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部编版五年级牛郎织女教案 部编版
五年级松鼠语文教案(优秀8篇)

初中教案是教师在备课过程中编写的一种指导性文档，旨在
规划和安排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通过阅读教案范文，教师
能够提高自己的教学设计和教学能力。

部编版五年级牛郎织女教案篇一

1、感受松鼠的美丽和可爱。

2、激发学生对小动物的喜爱。

重点：感受松鼠的美丽和可爱。

难点：激发学生对小动物的喜爱。

自制课件

1课时

〈一〉渲染学习氛围

1、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去森林乐园玩，好不好?

2、这一路上会遇到许多动物，咱们一见到他们就马上跟他们
打声招呼，怎么样?(师播放动画，画面上出现几种小动物)

〈二〉整体感受松鼠

1、松鼠这一课大家预习过了吧，你觉得松鼠怎么样?

2、课文给我们介绍了松鼠的哪些方面，打开书，读一读，你
一定会知道!



(了解课文是从松鼠的样子、游玩、搭窝、吃食四个方面进行
描写，根据学生的回答，教师随机板书)

〈三〉感受松鼠的外形的美

1、我们班的小朋友读书可认真啦，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课文是
怎样描写松鼠样子的，谁来读第一自然段。

2、现在我请大家做件事，你们再看看这段话，记住你认为很
关键的词语，待会我要考考大家的记性。

3、读完了吗(读完啦)都记住啦(记住了)开始考啦。这个自然
段从哪些方面描写了松鼠的样子?(生抢答)

师：下面，可要睁大眼睛，集中注意力，跟着我的鼠标走。
鼠标点到哪，你能想出文中用了哪些关键词语来描写，你就
马上举起手。

4、指导朗读。

(1)刚才，大家记住的关键词都写出了松鼠的美丽、可爱。现
在，谁想试着读一读。

(2)谁敢说有一句我比他读的更棒呢(抓住句子指导朗读)

(3)师生接读

(4)谁也上台来当回小老师，和你的学生们合作读这个自然
段?

〈四〉感受松鼠打窝的巧

1、读的不错，松鼠不只样子美丽，也很机灵，他还有什么本
领呢?(会搭窝)请一位同学读读这个自然段(生读)



2、下面请大家看这一句(出示“窝搭好了……风吹雨打了。)

3、质疑：为什么松鼠把窝搭好后，还要加个盖呢?

你能在这句话中找到答案吗?

4、感受打窝的巧妙

看来，松鼠搭窝过程中的每一个举动都有他的目的。(出示整
段)

我们一起来读读第一句(松鼠常常把窝……这样就……)那么
在松鼠搭窝的过程中，你觉的哪也可以加一条横线，并说说
松鼠这样做的目的?看来，松鼠真是一种聪明的动物呀!(板书：
聪明)

〈五〉感受松鼠活动的趣

1、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松鼠是怎样活动的(出示第二自然段)

2、请同学们放声自由读这个自然段。

3、瞧，我给大家带来了一张松鼠追逐嬉戏的图片，你们觉得
这图片怎样?

4、师：我们班的小朋友都很聪明。我相信你们一定能运用书
上没有出现的精彩动词让这几只松鼠动起来。先到小组中讨
论讨论，想好了，就上来写吧!生上台写。

5、松鼠玩够了，闹够了，也要休息了。那我们也静静地把刚
才想到的，说到的松鼠追逐嬉戏的情景写下来。让顽皮、可
爱的松鼠留在你的文字里，留在你的记忆中。(生写)



部编版五年级牛郎织女教案篇二

1、在这次习作教学中，我先提出习作的要求，让学生在要求
的指引下读题，了解写作的目的，紧接着，我采用小组活动
的形式，让学生交流自己的作品，及时做出评价，并针对评
价做出修改，这样的流程使学生的作品更加完善。

