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语文古诗说课稿一等奖(模板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小学语文古诗说课稿一等奖篇一

（一）教材分析

《马诗》是唐朝诗人李贺的作品，前两句描写了边塞肃杀的
风光，后两句以马喻己，表达了渴望受到赏识、为国家建功
立业的愿望；《石灰吟》是明朝爱国诗人、名臣于谦的作品，
托物言志，以石灰自喻，表明自己不怕牺牲、坚守高尚情操
的决心；《竹石》是清朝诗人郑燮的作品，通过描写竹子的
品质，表达自己刚直不阿、正直不屈的高风亮节。本课是本
年级第四单元的第一课，紧扣单元主题：查阅相关资料，加
深对课文的理解。需要学生更多了解诗人生平，理解诗歌情
感，对培养学生的理解发掘能力有很好的启发作用。

（二）教学目标

1.会写“络、锤”等4个生字。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默写《竹石》。

3.结合注释，边读边想象诗中的情景，感知诗的大意，体会
诗人表达的情感。

4.查找资料，加深对诗的理解，了解诗的表达方法。

（三）教学重难点



重点：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默写《竹石》。

难点：

结合注释，边读边想象诗中的情景，感知诗的大意，体会诗
人表达的情感。

根据设定的教学目标，这节课我采用的教学方法有：

1.朗读法

古诗需要充分朗读、熟读成诵，有感情朗读。本课的古诗是
三首气势坚定的诗，因此主要采用学生跟读、有感情朗读和
自由朗读等形式，要求学生在理解诗中情感的基础上读出气
势。

2.发现点拔教学法

本课的诗语言简单朴实，学生可以自行理解，但是在情感把
握上，需要更上升一层，因此我采取发现点拨教学法，让学
生自己主动参与学习。

3.多媒体辅助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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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语文古诗教学过程中，教师其出发点可能是很好的，
可也要注意方法，不可急于求成，造成以下几个误区：

2、信口开河式的问答：古诗有鲜明的艺术形象和深远的艺术
意境，需要反复诵读，深刻体会。可有些老师在古诗教学中
滥用问答法，一问一答之中破坏了古诗的整体性，使学生无



法很好的领会其意境。

3、填鸭、注入式的串讲：串讲是古诗教学的一种重要方法，
不过课前要注意启发学生预习，在串讲过程中一定要引导学
生思考不能填鸭式、注入式。

4、文学鉴赏式的分析：小学古诗不排除分析，但要注意深入
浅出，注意一个“度”，不能把握这个度而侃侃而谈，非但
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反而适得其反。因为小学无法理解的这
么深奥，也不能了解，毕竟他们的知识水平有限。

5、囫囵吞枣式的翻译：古诗的翻译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
古诗，但是教师在此要忠实而流畅的直译，尽量保持诗的原
意和结构，如此才能恰到好处。

6、花样翻新式的表演：虽然一定的表演可以让学生更好的学
习古诗，但是不能过分追求形式和追求新奇，而把古诗搞得
不伦不类，表面上很很热闹，可实质上破坏古诗的原意，白
白浪费学生和老师的精力和热情。

因此很显然，作为一个老师，特别是小学教师，尽管小学生
在这一阶段正是知识的旺盛期，但也不能一味对学生进行知
识的填塞，以为越多越好。相反，我们应该根据实际情况，
针对自己学生的特点进行古诗教学，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
如此才能事倍功半。

（1）黄冠明《教小学生将古诗改写成记叙文的尝试》《教育
评论》20xx年第2期

（3）于秀兰、沈益亮《古诗教学“六字决”》《江西教
育》1997年第11期

（4）余许秀《古诗教学诌议》《江西教育》1997年第11期



（5）关怀林《古诗教学“六步法”》《江西教育》20xx年第6
期

（6）夏五成《开拓古诗欣赏教学的广阔道路》《江西教
育》20xx年第6期

（7）洪厚火《扩补法在古诗教学中的运用》《江西教
育》20xx年第6期

（8）向晓红《古诗教学与审美教育》《湖南教育》1997年
第5期

（13）刘怡祥《小学古诗教学一得》《教育评论》20xx年第5
期p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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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课训练重点是理解文中父亲说的话、有关珍惜时间的谚
语和文章最后一段话，明白其中蕴含的道理，本课难点是通
过文中具体事例明白时间可以争取的道理，从而养成珍惜时
间的习惯，这也是本课的教学目标。

由于四年级的学生有了一定的理解分析能力，根据课文内容
和我班学生思维比较活跃的特点，教学时可以指导学生读文
体验并展开探究的方法理解课文内容，然后让学生联系自己
的亲身经历或所见所闻进行阅读反思，感受时间的珍贵，形
成珍惜时间的价值观念和情感体验。

培养学生良好的人文素养、语文素养以及合作探究精神、创
新精神，是新课程标准的重要理念，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同
时也为体现新课程标准中知识和能力、情感与态度、过程与
方法三个维度的统一，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构
建开放而有活力的语文课堂，教学时我采取引导法，以课文
题目为切入点引导学生质疑，然后组织学生讨论探究并体验，



