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诗二首教案教案(大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
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唐诗二首教案教案篇一

《问银河》是一篇文学性很强的课文，其内容主要是抒发看
银河的感想，而不是介绍科学知识。因此上课开始不能急于
向学生介绍科学知识，而是先帮他们树立“银河”的概念，
告诉孩子，在夏天或秋天晴朗的夜晚，能看见天空中有一条
白茫茫发着银光的光带，好像天的一条河流，那就是银河，
或叫天河。孩子们有了这些感受以后，接着组织他们美美地
朗读课文，让他们感受课文也把银河写得很美。通过各种形
式朗读课文至熟练后，进一步指导孩子们怎样读得更好，还
让他们进行品读，旨在让孩子们在读中理解，在读中感悟，
在读中想像。而孩子们也读得相当投入，特别是结构相似的
一到四小节，孩子们读得津津有味，强烈地被勾起了好奇心。

而要使孩子全面发展，更好地培养语文素养，仅仅进行朗读
积累还不够。为了拓展孩子的思维和培养他们的说话能力，
我还创设了以下活动：(一)和文中的小作者一样向银河提问
题。(二)自己动手画一画银河。这两项活动，特别是第一个
活动受到了学生特别的喜爱。他们几乎是毫不思索地向银河
提出了一大堆有趣的问题，而且很多都是根据自己平时的生
活体验来说的，如：1、“银河呀，你的河底有光滑的鹅卵石
吗？在鹅卵石下面有会生小鱼的鱼妈妈吗？”2、“银河呀，
在你的河岸边有美丽的大树和幽静的小路吗？嫦娥姐姐会经
常抱着玉兔去你那边散步吗？”3、“银河呀，在你的下游有
雄伟的瀑布吗？有调皮的小鸟在瀑布边飞来飞去
吗？”4、“银河呀，在你清澈的河水里有戏水的龙虾和慢吞



吞的螃蟹吗？它们会在你的河床上打架吗？”5、“银河呀，
在你宽广的河面上有美丽的荷叶和荷花吗？大大的荷叶上有
青蛙在唱歌吗？”……这些极富个性和想象力的提问，正是
学生们创造力展现之处，也充分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真
可谓童趣十足，想象奇特。

现在想来，课堂要充满活力，教师的情感和创造力其实是很
重要的。而语文课程也为我们教师提供了很多创造空间，只
要我们懂得去把握，知道去挖掘，懂得开发和运用，我们的
语文课堂一定会精彩纷呈。

唐诗二首教案教案篇二

伴随着新课改，我在教学时也做了一些简单的新的教学方法
尝试，怎样才能让学生在自主探究---合作交流---反思评价
中获得知识呢我在教学《儿童乐园》这节课时做了以下几点：

1.突出了“数学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课程理念。

创设学生熟悉的的情境，让学生体会到用连加算式解决这类
问题相对烦琐，激起学生学习乘法的愿望，进而感受学习乘
法的必要性。学生初步认识了乘法运算的意义之后，让他们
再找一找生活中有哪些问题可以用乘法表示，体会乘法与生
活的密切联系。

2.把解决问题与学习乘法运算意义的过程结合起来，利用学
生已有的用连加算式解决问题的经验，进一步抽象，建立乘
法算式，从中体会乘法运算的意义。在列乘法算式时，“4个
2”　中的4，“6个　4”　中的6和“3个　3”　中的第一
个3是教学的关键，而对此学生往往容易疏忽。教师请学生说
说自己列式过程中的想法，特别是从哪儿找到“　4”
　“　6”　和“　3”　的，由学生讲给学生听，更容易被
学生所接受。另外，引发对“1+2+3=6(人)”为何不能用乘法
算式表示的讨论，进一步强化对乘法运算意义的体验。



总之，这节课，学生在“自主探究---合作交流---反思评
价”的循环过程中，通过相互交流、启发，取长补短，实现
由不会到会、由模糊到清晰。在讨论、交流中，学生处于一
种宽松的气氛中。这种放松的状态是学生思维最活跃、最便
于学生再创造的状态，更能使学生体验到生活中处处有数学，
并让学生获得用已有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成功情感体验。让
学生体验到数学来源于生活并为我们的生活服务。

唐诗二首教案教案篇三

本课的两首儿童诗一为《我想》，一为《童年的水墨画》，
都是描述儿童丰富多彩的生活，展示孩童纯真、细致的内心，
与学生息息相通。因此，运用不同的朗读方式，让学生有感
情地诵读是体会儿童诗情感美的有效手段，能使学生与诗人
产生心灵的共鸣。

