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望岳教案一等奖(精选10篇)
编写教案可以帮助教师理清教学思路，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一些成功的大班教案案例吧。

望岳教案一等奖篇一

1、自主学习，认识泰山雄伟神奇的景象。

2、理解、学习诗人蓬勃的朝气和远大的抱负。

3、探究文学作品风格与作家个人遭遇之间的关系。

4、感悟作者所蕴含的情感。

认识泰山雄伟神奇的景象，理解、学习诗人蓬勃的朝气和远
大的抱负。

感悟作者所蕴含的情感。

大家都知道五岳之首的泰山吧?你能否用词、短语或语句来描
绘你印象中的泰山呢?(生点评后转到杜甫的《望岳》)

(一)作者及背景简介

(二)朗读诗歌

1、老师范读《望岳》。学生听读，要求听准字音，把握五言
古诗的诵读节奏。

2、全体学生齐读。

3、学生推荐朗读，其他学生点评。



(三)了解诗的内容

1、学生参照注释，借助工具书，疏通诗句，理解诗意。

2、全班交流问题及解答。

3、学生说说诗句的含义。

(四)再次朗诵，要求学生一边听一边想象诗歌描绘的画面和
意境，想象诗人当时望岳的情景。

小组研讨

1、杜甫眼中的泰山有何特点?从哪些地方看出来?

——研讨后，师生共同赏析：

“岱宗”两句：“远望”(补充背景常识：此句说的是泰山山
脉，它在山东中部，从东平湖东岸一直延伸到淄博市南，长
约200公里。)

问(1)：“夫”是个虚词，首句意思只在“如何”(怎么样)上，
试比较“岱宗如何”和“岱宗夫如何”在语气上有什么不
同?(加“夫”则惊奇、赞叹之情更明朗，也更强烈。)

问(2)：此句写出了泰山的什么特点?诗人是如何写的?对你有
何启发?(没有抽象地说，而是别出心裁的写出自己的体会，
以距离之远来烘托出泰山的高。

“造化”两句：“近望”问：能否通过对这两句品度，各用
一个字分别概括诗人眼中泰山的特点?(“神”
或“秀”，“高”。这两句诗突出泰山的神奇秀丽和巍峨高
大的形象。)

“荡胸”两句：“细望”问：展开合理的联系和想象，用你



的语言再现当时的画面。

“会当”两句：由“望岳”想到了将来的“登岳”。

(五)进一步感悟作者情感

1、问：年轻的诗人科举不第后游历齐赵，见到了泰山，写下
了这首诗，在诗中你能看出任何科举败后消极颓废情绪吗?那
整首诗给你的感受是什么?(诗人热情赞美了泰山的神奇秀丽，
流露出了对祖国河山的热爱之情。尤其是最后两句，直抒胸
臆，表现了诗人不怕困难，敢于攀登顶峰俯视一切的雄心和
气魄，以及卓然独立兼济天下的豪情壮志。)你还能联系到意
境相同的哪些诗句?(王之焕“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
楼”。——敢于进取，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2、再次齐读诗歌，读出感情来。

(六)感受诗人高超的.写作艺术，提高学生的审美素养。

问：这首诗历来被誉为歌咏泰山的绝唱，谈谈这首诗什么地
方最吸引你，指出来并说明理由。

(示例：1、炼字。钟——将大自然人格化、拟人化，把大自
然写的有情有义。割——从山的北面看，那照临下土的阳光
像被一把硕大无比的刀切割了一样，突出了泰山遮天蔽日的
形象。2、哲理美。3、虚实相生......)

1、《望岳》的颈联是：

2、总括泰山的全貌，突出它的雄伟高大的山势的句子是：

3、描写近望泰山神奇秀丽的景色和巍峨高大的形象地句子是：

4、表现诗人欣赏泰山而入神的句子是：



5、充分表现诗人不怕困难，敢于攀登，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
概，成为千古名句的句子是：

6、包含一切有所作为的人都应具有不怕困难、敢于攀登绝顶，
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哲理的诗句是：

7、明全诗主旨并表达作者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有人生哲理)的
诗句是：

8、诗人细望泰山而时间之久，表现对祖国河山的热爱的诗句
是：

望岳教案一等奖篇二

1.学习《望岳》这首诗,朗读、背诵这首诗词。

2.通过自主探究的学习模式,品味语言,体味诗词意境。

3.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启发学生热爱祖国古代文化的思感
情,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

1.重点:(l)朗读、背诵这首诗词。(2)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

2.难点:理解诗歌的意境。

一、三分钟演讲。

二、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说说你对杜甫的了解。

三、学习《望岳》。

1.作家作品简介。



杜甫诗现存1400多首,这些诗真实、深刻的反映了唐王朝由极
盛走向衰落这一转折过程中的种种社会现象,展现出广阔的生
活画面,成为唐代社会的形象的历史,历来被称为"诗史"。他
的诗在思想性、艺术性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

这首诗写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

2.分组学习,学生合作探究。

你读懂了什么,还有什么不懂的,有什么值得探究的问题?