最后结合实际进行阅读反思，从而体现教师的主导性和学生
的主体地位，体现语文课堂的开放性和语文课与社会、与人
生相结合的特点。

我的课堂结构是：质疑定向——探究体验——反思升华——
自主作业。

爱因斯坦说过：“问题的提出往往比解答问题更重要。”由
于文章题目就是文章的文眼，所以上课伊始，我就引导学生
从题目入手质疑，提问：读了课题，你有什么问题要问?这时
学生会提出：谁和时间赛跑?为什么要和时间赛跑?时间又不
是人，“我”为什么偏偏要和它赛跑?“我”是怎样和时间赛
跑的?结果怎样等问题，我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归纳总结，
概括为以下三个问题：(出示问题)

1、时间又不是人，“我”为什么要和它赛跑?

2、“我”是怎样和时间赛跑的?

3、时间又不是人，“我”为什么偏偏要和它赛跑?

问题确定后我让学生选择最想探究的问题，自由结合组成探
究小组并迅速确定每个人的角色。这样就为下边的理解和探
究做好了铺垫，使探究确定了方向。

接着进入教学的第二个阶段—探究体验。

探究定向后，我用信任而具带鼓励性的语言引导学生反复读
文，自主探究，学生在寻求答案的过程中难免碰壁或者片面，
这时我再让学生小组讨论，学生有自主探究转为合作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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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和大家共同探讨《草原》一文的教学。



我的说课将从四个方面展开。

我首先要说的是教材分析。

《草原》是苏教版第十一册第五单元的重点课文，本单元课
文的共同主题是“景物聚焦”，体会借景抒情的表达方式是
本单元的学习重点。

所以，对草原的自然美和人情美的感悟是本课教学内容的重
点。

由于我们的家乡远离草原，学生对草原风光和风土人情缺少
感性认识，这样，就对课文的理解和感悟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因此，教师必须准备必要的声像资料制成多媒体课件，以此
来帮助学生“入情入境”。

接着，我来说说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学习掌握有关生字新词，了解有关的民族风情。

能力目标：通过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草原的自然美和人
情美。理解“蒙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的意思。

情感目标：让学生受到美的熏陶，激发热爱祖国和民族团结
的情感。

本课准备用两课时来完成，第一课时，在学生自学的基础上，
引导学生把课文读正确读流利，整体了解文章的主要内容。
第二课时，引导学生通过自读自悟、小组合作学习的形式，
完成教学目标中的后两项的要求。今天，我重点要说的是第
二课时的教学设计。

接下来，我介绍一下本节课的教法和学法。



新课标强调落实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的职能不再是过去
的“教学生”，而是要创设一定的情境，引导学生主动的探
索，同时要重视朗读的训练，以读为本，以读代讲，因此在
本课的教学中，我将采用情境教学法、品读法和合作学习法
进行教学。

所谓“情境教学法”就是指在教学过程中，适度的利用多媒
体课件，向学生展示草原美景，创设情境，唤起学生对美的
渴望和追求，拓展学生的思维，体味美的意境。

所谓“品读法”就是引导学生反复诵读课文，以读促学，让
学生在朗朗的读书声中读出情感，读出感悟，读出内涵。

“合作探究”是新课标倡导的学习方法，也是本课采用的一
种学法。

最后，我重点介绍一下本节课的教学过程。

本课的教学,我力求把“美”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目的是让
学生在感受草原风光美和人情美的同时，培养审美能力。整
个教学程序分为6步：

第一步：声像感知，激情导入——期待美

在本课的导入中，我首先播放视频《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伴随着优美的旋律，学生被带入美丽、神奇的大草原，初步
感受了草原的美景，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探究欲望。

第二步：整体感知，把握要点——寻找美

这样设计，在学生整体了解了课文内容的基础上，直接切入
教学重点，把“天涯碧草”和“蒙汉情深”这两部分有机的
结合起来。



第三步：图文结合，创设情境——感受美

学习课文第一自然段，教师首先提出问题：这是()的草原。

具体做法是，首先，利用多媒体课件向学生展示草原美景，
把学生带入大草原绮丽的风光中。这样，用音乐、图像渲染
的情境，带给学生的是强烈的情感体验，使学生“入其境，
爱其美”。

接着，品读重点词句。对于文中重要的词句，我将出示相关
的图片帮助学生理解。特别是对于“渲染”和“勾勒”这两
个词的理解，可以出示国画图片，通过画面的比较，让学生
欣赏小丘线条柔和的形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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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力目标：全班分成两小组合作完成本首诗的学习，对
照目标，在老师的帮助下制作幻灯片，展示学习成果，培养
学生的合作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信息技术能力。在过程理
解掌握古诗的学习方法。

3、情感目标：有感情地朗读和背诵古诗，体会诗人表达的思
想感情，感受诗人与汪伦的深情厚意。

1、掌握学习古诗的一般方法

2、理解“桃花潭花深千，不及汪伦送我情”

简明扼要，直接进入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