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望洞庭教学设计一等奖 望洞庭教
学设计(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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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望洞庭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一

教材简析：本文是四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的第一课古诗词三首
的第二首古诗。诗人以轻快的笔触，勾勒出一幅优美的洞庭
秋月湖光图。本单元的主题是；走进祖国的万水千山。选编
本文的目的是：一是使学生通过对诗词的诵读和欣赏，感受
南方自然风光之美；二是体验诗人的思想感情；三是积累古
诗名句，增强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之情，增加文化积淀。

依据文本特点和单元主题、选编目的，我确定的教学目标是：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学会本课生字，其中田字格前面的只识不写。

3、理解这首诗的意思，感悟诗的意境，使学生从中受到美的
熏陶。

依据学生对古诗文学习的已有知识基础、文本特点和教材选
编意图，我确定的教学重点是：熟读并背诵古诗，理解诗句
含义；难点是：想象诗句描写的景色，受到美的熏陶。

教学方法：引导诵读，引导探究法

阅读教学是学生的个性行为，教师的一切活动都是为学生的



学习服务的，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帮助者和引导者，所以，我
采用的方法是引导法：引导学生诵读领悟诗句的美景，引导
学生探究诗句的含义。

学习方法：诵读领悟，合作探究

阅读教学要以读为主，要重视朗读训练，所以我引导学生主
要运用读的方法来理解诗句和诗文，运用读、思、议相结合
的方法，经历“初读通顺――读出节奏――细读明白――熟
读积累”的过程，采用合作交流的方式完成教学任务。

本首诗我采用一个课时完成。

[教学过程]

一、激趣谈话解课题

1、同学们，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秀丽，风景如画。今天和大
家一起去看一看八百里洞庭的美景。有谁知道洞庭湖的？
（处理生字：庭）

2、结合学生收集的资料来介绍洞庭湖的。

（洞庭湖位于湖南省的北部，岳阳市附近，是我国第二大淡
水湖。八百里洞庭，烟波浩淼。水天相接，朝晖夕阴，气象
万千。湖中有君山，山上有诸多名胜。著名诗人范仲淹来到
洞庭，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经典
之作。

3、揭题：介绍得真不错，洞庭湖的景象非常迷人，从古至今
有无数文人墨客被它吸引，写下了许多描写洞庭的美诗佳句。
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唐朝有位大诗人刘禹锡来到了洞庭湖附
近，看到了这样一幅美景，不禁诗兴大发，写下了一首千古
传颂的佳作。今天，我们来学习刘禹锡的一首《望洞庭》。



从课题的“望”字，你能捕捉到什么信息？

（设计意图：培养学生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新课标的要求，
所以我开课之处首先让学生交流关于洞庭湖的一些知识，旨
在通过交流的过程，让学生在整体上对洞庭湖有一个感知，
经历由已知到未知的过程，并起到引题与解题的目的。）

二、初读课文读通顺

1、自由朗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并读出节奏。

2、检查朗读情况，适时处理生字词：多音字：和，磨。生字
的书写：潭，螺。

3、范读，读出平仄。师示范读。并介绍一二声为平，三四声
为仄，平音读长，仄音读短。

（设计意图：本环节设计有两个内容，一是训练学生对文本
的朗读能力，通过两个层次的读，一是正确，二读通顺，三
读出韵脚，完成对文本的初步感知。朗读是学习古诗文的必
要方法，理解词意也是建立在感知文本的基础上进行的，所
以，两个层次的朗读足以使学生对文本有了初步的了解。二
是学习课文中的生字新词。识字写字是语文教学的核心和重
点，它贯穿整个小学阶段，文本中出现的生字也要随文学习，
所以，安排识字写字也是语文基础性的直接体现。）

三、细读诗句读明白

1、结合插图和诗文，你能说出诗中描写了哪些景物吗？（湖
光、秋月、湖面、君山、）？

2、你能用上一些四字词语来形容看到的景物吗？

月明星稀、风清月朗、风月无边、皓月当空……波光粼粼、



银光闪闪、水平如镜、水天一色、迷迷蒙蒙、朦朦胧胧、宁
静和谐。（加强积累）3、再读诗句，边读边和同桌讨论这些
诗句的意思，不理解的地方做上标记，问问同学或者老师。