3.全班进行交流,学生评析诗句。

4.背诵指导。

四、意境的赏析。

分组写赏析短文,堂上交流。

五、作业。

1.默写这首诗。

2.完成掌握语文的有关练习。

望岳教案一等奖篇三

1、了解作者生平及写作背景知识。

2、朗读诗歌，了解大意，领略泰山雄伟壮丽的景色。

3、体会诗句所表现的情感，感悟诗人蓬勃的朝气和远大的抱
负。

4、学会赏析名句，领悟诗歌的哲理。



体会诗句所表现的情感，感悟诗人蓬勃的朝气和远大的抱负。

赏析名句，领悟哲理。

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二、文学常识：

1、关于作者：

《望岳》的作者是唐代诗人杜甫，字，子美；号，少陵野老，
世称杜工部。他有“诗圣”之称。他的诗被誉为“史诗”他
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齐名，世称“李杜”，
其代表作有：“三吏”“三别”，这是一首咏东岳泰山的诗。

“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
《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

2、了解“五岳”：东岳泰山（xxxx米），位于山东泰安市。
西岳华山（xxxx米），位于陕西华阴县。南岳衡山（xxxx米），
位于湖南长沙以南的衡山县。北岳恒山（xxxx米），位于山西
浑源县。中岳嵩山（xxxx米），位于河南登封县。（东西南北
中泰华衡恒嵩）

三、朗读诗歌

初读诗歌，强调字音，把握节奏，明确体裁。

（1）学生自己默读诗歌，教师则强调一些字的读音，
如“岱”、“夫”、“了”、“眦”等。

（2）学生划分诗歌停顿的节奏，同桌互读，指名读，教师总



结、评价，最后，再集体朗读诗歌。

四、感知探究

1、再读诗歌，理解诗句含义。（学生借助课下注释逐句理解，
小组内同学间互相交流，掌握诗句的含义。）

完成后，教师再点名检查、集体点拨自学情况。学生集体复
述句义，再读诗歌。

2、细读诗歌，哪些诗句是写景？前六句诗句具体描写了泰山
景色的什么特点？

五、背景介绍

六、品情感，赏名句

1、谈谈你对“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句话的理解。

（温馨提示：赏析名句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1、分析内
容2、抒发情感3、蕴含哲理4、运用修辞5、炼字角度）

1）一定要登上泰山的最高峰，举目四望所有的山都是那么的
矮小。表达了作者希望登上山顶，俯视群山的意愿。

2）表现了不怕困难，敢于攀登绝顶、俯视一切的豪迈气概。

七、拓展延伸

1、总括泰山的全貌，突出它的雄伟高大的山势的句子是：

2、描写近望泰山神奇秀丽的景色和巍峨高大的形象地句子是：

3、诗人细望泰山而时间之久，表现对祖国河山的热爱的诗句是
（表现诗人欣赏泰山而入神的句子）：



4、充分表现诗人不怕困难，敢于攀登，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
概，成为千古名句的句子是（明全诗主旨并表达作者远大的
理想和抱负（有人生哲理）的诗句是：

5、包含一切有所作为的人都应具有不怕困难、敢于攀登绝顶，
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哲理的诗句是：

附：板书设计

望岳

杜甫

写景：巍峨高大神奇秀丽

抒情：凌云壮志远大抱负

望岳教案一等奖篇四

1、领会诗歌的丰富内涵和精美语言，积累一些文言词语和诗
歌的修辞方式。

2、朗读并且背诵全诗。

3、反复诵读，体会诗歌的思想感情。

朗读并且背诵诗歌

体会蕴含在诗作中的思想感情以及诗作的“诗史”特点。

1、你会读加点的字注音吗？将字音写在括号内

岱宗（）决眦（）搔更短（）不胜簪（）

2、填空



杜甫，字，是我国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大胆地
揭露了当时统治集团的.腐朽，广泛而尖锐地反映出人民的苦
难和社会矛盾，内容深刻。他的许多优秀作品显示了唐朝代
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因此，被称为“”。

1．学习《望岳》

1）情境导入

杜甫在25岁的时候，他父亲杜闲在山东兖州任司马，他曾借
省亲之机去山东各处游历，这首诗就是那个时期写的。我们
读杜甫“安史之乱”后的诗作，往往会觉得他是个沉郁寡欢
的老人；可是，读这一首感觉就全然不同，他的雄心，他的
豪气都将使你感奋不已。