2、在这节课的教学过程中，小组活动的方式能最大程度照顾
到不同程度的学生，让每个人都有展示自己作品的机会，有
利于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美中不足的是在“交流收获，习作评改”这个环节用的时间
较少。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一定要统筹安排时间，让每个教
学环节都能清楚明了地展现。

部编版五年级牛郎织女教案篇三

1．指导学生认识11个生字。

2．指导学生朗读课文，了解松鼠的特点；激发学生热爱自然、
保护动物的人文情怀。

3．引导学生感受课文中准确的说明和生动、形象、细致的描
写，积累语言。

4．引导学生能用较准确、生动的文字对某一动物的特点进行
说明。

引导学生在阅读中感受松鼠的特点。

多媒体课件，布置学生搜集相关资料。了解作者和松鼠的有
关知识。

1．课件播放松鼠影片，再现课文内容。



2．看了录像，你喜欢松鼠吗？为什么？

3．法国著名的博物学家布封也非常喜欢松鼠，在他的笔下，
松鼠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一起走进文中看一看。（出示课
题。）

1．自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课文。

2．检查字、词读音。注意读准“玲珑、苔藓、勉强、圆锥”
等词语。

3．再读课文，整体感知。布封笔下的松鼠给你什么印象？

1．这是一篇文艺性说明文，也是一篇略读课文。阅读提示中
提出了明确的学习要求，大家先读一读，勾一勾。（学生阅
读勾画，教师相机提出建议。）

2．依据要求，师生共同制定学习目标。

（1）作者从哪几个方面介绍了松鼠？可以就你最感兴趣的某
一部分绘制一幅图，给它起一个名称，并用自己的语言描述
画面。

（3）从哪里可以看出作者对松鼠的喜爱？品读有关句子。

让学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一个问题自学探究，再在四人小组
内讨论交流，就不同意见进行磋商，并听取同学的独特见解。
师生评议。

1．阅读文章，抓住要点。

引导学生从总体入手，在阅读中抓住文章的要点，知道文章
说明了哪几个方面的内容。（课文各段第一句点名了说明对
象，即文章是从松鼠“外形漂亮”“行为乖巧”“性格驯
良”三方面来具体说明的。）



2．探究本文与《鲸》在表达上的异同，本课的教学重点。

（1）设计下列句式引导学生归纳。

……

（2）设计下列表格，引导学生比较。

不同之处

《松鼠》的举例

《鲸》的举例

3．再次阅读，总体感受，深入体会。

引导学生再次阅读，从总体上深入领会文章，鼓励学生以赏
析的态度来深入理解文章，深化对“松鼠”的.认识。

在布封笔下，小松鼠善良可爱，大象温和憨厚，鸽子夫妇相
亲相爱，具有人类的一切美好品质。这位著名的博物学家毕
生从事博物学研究，用40年时间写出了36册巨著《自然史》，
如果同学们感兴趣，课后可以阅读《自然史》。

部编版五年级牛郎织女教案篇四

1、读习作要求，把握习作重点。

内容上：推荐一本喜欢的书。

2、思考，我们推荐哪些内容才能让别人接受呢？

生畅所欲言（出示课件3）

明确：可以推荐书的内容、推荐书中吸引人的情节或者推荐



个性鲜明的人物等。

3、思考文章的写法：

板书：

写法上：写出书名、作者及推荐原因；写后读给大家听一听，
评一评，再修改。

4、小结：

不管你怎样介绍，书名、作者及推荐的原因是一定要说清楚
的。

部编版五年级牛郎织女教案篇五

“语言是一个多义词，通常被称为语言、文学和文化。它的
原意是“语言。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教学要求：

1、理解课文内容，学习毛主席关心群众生活、处处为群众利
益着想的思想作风。

2、了解课文中哪些内容写得比较详细，哪些写得简略。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

通过课文内容，体会毛主席处处为群众着想的思想作风。

教学时间：

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检查预习。

1、学生朗读课文，同桌互相纠正读音。

2、这篇课文讲了毛主席在花山的哪几件事?

