗
词的学习中融入自己丰富的想象，才会感受得真真切切。)

(4)、感情朗读，前一句读出“幽”，后一句读出“喜”。

(5)、多媒体煽情。(画面、音乐)

明亮的月光，惊醒的鹊儿，微微的凉风，鸣叫的蝉儿，清新
的稻花香，这一切多么的美好，让我们一起置身于这么美好
宁静的夜晚，感受着清风明月，轻轻地吟一吟吧——齐读上
阕。

(6)、在如此美好的夏夜，词人的心情怎样?

[环节简析]：“词”的教学重在想象、品读、悟情。在学生
自主感悟的基础上，引导学生交流自己的想象，在关键处给
予巧妙引导，充分把握词的基本内容，然后通过品读悟情，
媒体煽情，把学生带入如诗如画的词的美好的意境之中，使
学生如临其境，如闻其声，与词产生共鸣。

2、品读下阕

西江月教案幼儿园篇八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反复诵读，感悟词中描绘的画面，体会作者的情感。

3、培养学生对大自然、对劳动人民的热爱之情。

感受词中所表现的自然美，借助语言文字，充分展开想象，
感悟词中景、心中情。

多媒体



创设情境导入

作者介绍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南宋爱国词人，有《稼轩长短
句》。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
酬的悲愤，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艺术风格多样，
而以豪放为主，与苏轼并称为“苏辛”。

写作背景

作者曾两次罢官， 隐居在江西上饶的带湖，前后将近二十年。
这首词是词人在隐居时期写的，词牌下原有小题“夜行黄沙
道中”。

诵读知诗意

读准字音

读顺节奏

读懂诗意

读出音韵

西江月 夜行黄沙道中

辛弃疾

明 月 / 别 枝 / 惊 鹊，

清 风 / 半 夜 / 鸣 蝉。

稻 花 香 里 / 说 丰 年，



听 取 / 蛙 声 / 一 片。

七 八 个 星 / 天 外，

两 三 点 雨 / 山 前。

旧 时/ 茅店 / 社 林 边，

路 转 / 溪 头 / 忽 见。

阅读全词，思考：

1、概括词的上下片分别写了什么内容。

2、全词表达了词人什么思想感情?

想象赏画面

诵读诗歌，以“我从 一句中，仿佛看到了 画面。”的句式，
说说从词中读出的画面，感受诗歌的意象美。

品读析技法

细读全词，选择你所欣赏的一句品析精妙之处。(提示：可从
用词凝练、写景角度、艺术手法等方面赏析)

本篇是作者闲居上饶带湖时期的名作。它通过自己夜行黄沙
道中的具体感受，描绘出农村夏夜的幽美景色，形象生动逼
真，感受亲切细腻，笔触轻快活泼，使人有身历其境的真实
感，这首词反映了辛词风格的多样性。

稻花香，既写出了所见、所闻，又写出了所嗅，使人身临其
境，先感其美。就在信手写景的同时，作者又于人们不知不
觉之中，自然地抒了情。“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这一句，作者将“蛙”拟人化，不仅显得生动，形象，同



时还写活了一个境界，即：写出了农家的热闹气氛和欢乐的
心情，抒发了人逢丰年的喜悦。这正是作者心情的自然流露。
这一句写得有景，有声，有情，三者水乳交融，真是情景相
生，声情并茂。另外，在这画面里，作者紧紧扣着夏夜、农
村这一特定时间、特定环境，鲜明地突出了两点：“热”
和“静”。先说“热”。“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
蝉。”意思是：明月初升，枝上歇栖的乌鹊，象受了惊一样，
清风吹着，直到半夜，树上的蝉还象在呼救似地鸣叫。这里的
“别枝惊鹊”和“半夜鸣蝉”，是说明热的程度；从“明
月”初升到“半夜”，是说明热的时间。“清风”不爽，就
更显其热。作者着意渲染“热”，一是夏天特点的真实写照，
再，就是为下面写“雨”设下伏笔。再说“静”。写“静”，
作者并不是从正面去写，而是用反衬的手法，以“鸣
蝉”、“蛙声”来烘托。在这一特定环境，以动写静，就愈
显其静，大有“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艺术境界。这种
“静”与“明月”、“清风”、“稻花香”交织在一起，真
是写绝了农村夏夜的幽美!