2）介绍作者有关知识。

3）检查预习情况

4）整体感知

a、播放录音《望岳》，学生朗读。注意诗歌的韵律、节奏感。

b、指名读课文，学生互相评议，教师从节奏、语调、情感等
方面加以指导。

c、师生同读，同时多媒体显示朗读节奏、重音，要求学生读
出感情。

d、分组朗读交流，理解诗歌的意境美。

5)探究赏析《望岳》

a、这首诗歌描写了泰山怎样的特点？从哪些句子中可以看出



来？

学生思考讨论，教师点拨（多媒体投影）：

b、全诗中最让你感到心胸激荡的两句？说说偏爱这两句的理
由。

c、作者当时为什么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呢？

2学习《春望》

1)整体感知

a、播放录音《春望》，学生朗读。注意诗歌的韵律、节奏感。

b、指名读课文，学生互相评议，教师从节奏、语调、情感等
方面加以指导。

c、师生同读，同时多媒体显示朗读节奏、重音，要求学生读
出感情。

d、分组朗读交流，理解诗歌的竟境美。

3）、分别以这两首诗的题目为上、下联的开头，试写一组对
偶句。

5）、把这两首诗译成现代诗歌，尽量做到押韵。

6）、朗读背诵这两首诗。

给下面的诗句划分节拍。

(1)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2)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望岳教案一等奖篇五

知识目标1、掌握古诗的主要内容，理解诗意。

2、有感情地朗读和背诵课文。

培养学生诵读能力，鉴赏古诗的能力

理解诗歌内容，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引导学生进入意境，体会诗人情感。：

1.朗读教学法

2.讨论法与点拨法相结合

同学们，我们国家山河秀丽，景色优美，名胜古迹数不胜数。
单说山，就有很多，但在群山之中，谁最有名呢？那当然
是“五岳”，因为有语云：“五岳归来不看山”。那在五岳
之中谁的名气最大呢？泰山dd五岳之首，“泰山归来不看
岳”呀。今天我们就一起来领略一下杜甫笔下的泰山是如何
一番景色！

杜甫：字，子美，自称少陵野老，后人称他为杜少陵，是唐
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人称诗圣；其诗被喻为“诗史”，
与李白齐名，世称“李杜”。其代表作有“三吏”、“三
别”（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

这首诗是杜甫早期的作品，大约作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
（736）以后。此时 ，诗人正“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当他游历到山东 ，被泰山的壮丽景色所吸引，写下了这首
《望岳》诗。



1、学生自由朗读，要求读准字音，把握五言古诗的诵读节奏。

2、听配乐朗读，学生听读

3、学生推荐朗读，其他学生点评。

4.全体学生齐读。

学生参照注释，借助工具书疏通诗句，理解诗意。

以“我最欣赏这首诗中谈谈你的理解。

1.这首诗歌描写了泰山怎样的特点?从哪些句子中可以看出
来?

3.”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中的“钟”，“割”字用的
好，历来被人称道，试着分析它的妙处。

4.诗言志，诗歌创作无不是为了传情达意，这首诗歌流露出
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明确：（2）.远望泰山，说泰山横跨齐鲁大地，绵延广阔

近观泰山雄奇秀丽，巍然耸立的形象

细看泰山，表现在泰山面前深为之震撼和陶醉的感情

最后两句想象中的登山之情，是作者由望景而产生了登临的
愿望

诗人由远望到近望，由细望到想象将来登岳远望之景，全诗以
“望”

字贯穿全诗，“望”字成了全诗的线索。在望岳的过程中表
现了作者惊叹、赞美、陶醉、豪迈之情。



（4.）：“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直抒胸臆，表现了诗
人不怕困难，敢于攀登顶峰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魄，以及卓
然独立兼济天下的豪情壮志。它不只是诗人要攀登泰山极顶
的誓言，也是诗人要攀登人生顶峰的誓言，它激励着我们在
人生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七）读人生

通过对《望岳》的学习，想想你从中获得了哪些人生的启示？

小结：诗人热情的赞美的泰山的神奇秀丽，流露出对祖国山
河的热爱之情，尤其是最后两句，表现了诗人敢于攀登顶峰
和俯视一切的雄心壮志，希望同学们在以后的日子里能用这
句话来时时激励自己不断进取，勇往直前！

（八）．背诵古诗。（齐背）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开篇以设问起句，写意中遥
想，久慕其名，而未得亲历其境。“岱宗”，即泰山。岱是
泰山的别名，因居五岳之首，故尊称为岱宗。“夫如何”，
到底怎么样呢？“夫”，在这里无实在意义。接句自问自答，
以夸张手法，极写“齐鲁青未了”的气势，放眼望去，一片
青翠苍都，绵延不绝。“齐鲁”，春秋时两诸侯国，后用为
该地域的简称。泰山北为齐，泰山南为鲁。“青未了”，形
容泰山山脉绵延深远，青翠苍都，从齐到鲁看不到尽头。这
一句是远望，摹写泰山卧齐鲁大地，突出了岱宗的雄伟宏阔
的气势。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三四句以南北分割“昏晓”
的景象写泰山高耸云端、万仞摩天的高伟雄俊。这里是近望，
赞叹大自然把天地间的神奇秀美的景色都聚集在泰山了。泰
山的山峰把世界分成两大部分：阳坡是睛朗的清晨，山后仍
是沉沉的暗夜。这奇伟壮观的景象真是鬼设神施，造化所钟。
“造化”，指天地自然。“钟神秀”，天地间神奇秀美皆聚