4、合作交流，理解诗句。

湖光秋月两相和

（相：相互。和：和谐、协调。湖光：湖水的光。秋月：可
以看出时间是秋天的晚上。）

湖水和月光融合在一起，显得非常和谐。

秋天的夜晚，月光如水，水映月光，两者融合在一起，显得
非常和谐。

潭面无风镜未磨（潭面：是指洞庭湖面。未：没有。磨：磨
拭。镜未磨：指没有磨拭过的铜镜。）

师：有磨拭过的铜镜给人怎样的感觉？（朦朦胧胧、模模糊
糊。）

湖上一点风也没有，湖面朦朦胧胧，就像一面没有磨拭过的
铜镜。

师：诗中把什么比作什么？（把潭面比作没有磨拭过的铜镜。
（比喻句要注意）

师：谁能美美地把这两句诗读好？（读出平仄和感情）

湖光/秋月/两相和，

潭面/无风/镜未磨。（注意诗的节奏）

遥望洞庭山水色，（：遥望：远望。）



师：点题，可以看出诗人离洞庭湖有一段距离，所以诗的题
目是《望洞庭》。

山水色：山就是指君山，这句诗的意思是远远望去，洞庭湖
和君山的颜色，就像“白银盘里一青螺”。

白银盘里一青螺”。

师（出示实物：白纸和绿粉笔头）：你看到了什么？请你与
画中的景象比一比，象吗？

师：这句诗中，把什么比作了什么？把（洞庭湖）比作（白
银盘）；把（君山）比作（青螺）。

请带着你的理解和感情读好这两句诗。

遥望/洞庭/山水色，

白银/盘里/一青螺。（注意诗的平仄）

（设计意图：本环节设计有三步，一是让学生在通读的基础
上，结合文中插图，说出诗中描写的景物，并尝试用学过的
词语来描写这些景物，给学生一个整体的意境，为下文理解
两个比喻句做好铺垫，第二步是让学校合作学习，自读自悟，
试着理解诗句意思。在学生合作时，教师随时关注学生合作
的进程，帮助他们解决疑难，使学生感到学得轻松。第三步
是交流理解词语的意思。在交流理解环节中，我将理解词句
与领悟意境融合在一起，从中感知诗意，体会诗中描写的美
景。）

四、熟读诗句强积累

1、如果你就是刘禹锡，在一个秋月高照的夜晚，登临岳阳楼，
你会看到怎样的景色？（请用诗句告诉大家。）



2、如果你就是刘禹锡，在一个月明星稀的秋夜，漫步在洞庭
湖边，看到皓月当空，月光如水，波光粼粼，水平如镜，朦
朦胧胧，宁静和谐，你会是怎样的心情？请带着这样的心情，
朗读诗句。

3、这首诗意境很美，请同学们美美地吟诵并试着背诵。

4、检查背诵情况。指名背，齐背。

总结：同学们，洞庭湖是我国的名胜，观光旅游的人很多，
你们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到湖南的岳阳市边上去看一看洞庭湖，
玩一玩君山，登一登岳阳楼，好好地领略一下祖国的锦绣风
光。

设计意图：本环节我设计有三步，一是创设情境，用我心作
你心，引导学生将自己当作作者，入情入境的诵读；二是在
诵读的基础上，要求学生尝试背诵并检查。第三步是我通过
结束语，激发学生对洞庭湖的兴趣，激发学生有实地欣赏游
览的想法，从而落实单元训练主题：走进祖国的万水千山。

望洞庭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二

前置性作业:

