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泊船瓜洲古诗教案 泊船瓜洲课文教
学反思(通用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
怎么写？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
学习。

泊船瓜洲古诗教案篇一

这是王安石的一首名作，诗中的作者身处瓜洲，遥望故乡，
虽然是隔山隔水，但作者却认为是近在咫尺，“一水
间”“只隔”等词把作者的心早已带回了“故乡”钟山，此
为全诗的起势，营造氛围。此时作者的情感也似那平静的江
水，缓缓而来。待到“春风又绿江南岸”作者的情感也似这
盎然生机、绿意萌动的江南，积蓄着丰富的情感力量。萋萋
的青草和作者的思乡之情一样滋生、蔓延，茫茫而不可摸状，
幽幽而又缠绵。到一个“又”字，作者的情感慢慢激涌;春风
再来，而我却……,再到“绿”字，那浓浓的伤别情就如勃勃
的春草一样奔涌而出，一发不可收拾，只有遥望问明月：何
时能伴着我回家。借着淡淡的月光，作者的心也回到了故乡，
月光如水，情感如水，静静地倾泻在家乡的大地上。

泊船瓜洲古诗教案篇二

在4月19日全区六年级语文教研活动中，围绕“读中求解，读
中求悟”这一主题，我执教了第18课——《泊船瓜洲》。教
学这首学生耳熟能详的诗歌，我试图从新课标所提出的三个
维度——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上进
行操作。我确立的教学目标是：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诗歌；2、理解诗歌的内容，
体会诗歌表达的情感；3、运用所学的方法感受补充作品的情



感。主要的教学流程是：1、抓字眼，明诗意；2、入诗境，
悟诗情；3、归纳学法，拓展学习。为切合本次活动的主题，
我侧重解与读的方法。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我觉得收获是有的，而不足也是显而易
见的。试梳理如下，作今后教学之鉴。

一以课为例，培养学生独立学习的能力

《语文课程标准》5、6年级诗歌学习的目标是：“大体把握
诗意，想像诗歌描述的情境，体会诗人的情感。”在指导学
生理解诗意的环节中，其中一部分我是这样设计的：

1．初读诗歌，感知内容

a.大家轻声地读一读诗，读准字音，并想想这首诗的意思。

b.指名读，正音：间、重、还

c.说说诗歌大致的意思。

2．指导阅读——抓字眼，明诗意，读中感悟

读一读，读出距离短。

b.瓜洲、京口隔江相望，而钟山又在哪里呢？

“数重山”表示山多还是少？（“数人”、“数日”何
意？“数”何意？）还从哪里知道山很少？（抠住“只”。
通过示意图直观了解京口于瓜洲的位置关系。）

读一读，读出路程近。

c.齐读前两句，指名说诗意。



让学生先通过自读自解，整体把握诗意。诗歌中凝练、古今
差异较大的词语一直是困扰学生阅读诗歌的障碍，如果单单
让学生死记硬背，只能是“授之以鱼”；通过古今词语的类
比来解决，“授之以渔”，从课内的学习中培养学生课外阅
读诗歌的能力。

二引入情境，利于感悟诗情

情感总是伴随着认识过程而产生，情感体验同样对认识过程
起着很大作用。在本课教学中，我通过图画示意、音乐与图
片的渲染、教师的语言描绘，创设多种场景，让学生感受诗
人创作的情境，从而更深刻地领悟作品所表达的情感：

??

诗人此时可能站在哪里？他看到了哪些景物？耳边会听到哪
些声音？??

春风又绿江南岸，江南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就住在钟山附近，
又正值春天，把我们所见到的春景告诉想家的诗人吧！

??