下片笔锋一转，进人写雨。但写的不是雨中，而是雨前。首
句写远望之所见："七八个星天外"，说明乌云四起，透过云
隙可以看到稀疏的星光。这境界，与上片的气氛已有很大的
不同了。第二句?两三点雨山前"，写的是骤雨初来，大雨将
至的信息。既然，雨滴已经洒向山前，那么紧接着便会洒向
山后的。作者的心情转而有些惶急了，于是很自然地引起想
快些赶路或寻地避雨的心情。第三、四句写的就是这一心理
活动："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因为作者平时经
常往来于黄沙道中，明叨知道树林旁边有一茅草小店，但此
时因为是在夜里，再加上心慌，却忽然不了可是，过了小溪
上的石桥，再据个弯儿，那座旧时相识的茅店便突然出现在
眼前，这该叫人多么高兴阿!

写雨，作者写得既有层次，又有特色。先以“七八个星天
外”写雨前的天象，再以“两三点雨山前”写骤雨来临，最
后写雨中人的心理变化。写雨前天象，预示已有雨意。这里，



虽没写云，但由星稀，已可知云密。这一句，作者把“七八
个星”“两三点雨，”分别提到“天外”、“山前”

之前，不仅突出强调了雨前的天象，骤雨的来临，照顾到了
音韵的需要，而且还构成了一种淡远奇特的境界，写出了夏
雨的特点。暴雨忽至，确使夜行的人焦急起来，到哪儿避避
雨呢?他想起了“社林边”的“茅店”，可那是“旧时”，现
在不知在否。等他转过“溪头“，“茅店”忽然出现在眼前!
真是“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忽见”一词，
人物的喜悦心情活脱脱地再现了出来。这一句写得灵活，轻
快，富有情趣，读后，那个急而复喜的雨中人的形象，历历
如在目前。

该词是辛弃疾少有的描绘农家自然风光的小令。

上片描绘乡村仲夏的夜里，静谧的美。“明月别枝惊鹊，清
风半夜鸣蝉”这一句运用得特别自然，而且别样的工整。以
拟人的手法描绘出大自然里最普通的事物和景象，给人以恬
淡闲适的美感：明月升高了，惊起了归巢的喜鹊；清风悠悠
流淌，伴着蝉的鸣叫。“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在这样的夜里，闻到了稻花隐隐隐约约的香气，听到了蛙声
一片。作者不但从视觉上，更从嗅觉与听觉里，描绘出了乡
村夏夜里一派祥和与和谐的美。

再加上骤雨初至，惊慌地想去寻找那茅店避雨，却忽然不见
了。可是，过了小溪上的石桥，再拐个弯儿，那座旧时相识
的茅店便突然出现在眼前，真是惊喜交集!

上片与下片紧密衔接，天衣无缝。读来朗朗上口，很清新自
然，彼有农家风味。此时的作者，就像一个老农，在宁静的
夏夜里，美滋滋地嗅着蜜蜜的稻花香，想着秋后的收成，突
遇夏夜的暴雨，急急寻找避雨之所的憨态跃然纸上。读着作
者的《西江月》，令人想起儿时的童年：有袅袅的炊烟；有
星星；有清风；有蝈蝈的鸣叫；有大人高一声低一声唤小儿



回家的吆喝……真的很美!

西江月教案幼儿园篇九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充分反映了词人对丰收所怀有的喜
悦和对农村生活的热爱之情，是古典词作中以农村生活为题
材少有的佳作。下面是课文教案分享，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一、教学要求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反复诵读，感悟词中描绘的画面，体会作者的情感。

3、培养学生对大自然、对劳动人民的热爱之情。

二、教学重点、难点

感受词中所表现的自然美，借助语言文字，充分展开想象，
感悟词中景、心中情。

三、教学准备：多媒体

四、教学过程

创设情境导入

作者介绍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南宋爱国词人，有《稼轩长短
句》。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
酬的悲愤，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艺术风格多样，
而以豪放为主，与苏轼并称为“苏辛”。

写作背景



作者曾两次罢官，隐居在江西上饶的带湖，前后将近二十年。
这首词是词人在隐居时期写的，词牌下原有小题“夜行黄沙
道中”。

诵读知诗意

读准字音

读顺节奏

读懂诗意

读出音韵

西江月教案幼儿园篇十

明月/别枝/惊鹊，

清风/半夜/鸣蝉。

稻花香里/说丰年，

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

两三点雨/山前。

旧时/茅店/社林边，

路转/溪头/忽见。

阅读全词，思考：

1、概括词的上下片分别写了什么内容。



2、全词表达了词人什么思想感情?

