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渔歌子教学设计(优秀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
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渔歌子教学设计篇一

在教学中教师采用创设情境、互动教学的方式，打破串讲的
传统古诗词学习模式，摒弃逐字逐词逐句分析的做法。以自
读自悟、小组合作学习、全班汇报交流的方式给学生以自主
学习的权力，充分调动其学习的积极性。引导学生积极参与、
全程参与，在参与中达到自悟自得。在把握古诗的基础上，
创设情境使学生充分感悟到诗文的意境，并且让学生运用多
种表达的方式和诗文互动，从而更深刻的理解诗文。

把学生带入古诗词境界，了解词的内容，想象词中描写的情
景是该课的一个重点。上课伊始老师就以想象引入情境，让
学生边想象边组织语言，激发学生浓厚的的学习兴趣，既发
展了语言，又为后面理解诗意作好铺垫。在理解诗意后又让
学生在朗读、背诵中想象，体味诗中的意境和作者的思想感
情。

《渔歌子》的作者张志和既是诗人，又是画家，因此他笔下
是一片画意诗情。这首词不仅有鲜明的山光水色，还有渔翁
的形象，是一幅用诗写的山水画。通过让学生想象画面，简
笔画再现画面，配乐再现情景，让诗句和诗意化为可以视觉
感受的栩栩如生的图片，引起学生的共鸣。拓展活动中又通
过展示情景交融的动画，使学生进一步感受古诗词的魅力所
在，从而达到激发和培养学生阅读古诗词的兴趣的目的。

音乐是开启人们感情闸门的钥匙。教学音乐成为拉近时空、



拉近学生与文本距离的手段。在欣赏诗词情境动画时，在朗
读、背诵、想象的时候，均选用了优美的古筝曲以激发学生
无边的遐想。

新课程标准指出“第二年段（三四年级）诵读优秀诗文，注
意在诵读过程中体验情感，领悟内容。背诵优秀诗文50篇段。
”古诗词教学应让学生在语言的感悟和情感的熏陶中提高欣
赏品味和审美情趣。吟诵是古诗教学中常用的并且行之有效
的教法。教师在课中通过范读、自读、小组读、引读、齐读
等多种方式让学生在读中诵，诵中说，说中解诗意、品诗情，
悟诗境。

渔歌子教学设计篇二

张志和，是画家、是诗人、是词人、还是哲学家，他的词中
有画，画中有词。《渔歌子》就是这位“烟波钓徒”的作品，
此词在秀丽的水乡风光和理想化的渔人生活中，寄托了作者
厌倦官场上的明争暗斗，喜爱自由、热爱自然的情怀。词中
更吸引我们的不是一蓑风雨，从容自适的渔翁，而是江南水
乡二月桃花汛期间春江水涨、烟雨迷蒙的图景。雨中青山，
江上渔舟，天空白鹭，两岸红桃，色泽鲜明但又显得柔和，
气氛宁静但又充满活力。大概是因为喜欢古典诗词的原故吧，
好像教学诗词的课前准备工作要比学习白话文时做得充分一
些。课堂中，通过“问题引领、学法指导、激励评价”开展
教学。

课堂上紧紧围绕词中的最后一句“斜风细雨不须归”中
的“不须归”而展开讨论探究。可以说，“不须归”是全词
的灵魂。教学时，我设计了这样的一条教学线索“不须
归？”——“不愿归！”引导学生质疑为什么斜风细雨不须
归？学生在学习后，找到了三个理由：

1、因为渔翁头戴斗笠，身穿蓑衣，才不回家的；



2、渔翁喜欢钓鱼，他正钓得津津有味呢，所以不回家；

3、因为景色很美，渔翁陶醉了！

妙哉！这其中的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要研究的重点。再引导
学生走进诗词细细品味，从哪些景物中感受到美呢？感受到
作者寄情山水、悠然自得的乐趣呢？因为问题明确、集中，
教学线索非常清晰。

在教学中，把学法指导隐藏在教学过程中。重点体现在：

1、初读联结，让学生读通全词，借助课文中注释和插图试着
理解词的意思。

2、细读感悟，想象，品出词中画面，品出词中意境。

3、拓展品情，品出钓中情。以诗带词，以词带词，借助刚才
的学法小组合作学习课前收集的诗词。如：辛弃疾的《清平
乐?村居》、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王维的《鸟鸣涧》
等等。

教学时，我采用了多样化的'激励评价。其中，感觉最成功的
就是采用古诗来评价学生的学习状态。如：学生说西塞山也
美，下雨的时候，山上是有云雾的，山就在云雾中若隐若现，
朦朦胧胧的……我的评价语是：真是“山色空蒙雨亦奇”呀！
说到白鹭就用“一行白鹭上青天”，说到桃花，评价语
是“千叶桃花胜百花”呀！“春携连宵雨，桃花次第开。”
说到粉红的花瓣儿飘飘悠悠落在了——流水中，想到了“春
来遍是桃花水”；说到“斜风”想到不正是“吹面不寒杨柳
风”吗。