行的碧树，荡漾的春水，还让我看到了烂漫的桃花，各色的
野花，江南的小桥流水人家。在学生体悟到诗歌蕴含的情感
后，再次指导个体、集体品读：

（指名说）

诗人和你是同样的感受，他会怎样吟诵这首诗？

如此调动学生的生活积累，促使学生想象，让他们的情绪在
情境中与诗人产生共鸣，更能体悟作品蕴含的情感。



三运用所学，适时拓展

《语文课程标准》总目标第7条强调，使学生“具有独立阅读
的能力，注重情感体验，形成良好的语感??能初步理解、鉴
赏文学作品，受到高尚情操与趣味的熏陶，发展个性，丰富
自己的精神世界”。在完成《泊船瓜洲》的学习任务后，及
时归纳学法，让学生自学补充作品。

在拓展学习上，我选择了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乡愁》，这篇
作品与《泊船瓜洲》在体裁、情感以及作者与南京的关系都
是是相近的，容易帮助学生体悟生活经历中尚难理解的去国
离家的情感；但不同的是，一是古体诗，一是现代诗，拓宽
了阅读的时间跨度；一是思家，一是思家更思国，实现了情
感升华，深化了学生情感内涵。

能为大家展示一节课，并得到很多中肯的评价，于我来说，
这是不可多得的良机。而从授课过程来看，反映出对新课标
理解的不透彻，从而造成这样或那样的缺憾，确实值得反思
了。

泊船瓜洲古诗教案篇三

最近好多教师都在谈论我的这次公开课，当然褒义之词过多，
实在是愧不敢当，此课实乃班门弄斧之作，还望各位同事多
提宝贵意见。

作为本次大赛的参赛课，因为面对的是一群陌生的学生，所
以如何让学生对本课的学习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积极地投
入到学习当中，应当是本课乃至任何一节课成功的关键所在.
为此，我为这节课设计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在各位领导和同
事们的热心帮助和指导下教案曾经几易其稿，虽然付出了很
多的时间和精力，但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设计了一个令自
己满意的教案。回顾本节课的教学，我认为激趣导入课文，
使学生乐于接受本人、本文，为接下来的学习做了很好的铺



垫和准备，课程设计的形式激发了每个学生的兴趣，但是对
个别学生的评价过于简单、粗糙，这是值得我反省、改进的
地方。

教无定法，贵在得法，只有教师赢得学生，学生赢得主动，
师生才能赢得课堂。在此，希望所有的老师都能竭力去寻找
一个适合学生、适合自己的教学方法。

泊船瓜洲古诗教案篇四

这是王安石的一首名作，诗中的作者身处瓜洲，遥望故乡，
虽然是隔山隔水，但作者却认为是近在咫尺，“一水
间”“只隔”等词把作者的心早已带回了“故乡”钟山，此
为全诗的起势，营造氛围。此时作者的情感也似那平静的江
水，缓缓而来。待到“春风又绿江南岸”作者的情感也似这
盎然生机、绿意萌动的江南，积蓄着丰富的情感力量。萋萋
的青草和作者的思乡之情一样滋生、蔓延，茫茫而不可摸状，
幽幽而又缠绵。到一个“又”字，作者的情感慢慢激涌;春风
再来，而我却……,再到“绿”字，那浓浓的伤别情就如勃勃
的春草一样奔涌而出，一发不可收拾，只有遥望问明月：何
时能伴着我回家。借着淡淡的月光，作者的心也回到了故乡，
月光如水，情感如水，静静地倾泻在家乡的大地上。

在古诗教学中巧妙运用“推想”不仅能解决一些教学中的实
际问题，使难点迎刃而解，还能体会诗歌主旨，升华主题。
而且大大增强了学生的自主学习古诗的兴趣，提高了自主学
习古诗的能力。社会在变革，知识在更新，时代在前进，新
世纪赋予我们教师的任务是把学生培养成为自主、发展的人。

泊船瓜洲古诗教案篇五

学生通过“钟山只隔数重山”中“数重山”看出路途比较远，
特别是交通不发达的古代，要回到家应该不近，但却说“只
隔”说明很近，看起来是矛盾的，却不矛盾，因为诗人心早



飞回家了，再远也不觉得远，这里可以看出他是多么想家呀。
此时，我再通过图画示意、音乐与图片的渲染、教师的语言
描绘，创设多种场景，让学生感受诗人创作的情境，从而更
深刻地领悟作品所表达的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