二、进一步自学，深入理解课文。

1、用小黑板提出自学要求：

(1)毛主席交给警卫员哪几项任务?

(2)毛主席是怎样处理“碾米”事件的?

(3)毛主席为什么让警卫员给老百姓送茶水?他是怎样说服警
卫员的?

2、学生按自学思考题自学，教师巡视辅导。

3、同桌讨论。

三、全班交流。

1、毛主席交给警卫员哪几项任务?

(毛主席交给警卫员两项任务：一是“尽快把乡亲们请到这里
来碾米”;二是让炊事员每天给乡亲们沏一桶茶水。)

2、毛主席是怎样处理“碾米”事件的?

(毛主席很细心，没有听到门口碾米的声音，就过问了这件事，
并让警卫员尽快把乡亲们请到这里来碾米。)



3、毛主席为什么让警卫员给老百姓送茶水?他是怎样说服警
卫员的?

(毛主席说服警卫员时，一共讲了三层意思：一是进行革命必
须依*群众的支持;二是“我们进行的斗争，也正是为了全国
的老百姓”;三是教育警卫员不要把他摆在特殊位置上。)

(最后一句话说明老人还没有认出毛主席来，但是他可能听到
过有关毛主席关心人民群众的一些传说，所以产生一种似曾
相识的感觉，这出说明了毛主席及其领导的革命队伍已经和
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已经深入人心了。)

四、引导体会课文的详略。

课文中哪些内容写得详细?哪些写得简略?为什么这样安排?

(碾米、送茶和替母女俩推碾子写得详细。因为这些内容突出
了毛主席关心群众、处处为群众着想这一中心。)

五、通过这一课学习，你受到了什么启发?

六、作业：

有感情朗读课文。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读懂内容，
通过烤鸭了解北京的饮食文化。

2.过程与方法：在读中理解重点句子，小组学习作者首尾呼
应、详略得当的写作特点以及采用作比较、列数字的说明方
法。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增长见识，激发学生对祖国首都的向



往和热爱之情。

教学重、难点

1.了解挂炉烤鸭的烤制过程，体会作者对全聚德烤鸭的偏爱。

2.理解重点句子，揣摩并学习作者的说明方法。

教学过程

一、导入，引题

同学们都吃过鸭子，鸭子怎么吃吃?

(生：略)那么哪里的烤鸭吃?

(生：北京)是啊，北京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到长城非好
汉，不吃北京烤鸭真遗憾!”今天我们就走入北京，来细细地
了解和品味一下这道北京特色的名菜——烤鸭。

(出示烤鸭图片)师生书写课题。

二、初读，感知

1.既然大家都喜欢烤鸭，那你知道正宗的北京烤鸭是怎么制
作的吗?你了解烤鸭的历史吗?请同学们自由地读一读课文，
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通过读文，你都知道了烤鸭的哪些知识?向大家介绍介
绍。(学生交流)

三、品读，感悟

(一)焖炉烤鸭法：自由读第2自然段，简要地说说焖炉烤鸭的
制法。(出示图片，便宜坊)



(二)挂炉烤鸭法：

1.和便宜坊的焖炉烤鸭相比，全聚德的挂炉烤鸭更具特色(出
示挂炉烤鸭图片)。所谓“一炉百年的火，铸成了全聚德，天
下第一楼，美名遍中国”，那么全聚德的挂炉烤鸭究竟有什
么独特之处呢?请大家按照自学提示，自学第4自然段。(出示
自学提示一)

2.汇报交流。(根据汇报内容，教师相机板书：光洁、闪亮、
细腻、香酥)

3.(出示烤鸭的图片)一盘盘烤鸭，光洁，闪亮，色泽诱人，
看了让人馋涎欲滴，你看了之后有什么感受。(生：想吃、美
味等。)

4.品读重点句子：是啊，正如作者所描述的，(出示句子：如
此，烤出的鸭子像枣红色的绸缎一样光洁、闪亮、诱人;口感
细腻、香酥、皮脆、肉嫩。)

(1)你是从哪些词语感受到鸭子的美味的?