课后的遗憾与愧疚：

1、教学时的语速太快，语调不够柔和，与那么美的词有些不



和谐。

2、有的学生对诗词朗读不到位，该重读的地方没重读，该慢
的地方读快了，老师范读、指导读少了一点。

3、教学过程中，有时会无心打断孩子的话，不够民主。

渔歌子教学设计篇三

《渔歌子》是唐代词人渔歌子，是唐代词人张志和所作，描
绘了春天秀丽的水乡风光，塑造了一位渔翁形象，赞美了渔
家生活情趣，抒发了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教学中，我紧抓
情感主线，引导学生深入感悟词的意境，取得了较好的教学
效果。

词中所描绘的江上渔舟，两岸红桃，雨中青山，天空白鹭，
色泽鲜明但又显得柔和，气氛宁静但又充满活力，寄托了作
者爱自由、爱自然的情怀。所以在教学时我通过图片、录相
充分地让学生进入到景美人爱的意境，让学生与诗人产生共
鸣，更深刻地体会诗人的情感。

课堂是师生一起探究新知的一个领域，而学生学习的精神面
貌又取决于课堂的气氛，因此我为学生营造一个轻松的课堂
氛围，将自己的感受、感悟、感情、感动融于其中，不露痕
迹却不忘引导，学生也在笑声中、沉思中、感动中一起领悟。

以往教学诗词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通过逐字逐句理解意思，
但这样显得呆板而枯燥，我先让学生读词圈出景物，理解了
诗歌的基本内容，再通过想象画面对词入座落实了字形、词
义，整体结合起来，又把整首诗所描绘的景象展现在学生面
前。避免了单调地解释诗意。再让学生由画中提到的景物想
开去，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出来，让词的内容内化为每个学生
心中的画面。通过学生的用心感受，对词有新的认识以后，
再感情朗读就水到渠成了。而结尾的拓展，学生也能比较容



易地抓住重点的字词进入诗中的意境，体会诗人的情感，同
时通过对比也更加深对该词的理解。

一篇教材要尽量大的发挥它在本位上的教学价值，而该词就
可以很好地训练学生的想象能力。从单调的字面表达到色彩
明丽的直观画面，从枯燥的文献资料到词中对话的深刻体会，
这都是学生发挥想象，让思想深入其中的过程。为此，我在
课上积极让学生图文结合，充分展开想象，使每幅生动的画
面内化为语言，很好的巩固了内化语言的功效。

渔歌子教学设计篇四

走进词的意境，体会词人心情——《渔歌子》教学反思诗词
讲究的是物象与情意的融和。意象一般是对文字所描写的物
象的感受和体会， 意境是在意象所烘托的氛围中达到的一种
境界，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渔歌子》这首词，意境很美，雨中青山，江上渔舟，天空
白鹭，两岸桃花，青笠绿蓑，色泽鲜明，但又显得柔和，气
氛宁静但又充满活力。词中前两句写意白描，未多着色却明
丽鲜艳，三四句中的箬笠“青”和蓑衣“绿”，与前文的远
山近水或呼应或点缀，至最后一句的“斜风细雨”将前面所
有的色彩一一冲淡，形成了人亦为景的独特画矶和审美情趣，
物与物的和谐升华为人与物的和谐。为了带领学生走进词的
意境，走进词人的内心世界，在教学中，我集中于“诵读”和
“感受”，即通过不同形式、不同层次地朗读活动来感
受“诗情画意”。围绕“扎扎实实学语文”的语文课堂理念，
我选点为“赏读课”课型，引领学生“入文，入韵，入景，
入情”， 去感受词中的意趣，体会词人寄情山水、悠然自得
的乐趣，力求将一首古诗的学习活动组织得丰富多彩，将课
堂结构设计“六个板块”： 第一个教学板块“读题识词”。
《渔歌子》是鄂教版语文教材“诗词诵读”部分中首次出现
的词，因此，首先要了解“词”的有关知识，如“词即长短
句”，“词有词牌名”等等。第二个教学板块“感知词韵”。



落实最基础的知识——“字词句”。

在着重落实常用生字词的读写积累这一教学目标的基础上，
完成“读谁字音，读通句子，读出韵味”的朗读目标。第三
个教学板块“寻找词人的影子”。 词的后两句，作者抓住垂
钓之人的背影，所带，所穿，寥寥六个字就勾勒出人物的形
象，让学生寻找“词人”的影子，自然而然地引出词的后两
句，初探词人的“不须归”的原因：看到了美景。从而引出
词的前两句。第四个教学板块“想象画面，深入感悟”。在
读了词的前两句后，让学生闭眼想象画面：自己仿佛看到了
什么？听到了什么？闻到了什么？从而感受美丽的春景，紧扣
“白鹭”这一意象，体会词人是通过白鹭这种有灵性，志存
高远，但又向往逍遥自在的生活的鸟来传达这也是谁向往的
生活。第五个教学板块“悟词中情，深探不须归”。 联系时
代背景去感悟张志和“不须归”的情怀。并将张志和哥哥张
松龄的《和答弟志和渔父歌》与张志和的《渔歌子》对比欣
赏，强调“狂风浪起且须还”“ 斜风细雨不须归”，进一步
感受诗人陶醉于山水的悠闲自在。第六个教学板块“拓展，
个性演绎”。这一教学板块是对上一板块的拓展和升华。读
词人的其他四首《渔歌子》，来强化学生对诗人“寄情山水，
远离世俗，淡泊宁静”的情感和人生追求的更加丰富的深刻
的理解。