泰山。“钟”，聚集的意思。

“荡胸生层云，决眦人归鸟。”这两句是想像之辞。诗人由
远望、近望进而想到泰山气象万千，云气层生，一定会震荡
人们的心胸。使之豁然开朗；站在泰山之上，眼光也会更加
敏锐，连一掠而过的归鸟也收入眼底。这两句写主观感受，
反衬出泰山的雄伟壮丽及其感人力量。“荡胸”，心头涤荡，
胸襟为之开豁。“荡胸”，句的意思是，山上层云叠起，冲
击涤荡着心胸，胸襟为之开豁。“决眦”，眼睛睁大，眼角
欲裂，形容极力张大眼睛。“眦”，眼框。“入”，收入眼
里，看到。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结尾两句写有望岳而引起的决
心。因泰山之雄伟而引出一览无余而后快的心绪，抒发了诗
人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博大胸怀。“会当”，应当，一定
要。“凌”，登临，登上。“绝顶”，最高峰。“览”，俯
视的意思。这两句既写了泰山的巍峨高耸，也表达了诗人的
壮志和毅力，能开阔读者的眼界和心胸。

小结：这首诗层次清晰，形象鲜明，写景抒情，交相辉映，
通篇写望而不著一个望字，含蓄蕴藉又自然开朗。始终在研
词炼句方面颇见功夫。

望岳教案一等奖篇六

a、领略泰山雄伟神奇的景色；

b、感悟诗人蓬勃的朝气和远大的抱负；

a、泰山雄伟神奇的景色

b、诗人蓬勃的朝气和远大的抱负

a、诗中哲理的理解；



a、作者生平；

b、泰山的有关知识；

c、字音、字形；

朗读法

1课时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1、同学们，我们国家山河秀丽，景色优美，名胜古迹数不胜
数。单说山，就有很多，但在群山之中，谁最有名呢？那当
然是“五岳”，因为有语云：“五岳归来不看山”。那在五
岳之中谁的名气最大呢？泰山――五岳之首，“泰山归来不
看岳”呀。今天我们就一起来领略一下杜甫笔下的泰山是如
何一番景色！

二、讲授新课：

1、板书课题，指名简介作者。

我们学过很多杜甫的诗篇，下面我首先请一位同学将杜甫介
绍一下。师板书：字，子美；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
人称诗圣；其诗被喻为“诗史”；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齐
名，世称“李杜”。其代表作有“三吏”、“三别”（新安
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

2、范读课文，强调字音、字形。

这首诗有一些字的注音和字形，同学们要注意一下。如：岱



宗、夫如何、决眦；同学们一起读两遍。

3、初读课文，了解诗句大意。

下面同学们自读课文，借助文中的注释理解诗句的含义。阅
读后同学之间可以相互提问词句的含义。然后老师将点名抽
查掌握情况。

4、精读课文，体会诗句所表现的情感。

下面同学们将课文一起朗读一遍。缺乏感情。第一、二两句，
我们应该用什么感情来读呢？为什么？讨论一下，再试着读
读。

同学们再一起将这首诗朗读一遍。首联远望泰山，表现了作
者惊叹之情；那么颔联、颈联、尾联又分别从哪些角度来描
写泰山的景色的，又分别表现了作者什么样的感情呢？讨论
一下，然后我请同学来读。诗人由远望到近望，由细望到想
象将来登岳远望之景，全诗以“望”字贯穿全诗，“望”字
成了全诗的线索。在望岳的过程中表现了作者惊叹、赞美、
陶醉、豪迈之情。

5、品读课文，理解景色的特点，感悟诗人蓬勃的朝气和远大
的抱负。

因景而生情，这是客观因素；有没有作者的主观因素在里面
呢？当时诗人二十几岁，这也是杜诗中年代最早的一首，字
里行间洋溢着青年杜甫那种蓬勃的朝气和远大的抱负。诗中
哪两句最能体现？这两句诗中还蕴含了一番哲理，即：只要
不怕困难，敢于攀登高峰，就能俯视万物。

同学们一起将这首诗再朗读一遍，领略诗中美景，感悟诗人
的豪情。



这首诗写得很美，下面我请同学来谈一谈自己学了这首的感
受。按照“我最欣赏诗中这一句，是因为。”格式说一说。

说得都不错，课后将这首感情背诵。课前，我让同学们找一
关于泰山的资料，有没有找到？下面我请同学拿出来读一读。
老师这里也准备了一些材料。下面我请一位同学来读一下。