生：运用了打比方的说明方法，把出炉的烤鸭比作枣红色的
绸缎，将鸭子的色泽外观描绘得很形象、很诱人。

师：说得好，抓住了说明文学习的重点。

生：这句话中使用了“细腻、香酥、皮脆、肉嫩”这几个生
动的词语，把烤鸭的口感形容得恰到好处，让人禁不住想流
口水。

师：大家同意吗?看来，咱们班有很多爱吃的孩子。

(2)指导朗读：面对这么香酥、美味的烤鸭，谁能用自己的声
音把这样的感受有感情地表达出来?指名读，齐读。



5.小结：我们通过学习、欣赏，已经对挂炉烤鸭的过程了解
得很清楚，那我们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作者究竟按照什么
顺序把文章写得这么清楚的呢?(按照原料、燃料、过程、出
炉的顺序一一介绍)

(三)烤鸭的吃法。

教学目标：

1、熟读课文，了解“刷子李”高超的刷墙技艺，想象“刷子
李”刷墙时的风采。

2、能抓住重点句段反复朗读，体会文章是怎样表现“刷子
李”的技艺高超的，感受独特的语言韵味。

教学重点：

感受刷子李的高超技艺。

教学难点：

领悟并学习作者刻画人物形象的方法。

教学准备：

教师了解冯骥才和他的《俗世奇人》，收集相关资料。

课时安排：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师生对话、导入新课



1、师：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在生活中我们有时会看到或听
到一些身怀绝技的人或事，让我们不由地发出一声由衷的惊
叹。作家冯骥才在《俗世奇人》这本书中就记载了民间许许
多多身怀绝技的奇人。今天我们就去认识其中的一位。

2、板书课题：刷子李（板书课题）

指名读（提示把“子”念轻声会更好），一起读。

3、刷子李，这名字有意思吧？从这名字当中你知道了什么？
（姓李的一个粉刷匠，粉刷技术特别高）

4、这是一种特殊的称谓。民国初期，在天津卫这个地方，某
一行有绝活的人，人们就用他的行当加姓称呼他。比如有个
姓张的，泥人捏得特别好，就叫他——泥人张；有个姓刘的
风筝扎得特别好，就叫他——风筝刘，又如这篇课文中的主
人公，他姓李，粉刷技术特别好，人们就称他为——刷子李。
下面，我们再亲切地叫他一声—刷子李。

二、初读课文、学习词语

同学们都读得非常认真，先看看词语掌握得怎样？

（课件出示词语2）第一行谁来读？指名分行读，再一起来
（派头的“头”读轻声），（相机解释词语“发怔”是“发
呆”的意思。）

我们再一起来把这些词语读一下。

通过刚才的朗读，刷子李给你留下了一个怎样的印象？（随
机板书：技艺高超）

三、品读文本、感悟技艺高超

师：你们是从哪些语句中感受到刷子李是个技艺高超的人呢？



请同学们快速默读1—5自然段，划出有关的句子。

随机教学（随学生的学情出示相关段落）

正面描写

1、学习第一自然段

a、生说：他要是给您刷好一间屋子，屋里什么都不用放，单
坐着，就如同升天一般美。最让人叫绝的是，他刷浆时必穿
一身黑，干完活，身上绝没有一个白点。别不信！他还给自
己立下一个规矩，只要身上有白点，白刷不要钱。