想象赏画面

诵读诗歌，以“我从一句中，仿佛看到了画面。”的句式，
说说从词中读出的画面，感受诗歌的意象美。

品读析技法

细读全词，选择你所欣赏的一句品析精妙之处。(提示：可从
用词凝练、写景角度、艺术手法等方面赏析)

本篇是作者闲居上饶带湖时期的名作。它通过自己夜行黄沙
道中的具体感受，描绘出农村夏夜的幽美景色，形象生动逼
真，感受亲切细腻，笔触轻快活泼，使人有身历其境的真实
感，这首词反映了辛词风格的多样性。

稻花香，既写出了所见、所闻，又写出了所嗅，使人身临其
境，先感其美。就在信手写景的同时，作者又于人们不知不
觉之中，自然地抒了情。“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这一句，作者将“蛙”拟人化，不仅显得生动，形象，同
时还写活了一个境界，即：写出了农家的热闹气氛和欢乐的
心情，抒发了人逢丰年的喜悦。这正是作者心情的自然流露。
这一句写得有景，有声，有情，三者水乳交融，真是情景相
生，声情并茂。另外，在这画面里，作者紧紧扣着夏夜、农
村这一特定时间、特定环境，鲜明地突出了两点：“热”
和“静”。先说“热”。“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
蝉。”意思是：明月初升，枝上歇栖的乌鹊，象受了惊一样，
清风吹着，直到半夜，树上的蝉还象在呼救似地鸣叫。这里的
“别枝惊鹊”和“半夜鸣蝉”，是说明热的程度;从“明月”
初升到“半夜”，是说明热的时间。“清风”不爽，就更显
其热。作者着意渲染“热”，一是夏天特点的真实写照，再，
就是为下面写“雨”设下伏笔。再说“静”。写“静”，作
者并不是从正面去写，而是用反衬的手法，以“鸣



蝉”、“蛙声”来烘托。在这一特定环境，以动写静，就愈
显其静，大有“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艺术境界。这种
“静”与“明月”、“清风”、“稻花香”交织在一起，真
是写绝了农村夏夜的幽美!

下片笔锋一转，进人写雨。但写的不是雨中，而是雨前。首
句写远望之所见：”七八个星天外“，说明乌云四起，透过
云隙可以看到稀疏的星光。这境界，与上片的气氛已有很大
的不同了。第二句?两三点雨山前”，写的是骤雨初来，大雨
将至的信息。既然，雨滴已经洒向山前，那么紧接着便会洒
向山后的。作者的心情转而有些惶急了，于是很自然地引起
想快些赶路或寻地避雨的心情。第三、四句写的就是这一心
理活动：“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因为作者平
时经常往来于黄沙道中，明叨知道树林旁边有一茅草小店，
但此时因为是在夜里，再加上心慌，却忽然不了可是，过了
小溪上的石桥，再据个弯儿，那座旧时相识的茅店便突然出
现在眼前，这该叫人多么高兴阿!

写雨，作者写得既有层次，又有特色。先以“七八个星天
外”写雨前的天象，再以“两三点雨山前”写骤雨来临，最
后写雨中人的心理变化。写雨前天象，预示已有雨意。这里，
虽没写云，但由星稀，已可知云密。这一句，作者把“七八
个星”“两三点雨，”分别提到“天外”、“山前”

之前，不仅突出强调了雨前的天象，骤雨的来临，照顾到了
音韵的需要，而且还构成了一种淡远奇特的境界，写出了夏
雨的特点。暴雨忽至，确使夜行的人焦急起来，到哪儿避避
雨呢?他想起了“社林边”的“茅店”，可那是“旧时”，现
在不知在否。等他转过“溪头“，“茅店”忽然出现在眼前!
真是“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忽见”一词，
人物的喜悦心情活脱脱地再现了出来。这一句写得灵活，轻
快，富有情趣，读后，那个急而复喜的雨中人的形象，历历
如在目前。



该词是辛弃疾少有的描绘农家自然风光的小令。

上片描绘乡村仲夏的夜里，静谧的美。“明月别枝惊鹊，清
风半夜鸣蝉”这一句运用得特别自然，而且别样的工整。以
拟人的手法描绘出大自然里最普通的事物和景象，给人以恬
淡闲适的美感：明月升高了，惊起了归巢的.喜鹊;清风悠悠
流淌，伴着蝉的鸣叫。“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在这样的夜里，闻到了稻花隐隐隐约约的香气，听到了蛙声
一片。作者不但从视觉上，更从嗅觉与听觉里，描绘出了乡
村夏夜里一派祥和与和谐的美。

再加上骤雨初至，惊慌地想去寻找那茅店避雨，却忽然不见
了。可是，过了小溪上的石桥，再拐个弯儿，那座旧时相识
的茅店便突然出现在眼前，真是惊喜交集!