三、总结课文：

1、小结：很好，通过这节课我们学到了哪些东西，我请同学
来总结一下。好，下课。

2、布置作业：当堂检测。

《望岳》（六年级上）复习指南

唐杜甫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注释：

1、题解：这是杜甫青年时期所写的一首五言古诗，岳：高大
的山，这里指泰山。

2、岱宗：对泰山的尊称。泰山别名岱，居五岳之首，故又名
岱宗。夫如何：怎么样。

3、齐鲁：原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两个国名，在今山东境内，后用



“齐鲁”代指山东地区。未了：不尽。

4、造化：大自然。钟：聚集。

5、阴阳割昏晓：古代山南叫“阳”，山北叫“阴”。此句是
说泰山很高，在同一时间，山南山北判若早晨和晚上。

6、决眦入归鸟：决：裂开。眦：眼眶。决眦：极力张大眼睛。
入：收入眼底，即看到。

7、会当：应当，定要。凌：登上。

诗句大意：

第一二句：岱宗究竟是怎样的雄伟壮观呢？齐鲁大地上它青
翠的山色连绵不断，望不到尽头。

（设问领起，答句远望其广阔绵延。）

第三四句：大自然在这里聚集了所有了神奇秀丽，高耸险峻
的泰山山南山北判若黄昏和清晨。（近望泰山，写出其神奇
秀丽和山势之高。）

第五六句：山中生出层层云气，心胸为之激荡，极目远望，
归巢的鸟儿尽收眼底。（写细望黄昏时的山景和产生的感受。
）

（前六句写尽泰山景色，突出泰山气势，流露出诗人对祖国
河山的热爱。）

第七八句：总有一天，我一定要攀登到泰山的绝顶，到那时，
俯瞰群峰，它们将是多么渺小！（篇末点睛，写由望岳而生
的登岳的豪情壮志，也包含了人生的雄心壮志。）

主题思想：



全诗以“望”字为线，描写了泰山雄伟磅礴的气象，情景交
融，抒发自己勇于攀登，傲视一切的雄心壮志，洋溢出蓬勃
的朝气。

《望岳》

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为我们留下了1400多首诗歌。
这些诗歌深刻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变化过程，被称
为“诗史”，杜甫本人也被称为“诗圣”。字子美，自称少
陵野老，后人称杜少陵。杜甫的创作历程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读书和壮游时期。这个时期的生活和创作，具有浓厚
的浪漫色彩和情调。如《望岳》就写于这一时期，表现了他
青年时代的气概和报复。

（二）长安十年时期。公元746年，杜甫到长安考试求官，由
于李林甫玩弄骗术，使考试的人全部落榜。杜甫也遭其害，
困居长安达十年之久，过着辛酸屈辱的流浪生活。不幸的遭
遇使他认识到统治者的腐朽，创作了《兵车行》《丽人行》
等杰出的现实主义诗篇。诗的风格情调，也由早期的热情奔、
乐观坦荡变地悲壮凄凉，形成“沉郁顿挫”的`诗风。

（三）战乱流离时期。由于“安史之乱”，他携家人和人民
一道受冻挨饿，避难流亡，灾难的时代，震撼着诗人的心灵，
使他写出了《春望》、“三吏”（《新安吏》《石壕吏》
《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
等一系列具有高度人民性和爱国思想的不朽诗篇，达到了现
实主义的高峰。

（四）漂泊西南时期。

今天这一节课我们就来学习杜甫的两首古诗《望岳》和《春
望》。



首先我们一起来学习《望岳》，先请同学们自由的把《望岳》
读上三遍。指名两位同学朗读，其余学生点评。全体学生齐
读。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岱宗即泰山，古时认为泰山
是五岳之首，为众山所宗。岱宗夫如何，泰山是个什么样子
呢？青指山色，未了指绵延不绝，齐鲁青未了是说泰山的青
色在齐鲁广大区域内都能望见。这一联是远望泰山所见。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造化指大自然，钟是聚集、
集中的意思，神秀是神奇秀丽的意思。造化钟神秀是说大自
然将神奇秀丽都集中在了泰山身上。阴阳指山的南北两面，
山南有阳光，故说晓。山北不见阳光，在晓犹昏。“割”字
用的极好，是说阳光就像被一把刀切断了一样，突出泰山的
遮天蔽日。这一联是近望泰山所见。一二两联着力写泰山的
整体形象。

“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曾通“层”，层层的云气飘
荡在胸前，形容泰山极高。眦指眼角，黄昏时可以望见归巢
的鸟儿渐渐隐入山谷之中，写泰山的幽深。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是化用孔子的名言：“登
泰山而小天下”。在这里它不仅是诗人攀登泰山极顶的誓言，
也是诗人要攀登人生顶峰的誓言。