b、师问：你见过粉刷吗？是怎么样的？（生自由说）

老师这有两张粉刷匠粉刷时的图片，我们来看看。看了有什
么感受？（生再说感受）他们能称为刷子李吗？（不能）为
什么？（他们身上全是白点）

c、那我们应该怎么读这一段？（带着敬佩的语气）谁来读一
读？（指名三位同学读，再个别读）

d、刷子李真不愧是个奇人，不但干活好，还给自己立下一个
规矩，什么规矩？（只要身上有白点，白刷不要钱。）

这是第一奇。（相机板书：规矩奇特）

刷子李为什么敢立下这样奇特的规矩？（生自由说）

师：是呀，如果不是对自己的手艺有十足的把握，又怎能夸
下如此海口呢？让我们通过自己的朗读把他的这份自信表达
出来吧！师引读：他要是————生读。

2、学习第五自然段



a、师：这只是个传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那究竟刷
子李有没有像传说中的这么神呢？接下来我们找出感受到刷
子李技艺高超、奇特之处的语句，和大家交流一下。

b、指名说。（交流点评）

生说：一间房子，一个屋顶四面墙，先刷屋顶后刷墙。屋顶
尤其难刷，蘸了稀溜溜粉浆的板刷往上一举，谁能一滴不掉？
一掉准掉在身上。可刷子李一举刷子，就像没有蘸浆。但刷
子划过屋顶，立时匀匀实实一道白，白得透亮，白得清爽。

师：好，这样的粉刷，效果怎样？（板书：效果非凡）

哪几个词看得出他刷的墙效果非凡？（指名说：匀匀实实、
透亮、清爽）

师：真是让人叫绝啊？如果让你用一个成语来夸一夸，你会
想用哪个词？（生说：巧夺天工、出神入化，盖世无双，独
一无二，无人能及、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等等）

师：就让我们带着对刷子李的佩服的态度读一读这段话吧。

c、师：这个自然段还有那句话写出了刷子李的技艺高超？

“只见师傅的手悠然摆来，悠然摆去，如同伴着鼓点，和着
琴音，每一摆刷，那长长的带浆的毛刷便在墙面啪地清脆一
响，极是好听。啪啪声里，一道道浆，衔接得天衣无缝，刷
过去的墙面，真好比平平整整打开一面雪白的屏障。”

师问：好，你找得这一段重点对人物的哪方面进行了描写？
（动作）那你感受到了刷子李的动作怎样？（板书：动作娴
熟）

谁想读读这句话？（指名读）在他读的句子中有个很美的词



重复出现两次，是哪个词语？（悠然）悠然是什么意思？
（悠闲的样子）

从这两个悠然中你感受到了什么？（生自由说）

师：刷子李刷墙的动作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谁来
读这句话，读出“悠然”。（生齐读）

读这八个字“悠然摆来，悠然摆去”，要读得快一点还是慢
一点？（慢一点）那就再读这八个字，读得慢一点（齐读）
再慢一点（再齐读）

听你们悠然地读这八个字，老师眼前仿佛浮现出刷子李刷墙
的样子来了。我们也来做一回刷子李，配上悠然的动作再来
读一读。（生边模仿动作边读）

此时，你觉得在你眼前的刷子李更像是一位什么？（指名说：
舞蹈家、画家等）

师：是呀，刷子李刷墙给人感觉不是在干又脏又累的活而是
在进行一项艺术创作，艺术表演，他的技艺娴熟得已进入一
种出神入化的境界！让人高山仰止惊叹不已。把你的感受送
到句子中通过朗读传达出来。（指名读整句—齐读。）

师小结：悠然的动作和非凡的效果相互映照，彰显出刷子李
的技艺高超。让我们一起读读第5自然段，一起拿起书，边读
边感受刷子李的奇特之处。

读到这里，我们知道为什么称他为刷子李了吧？对刷子李的
高超技艺的奇特之处，我们已经眼见为实了。

侧面描写

1、面对师傅的高超技艺，曹小三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快速浏



览6—9自然段，找出有关的句子读读，然后试着完成这个填
空。

起初曹小三对师傅的绝活一直（半信半疑），但大半天下来，
居然连一个芝麻大的粉点也没发现，他真觉得（佩服），正
当徒弟对师傅佩服得（五体投地）时，却突然发现刷子李裤
子上有一个白点，感到很（失落），最后知道那是师傅抽烟
不小心烧出来的小洞时，（心服口服）。