在“作业超市”中，我设计了三个题，同学们根据自己的情
况选择其一来完成：

（1）喜欢写作的同学，可以把这首词改写成一篇小散文；

（2）喜欢书画的同学，可以画一幅《渔歌图》，并在图上题
上这首词；

（3）喜欢音乐的同学可以配上合适动听的旋律把这首词唱一
唱。原以为吟唱这首词是学生难以完成的，出乎意料的是，
好几个同学声情并茂地唱了出来，直到下课铃响起，学生仍



跃跃欲试，意犹未尽。执教完本首词，我的脑海里便开始反
思其中的遗憾与愧疚：张志和既是诗人，又是画家，还精通
音律，他的好朋友大书法家颜真卿夸他的词是 “词中有画，
画中有词”，而我忽略了这一点。在第四版块中，如果先让
学生说说从《渔歌子》里看到了哪些景物呢？作者用上了哪
些丰富的色彩？然后再来想象画面，把自己仿佛看到的，听
到的，闻到的说出来，就会顺理成章地带领学生走进词的意
境，走进词人的内心世界，体会词人悠闲自在的心情。

渔歌子教学设计篇五

《渔歌子》是借鉴了民间的渔歌而成。此词语言清丽自然，
寄情与景。词的作者张志和既是诗人又是画家，因此他笔下
是一片诗情画意。本首词内容浅显，生字不多，因此我认为
引导学生在读中想象，在头脑中把文字转化为画面，读中感
悟体会诗中意境。

巴尔扎克曾说过一句有意味的话：“真正懂得诗的人会把诗
人诗句中只道露一星半点的东西拿到自己心中去发展”。唐
代书画家颜真卿曾经夸他写得是词中有画，画中有词。因此
让学生在想象中理解诗词句，通过想象，读出词中所描绘的
景色的自然之美，和谐之美，柔和之美。同样通过感知形象，
运用想象去填补诗歌中留下的空白，也进一步品味了诗意，
走进了诗意。因此在教学中我采取了老师配乐朗诵，学生闭
眼想象画面的方法。你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闻到了什
么？在启发想象下，学生的思维拓展了。不仅看到了连绵的
群山，飞行的白鹭，盛开的桃花，潺潺的流水，肥美的白鹭，
细细的春雨；听到了鸟鸣，闻到了花香……学生陶醉的眼神，
动情的描述，让人情不自禁的吟诵一曲《渔歌子》。此时，
任何的解释都是多余的了。由此可见，丰富的想象不仅可以
丰富对词的理解，又可以激发学生朗读的兴趣。

孟子曾提出“知人论世”，他认为要理解作品，一定要对作
者和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有所了解，这才能与古人为友，才



能体会出诗人所代表的思想感情。由此本节课中我给学生补
充了词人生平事迹，拓展了张志和的兄长松岭写的《和答弟
志和渔父歌》。（乐是风波均是闲，草堂松径已胜攀。太湖
水，洞庭山，狂风力浪起且须还。）并设计了和学生和诗的
环节。这并不为拓展而拓展。而是为了更好的让学生诵读词。
了解了诗歌背景，又是以对歌的形式呈现，此时学生完全被
带入了两首诗的意境中。我适时发问：弟弟呀！你为何不归
呀？学生答案脱口而出。我又问：“张志和钓到了什么？”
学生立即答到：“钓到了快乐，钓到了闲适，钓到了自
由……在此情此境中，学生深刻的感悟了，品出了“钓”中
情。

朗读时古诗词教学的生命，在诵读中整体感知，在诵读中悟
情悟境，在诵读中欣赏抒情。因此在整堂课中我都贯穿了诵
读领学。初读，读正确，读流利。再读，读得有点“词”味，
指名读，教师范读，配乐读，想象读，和诗读，直到最后读
出韵味，读出节奏，读出了感情。从而达到在多种朗读形式
中品赏佳句，体味情感，入情入境，熟读成诵。

总之，上这样的汇报课，我真的感受到了一次比一次有进步，
感受到对自己教学能力的提高真的有一定帮助。当然本节课
也不足之处，自己的评价语言还不够丰富，今后我将注重积
累，以使自己能将评价语言运用得恰到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