诗言志，诗歌创作无不是为了传情达意。这首诗流露出了诗
人什么样的思想感情？

这是杜甫早期的作品，诗人热情赞美了泰山的神奇秀丽，流
露了对祖国河山的热爱之情。“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直抒胸臆，表现了诗人不怕困难敢于攀登顶峰俯视一切的雄
心和气概，以及卓然独立，兼济天下的豪情壮志。

学生齐背《望岳》



《春望》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杜甫的另一首诗《春望》。先请同学们自
由的把《望岳》读上三遍。指名两位同学朗读，其余学生点
评。全体学生齐读。

明确：国都，山河，城，草木四种形象。国破，山河依旧，
城春，草木深。这是一幅沦陷中长安城的破败景象：国都沦
陷，城池残破，虽然山河依旧，可是乱草遍地，林木苍苍，
使人满目凄凉。

颔联（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写了哪几个形象，组成
了怎样一幅画面？

明确：花、鸟在春景中是最有代表性的事物，能使人爽心悦
耳，但诗人此刻面对残破的都城，不知官军何时才能平定叛
乱，不知妻儿在兵荒马乱中如何度日、种种念头困扰着他，
他怎能不见花落泪、闻鸟而惊心呢？表达了感时伤世的感情。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自开春以来战火愈烧愈炽，和家
人难通音信，一家人的安危使他魂牵梦绕，家书不至，他如
何放心得下？他用“抵万金”来形容家书的珍贵，表达了他
对妻子儿女的强烈思念。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诗人这一年刚45岁，但“白头”
是写实。“白头”又稀疏到“不胜簪”的地步，其苍老之态
可以想见。他苍老的这么快，完全是忧国、伤时、思家所致。

这首诗抒发了诗人什么样的情感？

明确：前四句抒发了诗人面对国都沦陷，山河破碎而产生的
沉痛和忧伤之情，颈联抒发了诗人对亲人的思念牵挂之情，
尾联总写忧国思家的感情，在国破家亡、离乱伤痛之外，叹
息衰老，又多了一层悲哀。



学生齐背《望岳》、《春望》。

望岳教案一等奖篇七

1、掌握古诗的主要内容，理解诗意。

2、有感情地朗读。

3、培养诵读能力，鉴赏古诗的能力

4、领略泰山雄伟神奇的景色，感受诗人对祖国河山的热爱，
培养远大的志向和抱负

1、理解诗歌内容，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2、引导学生进入意境，体会诗人情感。

ppt课件、古诗录音

（一）活动导入；

同学们，我们国家山河秀丽，景色优美，名胜古迹数不胜数。
单说山，就有很多，但在群山之中，谁最有名呢？那当然
是“五岳”，因为有语云：“五岳归来不看山”。那在五岳
之中谁的名气最大呢？泰山――五岳之首，“泰山归来不看
岳”呀。今天我们就一起来领略一下杜甫笔下的泰山是如何
一番景色！

（二）简介作者

子美。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他有“诗圣”之称。他的
诗被誉为“史诗”，他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与李白齐名，世称“李杜”。其代表作有“三吏”、“三



别”（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

了解五岳：东岳泰山，位于山东泰安市。

西岳华山，位于陕西华阴县。

南岳衡山，位于湖南长沙以南的衡山县。

北岳恒山，位于山西浑源县。

中岳嵩山，位于河南登封县。

东西南北中，泰华衡恒嵩

欣赏图片

（三）创作背景

这首诗是杜甫早期的作品，大约作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
（736）以后。此时，诗人正“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当他游历到山东，被泰山的壮丽景色所吸引，写下了这首
《望岳》诗。

（四）朗读诗歌

1、学生自由朗读，要求读准字音，把握五言古诗的诵读节奏。

2、听配乐朗读，学生听读

3、学生推荐朗读，其他学生点评。

4、全体学生齐读。

（五）诗句翻译：泰山到底怎么样？在齐鲁大地上，那青翠
的山色没有尽头。大自然把神奇秀丽的景色都汇聚在泰山，



山南和山北的天色被分割成一明一暗两部分。层出不穷的云
雾使人心胸荡漾，我睁大眼睛看见正在归巢的飞鸟。一定要
登上泰山最高峰，举目四望，众山都会显得矮小。

（六）诗句赏析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此句的视角，用了什么修辞，作用是什么？

用了夸张的修辞，写了远望中泰山的山势连绵不断。同时借
齐鲁大地烘托泰山参天耸立的形象。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此句的视角，用了什么修辞，作用是什么？

此句写了近望中所见泰山的神奇秀丽和巍峨高大。“钟”字
用了拟人的手法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泰山景色的神奇秀
丽。“割昏晓”用了夸张，写出了泰山的巍峨高大。

“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

写的是实景，是凝望之景。

诗人抓住这两个景物细节云气和黄昏时的归鸟，表达了心情
的激荡和眼界的空阔 。诗人此时的心情是对山顶向往之至，
亟欲一登。由引出下两句。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一定要登上泰山最高峰，举目四望，众山都会显得矮小。这
两句富有象征性和启发性，不仅写出了泰山的雄伟，也表现
了作者不怕困难，敢于攀登绝顶、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
这是一切有所作为的人不可缺少的品质，它激励着历代读者