2、谁来试着填填这个空？（指名生一个一个说，并相机板书：
半信半疑———佩服———失落———心服口服）请同学们
一起填填空。（生齐读填空）

是呀，文中的徒弟曹小三从开始时的半信半疑，变成后来亲
眼见证之后的确信无疑，这个心理过程可谓是一波三折呀！

3、我们知道这篇文章主要是写刷子李粉刷技艺的高超，那文
章为什么要写曹小三呢？是不是多此一举了？为什么？（生
自由说）

4、小结：这样写并不多此一举，侧面烘托人物叫侧面描写，
这样的描写能对文章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文章前面对于刷
子李的直接描写就叫正面描写。正是在这样多方面的描写中，
刷子李的形象才变得越来越丰满，冯骥才先生写人叙事的高
超技艺真叫人拍案叫绝。我相信同学们也能将这种描写手法
运用到自己的习作中去。请同学们课后写一写身边有特长的
人，写出人物的特点。

四、推荐阅读：冯骥才的《俗世奇人》的资料

今天文中的主人公通过冯老先生的生动描写带给了我们很多
惊奇，如果你们还想了解更多的奇人奇事，不妨去阅读一下
《俗世奇人》这本书。书中奇人荟萃，一个个奇人身上发生
的一桩桩趣事，肯定会令你拍案叫绝。好，今天的课就上到



这，感谢同学们的配合。下课。

板书设计：

规矩奇特

刷子李：技艺高超{效果非凡

动作娴熟

曹小三：半信半疑———佩服———

失落———心服口服

部编版五年级牛郎织女教案篇六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认读16个生字，会写8个字，能自主积累词
语。

2、过程与方法：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课文
内容，懂得要爱护学习用品。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指导学生把对课文的感悟转化为自己
日常的学习习惯，逐步培养孩子养成爱护学习用具的好习惯。

教学重、难点：

1、会写生字。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指导学生把对课文的感悟转化为自己日常的学习习惯。

教学准备：

捡到的学习用品、挂图、生字卡片、词语卡片。

教学时间：

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情境导入

1、小朋友的文具盒里都摆着铅笔、橡皮，能说说他们有什么
用吗？

2、小朋友自由发言。

3、教师归纳：铅笔、橡皮、尺子等文具，能帮我们做这么多
事情，真是我们学习上的好伙伴哪！（出示捡到的玩具）可
是这些小伙伴却被他们的小主人弄丢了，它们很伤心，让我
们一起来帮助它们找个家吧！

4、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二、初读课文

1、借助拼音自由读课文，标出自然段，画出自己不认识的字。

2、同桌互读。同桌有困难，请你帮帮他，同桌读得好，请你
夸夸他。



3、师范读课文，生认真听记自己不认识的字。

三、学习生字

1、小组交流识字方法。

2、“我当小老师”。

3、教师领读生字并扩词。

4、齐读生字—开火车认读生字—“火眼金睛”游戏。

5、送字宝宝回家：用自己喜欢的符号在文中画出生字，并读
一读。

6、指名分段朗读课文，互相评议。

第二课时

一、复习巩固生字

1、开火车认读生字卡片。

2、“猜字”游戏。遮住生字卡的一半让学生猜生字。

3、“找字宝宝”游戏。

二、精读课文

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

2、指名朗读。根据“正确、流利”的要求组织学生评价。

3、教师指导朗读。



4、齐读课文，一边读一边想，课文写了什么。

5、读后交流，说说自己读懂了什么。

6、组织讨论：怎样做才能不丢东西呢？

7、交流汇报，教师总结。

三、口语交际训练

想象训练。

2、鼓励学生大胆想象，积极发言。

3、评价、表扬鼓励。

4、“失物招领”会。把自己遗失的文具领回家。

说说你书包里有哪些小伙伴，你是怎样疼爱它们的。

1、学生自由发言。

2、教师总结爱惜学习用品的好办法：包书皮、做笔套、给橡皮
“洗澡”、每天清点学习用品、定期整理书包等。

四、拓展延伸

1、刚才小朋友们都明白了要爱护学习用品，每天要收拾好它
们。下面我们就来举行一个整理书包的比赛，看谁做得又快
又好。

2、学生整理书包。

3、评出优胜者，奖励、鼓励其他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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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编版五年级牛郎织女教案篇七