上片与下片紧密衔接，天衣无缝。读来朗朗上口，很清新自
然，彼有农家风味。此时的作者，就像一个老农，在宁静的
夏夜里，美滋滋地嗅着蜜蜜的稻花香，想着秋后的收成，突
遇夏夜的暴雨，急急寻找避雨之所的憨态跃然纸上。读着作
者的《西江月》，令人想起儿时的童年：有袅袅的炊烟;有星
星;有清风;有蝈蝈的鸣叫;有大人高一声低一声唤小儿回家的
吆喝……真的很美!

西江月教案幼儿园篇十一

一、教材简析：

这篇课文是一首词。词的作者是南宋杰出的爱国词人辛弃疾。
写的是夏夜在黄沙岭上所见到的美好景象，表达了词人热爱
大自然，关心人民生活，企盼丰年的思想感情。这首词分为
上阕和下阕两部分。词的上阕描写的是黄沙岭夏夜清丽喜人
的景象，下阕描写了黄沙岭上轻云、阵雨的天气变化以及词
人的愉快感受。



二、设计理念：

本课的教学遵循了学生“自主学习，自主感悟”的教学原则。
通过创设学习词的美好的意境，引导学生融入想象，自读自
悟，勾勒画面，相互交流，体会意境。在自读、精读、熟读
的基础上，自主合作，开展活动，展示学习成果，获得更深
的体验。通过课后搜集辛词，吟诵辛词的活动，拓展学习的
时空，实现“大语文”教学理念。

三、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通过语言文字，融入自己丰富的想象，感悟这首词所描绘
的意境，开展多种语文活动。

3、通过语言文字的训练，感受词中所表现的自然美，感悟作
者热爱大自然，关心人民，企盼丰年的思想感情。

四、教学准备：

教学课件、小黑板、课前搜集有关宋词的资料等。

五、教学时间：1课时

六、教学过程：

(一)、读通——与文本对话：

课前交流：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的一颗巨钻，她与唐
诗争奇，与元曲斗妍，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同学们，
在你们积累的宋词中，你最喜欢哪一首，能背给大家听听吗?
学生自由背诵。

1、语言导入：课前，同学们已经背诵了不少诗词。唐诗宋词



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精华，千百年来，广为传诵。今天这节课
让我们继续走近宋词，领略它独特的魅力。(板书课题)

2、谁来读读题目?从这首词的题目中，你有什么发现?(学生
自由说，如这首词的词牌名，黄沙道是哪里，整个题目的意
思，对作者的了解等)

3、下面先听老师来读读这首词(出示这首词，教师范读。)

4、请同学们自由地练习朗读这首词，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
子。

(学生练读，教师巡视指导)

5、师激励学生读：“课堂上，最美妙的声音是你们朗朗的读
书声。想不想展示你们美妙的声音?”

6、为了展示你们最佳的读书效果，老师给你们一点友情支援
好吗?请看屏幕(出示：出示这首词，已划好了节奏。)

7、指名配乐朗读，相机评价。

8、男女生比赛读。(读前互相鼓鼓劲儿)

[环节简析]：由于学生不是第一次接触“词”这种文体，教
师可通过点拨，引导学生在交流中巩固已知。学生步入六年
级，已经养成了课前搜集与课文有关的资料。因此，教师可
放心地让学生自主交流，发挥其学习的自主性。

(二)、读懂——与作者对话：

教师过渡：读通词是学好古词的序幕，读懂词，读出词里所
包含的意思，这才是学习词的正式开始。词就像一杯浓浓的
咖啡，需要细心品味，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仔细品味一下吧!