去力争上游，为理想而奋斗。

（七）中心思想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全诗围绕“望”字着笔，由远望到近望，再到凝望。重在描
写描写望山所见所感。写了泰山高大雄伟的气势和神奇秀丽
的景色，流露出对祖国河山的热爱之情，也透露了诗人早年
的远大抱负。也表现了作者不怕困难，敢于攀登绝顶、俯视
一切的雄心和气概。

（八）理解诗意。

以“我最欣赏这首诗中（字或句）是因为”谈一谈，巩固理
解。

（九）合作探究

1.这首诗歌描写了泰山怎样的特点从哪些句子中可以看出来

3.”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中的“钟”，“割”字用的
好，历来被人称道，试着分析它的妙处。

4.诗言志，诗歌创作无不是为了传情达意，这首诗歌流露出
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明确：（2）.远望泰山，说泰山横跨齐鲁大地，绵延广阔

近观泰山雄奇秀丽，巍然耸立的形象

细看泰山，表现在泰山面前深为之震撼和陶醉的感情。

最后两句想象中的登山之情，是作者由望景而产生了登临的
愿望诗人由远望到近望，由细望到想象将来登岳远望之景，



全诗以“望”字贯穿全诗，“望”字成了全诗的线索。在望
岳的过程中表现了作者惊叹、赞美、陶醉、豪迈之情。

（4.）“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直抒胸臆，表现了诗人
不怕困难，敢于攀登顶峰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魄，以及卓然
独立兼济天下的豪情壮志。它不只是诗人要攀登泰山极顶的
誓言，也是诗人要攀登人生顶峰的誓言，它激励着我们在人
生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十）读人生

通过对《望岳》的学习，想想你从中获得了哪些人生的启示？

小结：诗人热情的赞美的泰山的神奇秀丽，流露出对祖国山
河的热爱之情，尤其是最后两句，表现了诗人敢于攀登顶峰
和俯视一切的雄心壮志，希望同学们在以后的日子里能用这
句话来时时激励自己不断进取，勇往直前！

（十一）．朗诵古诗。（齐声）

望岳教案一等奖篇八

1、了解杜甫生平及诗歌背景。

2、学会诗歌鉴赏的方法。

3、感受并学习青年杜甫的豪情。

学会诗歌鉴赏的方法。

赏析诗中名句蕴含的人生哲理。

朗读法合作探究法。



ppt

2、欣赏泰山景色并描绘泰山

1.杜甫，唐代诗人，字，子美;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
他有“诗圣”之称，他的诗被誉为“诗史”。他是我国伟大
的现实主义诗人，与“诗仙”李白齐名，世称“李杜”。2.
时代背景简述。

阅读思路：读--品---悟

(一)、读：美、高昂、气势

1、听范读，要求听准字音，把握节奏。

2、请学生读，指点朗读语气。再齐读。

二、品：诗联品析(合作探究)(一)、品题目师：怎样理解题
目

生：望即看之意。岳：山高谓之岳，这里特指泰山。就是看
泰山。

师：现在我们要随着杜甫的目光去看泰山，那我们应抓住哪
一个字呢?“望”(二)、品诗意(合作探究)问：请选择一句诗
进行解读要求：我们组选择诗，根据方法：

(一)，解说注释

(二)、描述诗联

(三)品析字句并说出作者望到了哪些景象?

小结：“岱宗”两句：青翠苍郁，延绵不绝----惊叹----远
望



“造化”两句：神奇秀丽，巍峨高大----赞美----近望

“荡胸”两句：云涌云翻，鸟儿归巢----陶醉----细望

“会当”两句：志向高大，纵览群山----豪迈

(明确：诗人由远望到近望，由细望到想象将来登岳府望之景，
在望岳的过程中表现了作者惊叹、赞美、陶醉、豪迈之情。)

3.从这首诗，你感受到了一座怎样的泰山?(广、高、美)

师小结：我们随着杜甫一步步的观望而下，我们纵览了五岳
之首泰山的美景。作者除诗题中有有一个“望”字之外，诗
中却不见一个“望”字，而我们却能感受到所望之景，这就
是作者的'独具匠心。来，我们踏着杜甫的足迹一起再一次朗
读诗歌，重走望岳之路。

(三)悟：有感而发

1、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望到一个什么样的杜甫?