1.会认“栈、冤”等12个生字，会写“蚕、考”等14个生字。
理解“千变万化、纸屑”等词语。

2.朗读课文，从课文中的具体描绘中感受父亲对儿子的爱以
及儿子对父亲的感激、崇敬之情。

3.领悟以小见大的写法，领悟通过小事来反映人物情感的写
法。

部编版五年级牛郎织女教案篇八

1.认识“仞、岳”等5个生字，读准多音字“裳”，会写“仞、
岳”等6个字。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结合注释，理解诗句的意思，想象诗歌所描绘的画面，体
会诗人的思想情感。



同学们，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第一单元我们学到了三首古
诗，分别是什么呢？（生答）这三首古诗，都表达了一个共
同的主题，那就是——天真无邪的童年时光。但是，你可曾
想过，在这种和平宁静生活的背后，有边关塞外无数将士在
浴血奋战。（我们把表现这些内容的诗，称为“边塞诗”。）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第9课《古诗三首》。

1.齐读三首古诗，找出不认识的字词。

2.（出示生字词）着重指导。

（1）学生交流识字，轮流读词，师正音。

（2）注意区分形近字“摩”和“磨”。

3.分小组再次齐读三首古诗。

1.同学们，读完三首古诗，再与前面我们所学的三首关于童
年的古诗相比较，你感受到了什么？（没有轻松愉快的感觉，
语言比较严肃，注重环境描写。）

2.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一首《从军行》，看看这首诗
写了哪些内容，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情感吧！

（1）（出示相关资料）了解诗人王昌龄。

（2）齐读古诗，结合注释理解诗题“从军行”，初步理解古
诗内容。

（3）（齐读古诗第一、二句）我们知道，这是一首边塞诗，
诗的第一、二句，集中写了边塞之景，诗中描写了哪些边塞
的景物呢？（青海、长云、雪山、孤城、玉门关）这些景物
组成了一幅怎样的画面？（奇丽壮阔，苍凉雄浑）从这两句
诗中，你感受到了什么？（讨论探究：抓住重点



词“暗”“孤”）这两句诗突出了什么呢？（环境恶劣；战
争惨烈；戍边将士的孤立无援）现在我们已经抓住了这两句
的主要情感，谁能说说这两句诗的意思？（青海湖上空连绵
不断的乌云使大雪山都变暗了，从这座孤城可以远远望见玉
门关。）

（4）如果你是戍边将士，此刻你身处这样的环境中，你会想
些什么？（快点回家）那么，诗中的`将士又在想什么呢？我
们一起来体会一下。（齐读第三、四句）第三句主要写了什
么？（战士身经百战，连铁甲战衣都磨破了。）然而，即使
战争如此惨烈，他们还是在心中暗暗发誓——（不破楼兰终
不还），不打败敌人，誓不返回家乡。突出了戍边将士为了
保家卫国，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在大敌当前时决心奋战到底
的豪情壮志。

诗人在描写战争时，先描绘边塞风光以渲染战争气氛，再集
中概括戍边战士长期战斗的艰苦生活及誓死破敌的豪情。从
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将士们杀敌卫国的英雄气概。让我们带
着这种感情，试着背诵这首诗吧！

1.上节课，我们学习了《从军行》，在那奇丽壮阔的边塞风
光中，感受到了戍边将士誓死破敌的决心和爱国热情。现在，
让我们再一次背诵这首诗，体会将士们的英雄气概和豪情壮
志。