1、品读上阕

出示：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
取蛙声一片。

(1)、自读自悟，走到辛弃疾的身边去，做他的同行者，调动
起你所有的感觉器官，欣赏这美丽的夜景。

(2)、知识交流：

a：看到的：明月、别枝、惊鹊、鸣蝉、稻子

学生不理解“别枝”，相机出示：别枝：现主要有三种解释：

[1)离开枝头;2)斜枝、树枝;3)另外一枝。]

在作者的笔下，它们是静止不动的吗?让我们再读，用心去体
会。

指名描绘自己的所见。“明月惊鹊”可以联系“月落乌啼”
来理解。

b：闻到的：稻花香体会丰收的景象。

c：听到的：蝉鸣、鹊啼、蛙声、说丰年

同桌试着演演说说;指名演演说说(丰收、老百姓的生活、多
捉虫子之类)。

小结：同学们演得真是太好了，说得真是太好了!这儿
的“说”字，是青蛙在说吗?那是谁在说?(青蛙、农人、作者
自己，都可以，重在体会作者的喜悦之情)对呀，作者闻着飘
于黄沙岭的稻花香，多么盼望有一个丰收年呀!



齐读这两句，体会词人企盼之情。

d：感受到的：夏夜的清幽，静谧。

西江月教案幼儿园篇十二

教学要求：

1、学会本课生字，理解句子里的关键词语，能用自己的说吃
每个句子的意思，了解这首词所描写的情景。

2、能借助图画，想像这首词所描绘的情景。

3、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教学重点、难点：

感受词中所表现的自然美，培养热爱大自然、关心人民的思
想感情。

教学时间：两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揭题揭题，简介作者

1、板书课题，交代：这是一首词，“西江月”是词牌，“夜
行黄沙道中”是题目。

2、讨论题意。

(1)你从课题上读懂了什么?(夜，点明时间;行，点明事情;黄
沙，点明地点。)



(2)用自己的话说出题意。(夜间行进在黄沙岭的道路上。)

3、简介作者。

4、辛弃疾，是我国南宋卓越的爱国词人，出生时家乡已被金
人占据，一生坚决主张收复中原，统一中国。他曾造贬闲居
江西上饶多年，对黄杀岭较熟悉。

二、初读课文，疏通字词

1、要求轻声朗读课文，要求读懂字音读通句子。

2、检查自读情况。

(1)指名读课文，正音。

(2)练读。

(3)指名读，师生评述是否正确、流利。

三、再读课文，理解句意。

1、默读课文，想一性每句话的意思，可借助字典理解新词，
实在不懂的地方，做上记号。

2、小组讨论交流，教师巡视指导。

3、集体交流。

(1)指名说说词语的意思。

惊鹊：鹊儿被惊醒。鸣蝉：蝉儿鸣叫。

社：社庙。溪桥：溪上的小桥。



(2)指名说已弄懂的句子意思。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月光十分明亮，鹊儿被惊醒
了从树枝上飞起，引起树枝摇曳;半夜了清风吹拂，传来声声
蝉鸣。

七八个星外天，两三点雨山前：遥远的天边闪烁着七八颗星
星，黄沙岭上下起了两三点阵雨。

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过去熟悉的在社庙旁树林
边的茅店在路转溪桥后才忽然见到。

4、稻花香里书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指名说：谁“听取蛙声一片”?又是谁“稻花香里说丰
年”?

(2)讨论：这句话该如何解释?

5、试把意思连起来说一遍。

四、齐读课文。

五、作业

用钢笔描红，临写。

第二课时

一、复习

解释带点的词语，再说说句子的意思。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二、精读课文，体会作者的感情，指导朗读

1、自由读课文，想一想：

(1)词中描写的是什么季节的景象?

(2)词中流露了作者什么样的感情?

2、指明说。

(1)词中描写的是什么季节的景象?你是从哪儿看出来的?(夏
季：鸣蝉、稻花香、蛙声。)

(2)词中流露出作者什么样的感情?你是从哪儿看出来的?(热
爱大自然、关心人民生活。)

3、指导朗读。

(1)轻声朗读课文，用心体会作者感情，用“/”标出停顿处，
用“.”标出重音。

(2)指名标出停顿及重音处，在不断的朗读、体会中，不断地
修改。

(3)按照停顿与重音的提示，练读课文，指名读，师生评议。

4、练背、指名背、齐背。

三、观察图画，想像情景

1、看图，指名说，你在图上看到了什么?

2、回想课文，把作者听到的、想到的、感觉到的补充进去。



师生评议。

3、用一段话写成短文。

四、总结课文

1、课文描写的是什么?表达了什么?

2、你还有什么不懂的.?

五、作业

1、默写这首词。

2、修改小短文。

西江月教案幼儿园篇十三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通过语言文字，融入自己丰富的想象，感悟这首词所描绘
的意境，开展多种语文活动。

3、通过语言文字的训练，感受词中所表现的自然美，感悟作
者热爱大自然，关心人民，企盼丰年的思想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