附：豪情勃发，壮志凌云，乐观向上，满怀建功立业，意气
风发，信心满怀。

小结：青年的杜甫生活在唐代社会发展到最富庶的时期，他
家境优越，诗才横溢，此时的他芳龄24岁，因此意气风发，
信心满怀，渴望着建功立业。这首诗正代表杜甫青年时期光
芒四射、积极进取的人生。

2、请你想象登上最高峰“一览众山小”的景象和感受，并把
它写下来

附：不怕困难，勇攀高峰，不但望得远，而且可以雄视一切，
包举天下。它鼓励人们树雄心立壮志，不怕困难，坚持到底
就一定能获得更大胜利。



师小结：说得好，道出了“我不轻狂枉少年”的激越。老师
也希望大家能牢记这种精神，当遇到困难时能为自己吟上一句
“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

师：泰山，杜甫，望岳，同为独尊。面对神圣的事物，我们
要学会崇敬。请学生齐声背诵《望岳》。为了加强感情，把
最后一句处理成重复。

续写我们没有完成的命题：当杜甫遇到泰山，。

望岳教案一等奖篇九

课 题

望 岳

教

学

目

标

知识目标

反复诵读的基础上理解诗歌内容，了解杜甫及相关文学常识。
理解作者表达的思想情感

能力目标

培养学生的诵读能力，鉴赏古诗的能力。

情感与



价值观

领略泰山雄伟神奇的景色，热爱祖国河山，陶冶美的情操。
培养学生树立远大的志向和抱负

教学重点

理解诗歌内容，体会作者的思想情感。

教学难点

品味语言,感受诗人高超的写作艺术。

教学方法

讨论法

教学过程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一、

导入新课

介绍中国古代诗歌源远流长的历史，进而介绍杜甫，引入本
节教学

教师深情导入



学生感受体验

吸引学生兴趣

二、了解杜甫及相关知识

介绍杜甫

欣赏泰山风光

教师补充介绍杜甫相关资料

播放《泰山》相关视频

学生介绍杜甫。

学生欣赏

初步了解杜甫，初步感受了解泰山的美。

三、朗读中感知形象美

朗读课文，感受泰山磅礴的气势。

体会朗读古代诗歌的方法。

教师范读课文

配乐朗诵

指导学生朗读。

学生听读、自由朗读、指名读相结合

培养学生诵读古代诗歌的能力。



四、合作中感受景色美

自主学习课文内容，相互质疑解答。

教师巡视，点拨指正。教师启发、深入指导。

对学生适时进行德育渗透，培养学生树立远大的目标

学生分组讨论，合作探究

学生积极思考问题，力求有独到的见解。

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赏析中品味语言美

教师指导学生鉴赏古代诗歌的方法。

学生思考讨论

培养学生鉴赏古代诗歌的能力

六：迁移练习

按要求默写

1.描写泰山神奇、秀丽、高峻的句子。

2.杜甫在《望岳》中用以表现自己敢于攀登绝顶，俯视一切
的雄心和气概的诗句。

3.赏析诗歌相关内容

教师出示试题内容，适时启发、指正。



学生思考后，回答问题

检测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

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

七、小结

学了这首诗歌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教师补充

归纳总结

培养学生总结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

八、作业

必做题：背诵并默写《望岳》。

选做题：1.将《望岳》改写成一篇写景的散文（100－200）
字

2.搜集杜甫的相关诗句体会其情感

九、课后反思

望岳教案一等奖篇十

1．了解有关古体诗、近体诗的一些常识。

2．了解作者的生平、思想及诗歌的创作背景。

3．了解三首诗的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准确流畅地背诵这三
首诗。



4．初步了解杜甫的`诗歌创作风格。

1．掌握一些古诗朗诵的常识，读出节奏，读出韵律，逐步提
高诗歌朗读水平。

2．加强朗读教学，在反复朗读中体会诗歌的意境，品味诗中
的美点。

3．把握重点词语，分析景物意象，体味作者的思想感情和作
品的深层意蕴。

1．学习《望岳》，感受诗人对祖国河山的热爱之情，学习他
不怕困难，敢于攀登绝顶、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

2．学习《春望》《石壕吏》，深切感受诗人热爱国家、关心
民众、眷念亲人的美好情操。

1．了解每首诗创作的时代背景，理解每首诗的思想感情。

2．初步鉴赏品味诗歌的美点。

3．把握诗的景与情、事与情，感受品味诗歌的意境。

1．通过字面意思，把握含蓄蕴藉的诗意。

2．初步掌握一些诗歌常见的表现手法，并体悟其表达效果。

1．朗读教学法。反复朗读、吟诵，感知诗歌的声韵美，通过
想像与联想，把握诗的景与情。

2．讨论法与点拨法相结合。充分调动学生的参与意识，让学
生真正成为鉴赏的主体。教师尽量少讲，以读代讲，以讲促
读。

3．古诗五步教学法。《望岳》采用这种教法，从知诗起，经



历说诗、想诗、悟诗、品诗等四个阶段，引导学生知内容，
想意境，悟情感，品特色。

4．诗歌境界教学法。教读《春望》，打算采用这种教法，引
导学生想像形象、把握物境；体验情感、把握情境；品味意
蕴，把握意境。

多媒体、录音机、示范朗读磁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