2.接下来我们要来学习另外一首诗——《秋夜将晓出篱门迎
凉有感》。（板书课题）

1.（出示资料）了解诗人陆游。

2.齐读古诗，结合注释初步理解内容。

3.这首诗的诗题很长，它告诉我们哪些信息呢？（时间：秋
夜将晓。地点：篱门外。事情：迎凉有感——一阵凉风吹来，



心中产生一阵伤感。）所以简单来说，题目交代了这首诗的
（创作背景）。

1.这首诗的前两句写了什么景？（漫长的黄河向东流入大海，
巍峨的华山直上云天。）从句式上看，你发现这两句诗有什
么特点？（句式一致。）这种修辞手法就叫（对偶）。除此
之外，这两句诗还运用了什么修辞手法？（夸张）

2.这两句诗写了奇伟壮丽的山河，让我们感受到祖国的美丽。
然而，如此大好河山，却沦于敌手，于是诗人笔锋一转，写下
（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结合注释，说说你
的理解。（宋朝遗民对着这样的河山也只能伤心欲绝，满怀
希望地望着南方，盼望南宋朝廷的军队收复失地，如此一年
又一年。）

3.从哪个词可以看出人民的伤心欲绝？（泪尽）大好河山，
沃土千里，人民渴望（和平安定的生活）。然而，他们的愿
望却一次次落空，这是多么令人心碎啊！

4.自由读诗，体会其中的情感，并背诵全诗。

1.前面我们已经学习了两首诗，一首写了戍边将士保家卫国
的豪情壮志，另一首表达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现在，我
们来学习最后一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看看这首诗又写
了什么，表达了什么情感吧。（板书课题）

2.（出示资料）了解诗人杜甫。

3.了解本诗的创作背景。

（出示：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作于763年春天。755年，安
禄山、史思明起兵反叛，史称“安史之乱”。763年，“安史
之乱”结束。流落梓州、过着漂泊生活的杜甫听到叛乱已平
的消息，想到终于可以返回日思夜想的家乡，不禁满怀欣喜。



于是，以饱含激情的笔墨，写下了这篇脍炙人口的名作。）

4.反复诵读，感悟诗情。

（1）感悟“悲喜交集”。

由于“安史之乱”，杜甫被迫流落他乡，艰苦备尝。而这时
突然传来捷报，诗人回想自己漂泊辛苦和黎民疾苦，不
禁“涕泪满衣裳”，这是喜极而泣、悲喜交集的逼真表现。
让我们试着体会这种情感，再读诗歌。

（2）探寻“喜欲狂”。

师：诗人的“喜欲狂”表现在哪里？

生1：他“漫卷诗书”，胡乱地将书籍一卷，再也无心伏案读
书了。

师：杜甫是一位“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读书人，这
么爱读书的人现在竟无心读书了，这是多么反常的举动啊。
从他这种反常的表现中，能感受到诗人的“喜欲狂”。

生2：从“放歌”“纵酒”，也可以看出他“喜欲狂”。

师：杜甫当时已经52岁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既要尽情歌
唱，又要开怀畅饮，真是“喜欲狂”呀！

师：诗人是为何事、何人而“喜”呢？

生1：他为战争结束了，官军收复了河南河北而喜。

生2：他为老百姓终于可以过上安定的生活而喜。

师：他为战乱平息、国家安定而喜；他为老百姓不再流离失
所，终于可以安居乐业而喜。在这“喜”中包含着他浓浓的



爱国之情和忧国忧民之情。

通过学习这三首古诗，我们看到了古代边关的烽烟四起，感
受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体会到了诗人悲喜交集的复杂
情感。

教学反思

通过反复朗读，使学生在读的过程中去理解和感受古诗的内
容，在学最后一首诗时，采用学生自主探究学习的方法，引
导学生结合注释理解内容并体会情感，做到读思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