《我想》一诗行文跳跃，想象大胆奇丽，表达了一个孩童内
心的美好愿望，极富韵律美，学生读起来琅琅上口。本课是
略读课文，在教学时，教师注意引导学生做到初读了解诗的
内容美，赛读感受诗的节奏美，默读想象诗的意境美，品读
体会诗的语言美。在反复地诵读中，学生自主学习，了解到
诗中表达的绿化环境、美化春天、探索奥秘、让世界更美的
纯真愿望。品读时，孩子们找出了“把小手安在桃树枝上”、
“把脚丫接在柳树根上”、“把眼睛装在风筝上”这些生动
的用词，感受到了“悠啊，悠……”“长啊，长……”“望
啊，望……”“飞啊，飞……”

这种强烈的韵律美，并在教师课件制作的“柳絮飘扬、孩童
托腮展望”的情境中进入了想象的天地。

“你的眼前仿佛出现了怎样的画面？”教师这一问，使学生
与诗中孩童一起展开想象：“我仿佛看见了草地上盛开着五
彩缤纷的花儿，孩子们高兴地唱着春天的歌谣”;“我看见了
一棵棵茂盛的树长起来了，绿荫如盖”;“蓝天飘着白云朵朵，



令人神往”……孩子们的心灵体会加深了，童心与诗情迸出
了火花。学生与诗人在交流，形成了共鸣，自然而然体会到
了诗的情境美。

唐诗二首教案教案篇四

在古诗的教学中，我们应该先让学生读，那么应该读到什么
程度才行呢？要读到能把作者的思想感情读出来才行。那要
怎样才能把作者的思想感情读出来呢？这就是古诗教学中重
点讨论的问题了。我们应该先让学生了解古诗的背景和古诗
所写的意思以及古诗所描绘的情景，以此来设身处地地体会
作者当时的想法和想说的话及当时的思想。

在《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的教学中我是这样做的。
首先，我让学生了解了古诗的题目，然后再让学生通过古诗
中字词的意思了解了每一句古诗的意思。并想象古诗中所描
绘的依依分别的情景。然后我就告诉学生这一首古诗的大体
背景：李白与孟浩然在这里谈古论今已经好长时间了，而且
彼此在一起谈得很投机，彼此作为好朋友真是难舍难分。可
是孟浩然却必须有事要离开这里到扬州去，于是两个人不得
不分开，那么，两个人分别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语气读呢？
学生说：应该用难舍难分的语气、用依依不舍的语气、用想
留下孟浩然但又不能不让他走而叹气的语气……学生们就能
够把思维拓展出去了。

这样让学生再去读学生就能够有一定的语气了，于是再加上
范读和渲染，学生再跟着朗诵。就这样多种方式让学生体验
古诗所包含的意思及作者的思想感情，能够了解古诗的意思
再体会感情再范领读的方式，让课堂达到了最高潮，也使学
生能够忘我的表演朗读，从而引出他们分别时会说些什么。
学生就畅所欲言，很有的说了。

总之，我们就想尽办法让学生能够在教师创设的情景中去学，
学生能够学习，才能够提高我们的教学效率，从而为教育教



学质量的稳步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

唐诗二首教案教案篇五

今天我们上了第九课《儿童诗两首》，学生对诗歌非常感兴
趣，我先让孩子从整体上比较两首诗的不同，大家说的不错，
比如第一首是分小节写的，全文只有一个标题，而第二首诗
有三个小标题。在体会押韵时，在引导下，孩子们也能发现
诗的韵脚。

接着我们描绘了诗带给我们的画面和感受，学生说的不错，
尤其是在说《童年的水墨画》的《溪边》时，有的孩子从颜
色上理解意思，说前三句都是在写绿色，而到了第四句就写
到了“红”蜻蜓，真是“万绿从中一点红”呀！我当时就肯
定了她的感受，想的非常细致！

最后以小组合作的形式比赛朗读自己喜欢的诗歌，大家积极
准备，在比赛朗读环节，每个小组各显其能，读出了自己的
特色！在评价小组朗读效果时，我采用了建议的方式，比如：
朗读的声音要响亮，最好要把身体站直，这样声音才能更好
地传出来，在我的建议下，第二小组吸取了第一小组的教训，
但感情又不够，我继续建议，如果你想让别人陶醉，不仅声
音要响亮，自己先要入情入境，能有这样你才能打动别人，
第三小组终于按照要求朗诵了出来，让大家听得如痴如醉。
我的评价：你们几个人的朗诵，就像一首和谐的交响乐，各
尽其职，如入天籁之音，好！也许这个评价有些言过其实，
但孩子们在朝着目标努力着，真是高兴！

晚上布置了改写《溪边》的家庭作业，有很多孩子能把文中
那种美的意境表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