1.搜集洞庭湖的资料。

2、了解作者刘禹锡。

3、结合注释、字典、词典理解诗句的意思。

4、你认为诗中的哪一句诗或者哪一个字用的最好，好在哪里，
说出理由。

5、搜集一首描写山水的诗。



教学过程：一、激情导入，让学生感受祖国山河的美好，导
出课题。

1、指名说一说。

2、汇报洞庭湖的资料。

二、汇报作者刘禹锡的资料。导出古诗。

三、结合前置性作业，让学生小组内自学。

四、全班汇报交流。

五、教师有重点地加以指导理解。

六、指导学生想象、感受古诗的意境。

七、指导学生有感情的朗读古诗。

八、背诵古诗。

九、交流自己搜集的描写山水的古诗。

十、拓展：课后搜集刘禹锡的其他古诗词。

望洞庭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三

一、背景分析：

人教版小学四年级下册的《望洞庭》，是唐代大诗人刘禹锡
的诗篇。诗人以奇特的想象、确切的比喻，描绘了洞庭湖宁
静的山水风貌。诗句充满了语言美和韵律美。但是对学生来
说，诗中有些字词难免有些深奥，如“相和”、“白银盘”、
“青螺”，对于一个阅历尚浅的小学生来讲，理解上有一定
的难度。因此，如何让学生通过朗读理解诗句描写的意境、



领悟诗句的语言美和韵律美，就成了教学中的难点。

二、片段描述：

片段1：（读中悟）

学生很喜欢读古诗，我激励数名学生朗读表演之后，同学们
的朗读热情更是高涨，“我来读！我来读！”他们争先恐后
地要求给大家朗读。

我趁势继续叫了一位学生朗读，只听他响亮的朗读声让本来
喧闹的教室骤然安静下来。读毕，许多同学异口同声地赞扬
他读得响亮，但我注意到有位学生不同意，他发言说：“这
诗不是这样读的！”

我因势利导，问道：“那你觉得该怎样读呢？”他认认真真
地读了起来，整个教室又一次安静下来，而且似乎比刚才更
加静。

于是我问：“大家觉得他俩读得有什么不同？”

有的学生说：“他读得很轻。”

有的学生说：“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

有的学生说：“比刚才的更加有感情，刚才的太响亮了！”

……

“那你们觉得谁读得更好？为什么？”

教室沉寂了片刻后，同学们顿时讨论起来。学生普遍认为后
面一位同学读得更加好，因为这首古诗描写的是洞庭湖宁静
的景色。



朗读，就一般意义上讲，就是把书读熟，但读熟了还能怎么
样？在朗读的训练过程中，我引导学生学会提出问题，通过
朗读来解决问题，在朗读中发现并有所收获，最终做到朗读
之中的领悟，不经意之间使学生感悟到了诗句的意境。

片断2：（悟中读）

师：还有哪些词你能体会到洞庭湖的宁静？

生1：“镜未磨”一词也让我体会到了洞庭湖的宁静。

生2：还有“白银盘”一词也说明洞庭湖很宁静。

师：你能通过朗读来告诉大家这首诗给你的感受吗？

生读……

品味、领悟词语的含义，是培养和训练学生语感精确性的有
效手段。通过让学生主动寻找关键词句，抓住关键词句，品
味语言的内涵，进而使学生理解课文内涵，升华朗读的情感。

三、教学感言：

在小学中高年级的语文教学中，朗读无疑是教师教学语文、
学生学习语文的金钥匙。在整个小学阶段，朗读的训练也是
最为关键，正如《大纲》中所言，“要让学生充分地读，在
读中整体感知，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中培养语感，在读中
受到情感的熏陶。”

在教学中，以读促思，再以思促读，让学生在朗读过程中理
解语言文字，并领悟到其中所蕴含的情感、道理，无疑是我
们语文教学的根本。



望洞庭教学设计一等奖篇四

教材分析：

《望洞庭》，四年级上册第四课古诗二首其一，本单元的文
化主题是“感受大自然的美好”。《望洞庭》是唐代诗人刘
禹锡被贬途径洞庭湖时，月夜遥望洞庭湖写下的诗篇。第一
句从水光月色的交融不分写起，表现湖面的开阔廖远。第二
句用镜子的比喻表现夜晚湖面的平静，因为太阳已落，湖水
不反光，像镜子没磨时光泽暗淡的样子。第三句写远望湖中
君山翠绿的色彩。第四句再用一个比喻，将浮在水中的君山
比作搁在白银盘子里的青螺。全诗纯然写景，既有描写的细
致，又有比喻的生动，读来饶有趣味。

学情分析： 四年级的学生对古诗的学习有了一些积累，本诗
并无生僻之字，学生基本可以通过通过查阅字典等工具书理
解诗的表面之意，在头脑中模糊出现诗中之景。但这画面如
果用孩子自己的语言描绘出来，可能对他们难度稍大。因为
学生的语言积累有限，与作者经历及相隔年代遥远，所以很
难将诗人与诗联系起来，将想象中的诗歌的意境表达出来，
为本诗教学时的一个难点。

教学目标：

1、认识“螺”，掌握“庭，潭，镜，磨，螺”5个生字。

2、有感情地朗读古诗，背诵古诗。

3、通过查阅工具书了解相关资料，理解诗句的意思，想象诗
歌的意境。

4、感悟作者眼中洞庭湖那“和谐之美”，体会诗的静态美，
为下一首《望天门上》的动态美做好铺垫。



设计理念：

学古诗注重积累，激发学生读古诗的兴趣，感受古诗语言的
精炼，意境的优美。尊重学生在阅读中的主体地位，促进学
生自主阅读，促使每个学生在多重对话中自行建构文本意义，
让学生对课本获得自我感悟和独特体验。

课前交流：    背诵积累学习过的诗，（用相机照下原课
文图片，大屏出示，模糊古诗字迹，帮助回忆。）

1、还记得我们学过的这些写景的诗吗？

2、课余时间你还积累过哪些写景的诗呢，说出题目来大家一
起背吧。

教学流程：

一、欣赏诗中景

（一）解题“望洞庭”，初读求通顺。

生解题，师补充。读古诗，要求读通读顺。

（二）讨论诗意，初理诗脉。

欣赏古诗与所配的插图，通过查阅工具书，以学生汇报为主
初步理解诗意，指导朗读，读出诗中的“宁静”之美。

1、读了这首诗，你知道了些什么内容？从哪些句子或词语知
道的？

2、还有哪些字词不太理解？

3、查找工具书，或根据课前查找的资料，解决学生质疑的问
题。



4、每解决一个小知识点，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读诗句。

（夜幕降临，静静的天空升起一弯新月，月光倾泻在湖面，
轻纱似的，增添了洞庭湖的神秘。烟波浩渺的洞庭湖上没有
一丝风，水面平静得似一面没有磨过的镜子。远远望去，君
山碧绿如翡翠，山点缀着水，水环抱着山，君山的影子倒映
在水中，就像是在白银似的盘子里放进的一颗小巧玲珑的青
螺）。

（三）聚焦景色，丰富画面。

不同的人读同一首诗，看同一处景感受也会不一样，再读读
诗，看看画，说说自己看到的诗中的画面，这是一副什么样
的画面？从哪里看出来？（宁静、美丽、和谐）

1、抓住两个比喻句，体会作者描写之巧妙。

潭面无风镜未磨：可以理解成是水面无风 ，波平如镜；也可
以理解成是远望湖中的景物，隐约不清，如同镜面没打磨时
照物不清楚。

白银盘里一青螺：洞庭湖在月光下像个白银盘，里面的君山
像个青螺。

2、围绕字眼“和”感受画面美。水色与月光融为一体，是一
种柔和之美。青山倒映在水中，碧水掩映着青山，是一种融
和之美。作者虽然被贬，可是依然乐观豁达，作者的心与这
景之间的平和之美。

3、指导感情朗读，读出自己的体会，读出自己的感悟。

二、感悟诗中情

一切景语皆情语，让我们透过这首诗来了解一下作者。



（一）用自己的话把你搜集到的有关作者的资料介绍给大家。

1、作者的才学

2、政治生活上的不得志

3、屡遭打击而始终不屈的意志（结合本诗感受作者虽然被贬
却依然满眼美景，乐观豁达，热爱生活的平和心态。）

（二）入情入境的想象诗人当时的情景，品味着读出诗歌的
意境美和语言美。试背诵。

三、欣赏多姿多彩的洞庭湖

（一）推荐给学生拓展阅读的古诗句，从多个角度感受洞庭
之美。

借助图片课件，师生同读诗句，教师简介诗意或词意，旨让
学生感受洞庭湖的魅力，吸引了古今多少文人墨客。

1、宋代文学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予观夫巴陵胜
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
”写出了洞庭湖的水势浩大，雄伟壮阔。“前人之述备
矣。”说明洞庭湖吸引过无数的文人墨客。

（诗人从君山的倒影起笔。“烟波不动”写湖面风平浪
静：“影”，是写那倒映在水中的君山之影：“沉沉”，是
写山影的凝重。“碧色全无翠色深”，碧是湖色，翠是山色，
凝视倒影，当然是只见翠山不见碧湖了。三、四句将湘君、
湘夫人的神话传说，融合在湖山景物的描绘中。 “一螺青黛
镜中间”，这水中倒影的君山，多么象镜中女仙青色的螺髻。
此诗写出了洞庭湖的平静与柔美，与我们今天学的《望洞庭》
有异曲同工之处。）



（八月的洞庭湖，水势盛涨，几与岸平；天容水色，浑然一
体。那湖面上滚滚蒸腾的云气，一片弥漫，笼罩着整体云梦
巨泽；那浩渺无边的波涛，汹涌澎湃，巍峨的岳阳城也震动
了，这是何等的气势和力量。）

4、洞庭湖上清秋月，月皎湖宽万顷霜。——韩偓《洞庭玩月》

5、白水连天暮，洪波带日流。风高云梦夕，月满洞庭
秋。——李端《宿洞庭》

（二）口语表达：我眼中的洞庭湖，课件配洞庭湖图片循环
放映。

四、书写洞庭湖

1、每人发一张印有洞庭湖图案的书签或扇面，要求学生将古
诗默写在上面，写之前先仔细的看看本课生字，归类记
忆“庭，磨”半包围结构，撇要写长。“潭，镜，螺”都是
左右结构，左窄右宽。

2、写之后利用投影全班欣赏，品评。

望洞庭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五

1.齐背《独坐敬亭山》，这首诗写景也写情；看《望洞庭》，
又写了什么景什么情呢？揭示课题并板书《望洞庭》。

2.介绍洞庭湖。

［设计意图］由上一首古诗引入，除有复习作用外，主要体
现前后两首古诗之间的联系。

二、初读正音，多读明义

1.学生初读古诗。“螺”，常见有田螺、海螺



等；“庭”“潭”“螺”都是形声字，“庭”的中的“廴”，
要注意“横折折撇”和“平捺”的笔势。

2.再读古诗，借助注释初步理解诗句。

“和”，和谐。水天一色，和谐漂亮。

青螺，这里形容洞庭湖中的君山像“螺”的形状，因为“君
山”上树木葱茏，故称“青螺”。

3.互读古诗，相互交流。同桌互说对诗句的理解，不明白的
互相问询。

［设计意图］让学生充分自读，再通过注释读懂诗句，然后
互相交流，初步明白诗句意思。

三、再读古诗，启发想象，释疑解难，深化理解

师：读古诗要会悟，而悟来源于多读多问多想象。

1.读古诗，想象画面：你头脑中有哪些美丽的图画？边读古
诗，边想象，再说说头脑中的画面。

2.教师提出下列问题，分组讨论交流。

（1）望洞庭能改为“看洞庭”吗？

（2）“和”是和谐的意思。你头脑中，怎样的“湖光秋月”
画面才“两相和”呢？

（4）“翠”是什么颜色？山“翠”易懂，水“翠”是怎么回
事呢？

（5）“白银盘”指什么？这里的湖水“白”，与前面的
水“翠”有矛盾吗？



3.全班汇报交流。

［设计意图］提出几个疑问，抓住几处看似矛盾的地方，能
引发学生深入思考，体会诗的意境。

四、诵读古诗，画出意境

1.朗读古诗，背诵古诗。

2.诵读古诗，想象画面，画出意境。

各组合作画一幅简笔画，一幅图配一句诗，看哪组画得更符
合诗意。

［设计意图］画图是进一步体会诗意诗境的一种手段，因此
画得漂不漂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能体现诗意。画配诗，
形式有趣，而且悄悄地实现了默写古诗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