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古诗教学设计及反思(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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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
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小学古诗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一

1、学习课文6--8自然段。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重点词句，
结合朗读、对话、想象、感司等到手段来体验情境从而领悟
文章内涵。

2、引导学生从课文中受到尊重自然、遵循规律的教育，培养
热爱自然的情感，建立生态平衡的观念。

3、丰富见闻，激发探究大自然的兴趣

教学重难点理解向导的话，体会文章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教学过程

一、听写导入，引发阅读期待

1、听写词语：侦察 欲出又止 鱼贯而出 口中之食

若无其事 极不情愿 愚不可及 悲叹

2、学生订正并读第一组词语

（1读词，归纳课文主要内容

（2）感情朗读词语



二、学习6-8自然段，感悟自然之道

1、默读6-8自然段，找出令我们震惊的场面

2、汇报交流：

（1）向导抱走幼龟不久，成群的幼龟从巢口鱼贯而出。

（2）从龟巢到海边的一大段沙滩，无遮无拦，成百上千的幼
龟结队而出，很快引来许多食肉鸟，它们可以饱餐一顿了。

（3）这时，数十只幼龟已成了嘲鸫、海鸥、铿鸟的口中之食。

（出示图片）孩子们，你们看到了怎样的一幅景象？

3、理解：我们干了一件愚不可及的蠢事。

你们觉得作者是带着什么心情写下的这句话呢？

4、理解这句话中特殊的地方。

（引读该句）

（4）串读：尽管我们拼命拯救，还是给幼龟带来了极大的伤
害，此时的补救显然已经晚了，抬头仰望天空——（生读第3
句），看看，我们都做了什么——（生再读第3句）；一只幼
龟得救了，无数只幼龟丧生了——（不一会，生读第4句）；
一只嘲鸫飞走了，数十只食肉鸟欢笑了——（生读第4句）

（5）体会向导的悲叹

四、感悟中心。

1、出示美国作者伯罗蒙塞尔创作的《自然之道》原文的结尾，
往往只会适得其反。



2、小练笔，补充句子3、引读该句，揭示中心。

小学古诗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二

生(齐答)：听过。

师：都听过哪些诗曲?

生1：我听过《锄禾》的诗曲，非常好听。

生2：在一次少儿节目上，我听过《鹅》、《望庐山瀑布》等
由诗谱写的歌曲，非常有韵味。

生3：老师，我们班上的很多同学都会吟唱《春晓》，好听极
了!

师：好的，就让我们一起来吟唱一首《春晓》：春眠不觉晓，

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

花落知多少。

(师生一起吟唱《春晓》，学生意犹未尽。)

师(吟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崖，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师入情地哼唱，学生入迷地听着。)



师：(歌曲完毕，故作迟疑状)谁能帮老师这个忙呢?

生1：好像可以在欢快热闹的场合唱。

生2：不，我倒觉得应该是在平静柔和的时候唱。

生3：我想这首歌曲应该是表达一种依依惜别的感情。

师：是吗?你怎么知道的?

生3：老师的表情、老师吟唱的曲调告诉了我。

师：你是个心思细腻的孩子，感情也很丰富，谢谢你!其实不
仅歌曲能表达难分难舍的离别情意，古诗也有许多是表达与
友人送别情意的。今天老师就向同学们推荐一首诗歌。

(师转身板书课题古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学生齐读课题。)

评析：由诗谱曲师生吟唱是本课开场的一个亮点，在师生、
生生轻柔、平缓富有韵味的曲调声中，诗韵、诗情已弥漫整
间教室，并悄无声息地融进学生的心田。

师：你能理解题目的意思吗?

生1：这首诗写的是李白送孟浩然去广陵。

生2：更具体的，应该是李白在黄鹤楼上为孟浩然饯行，送其
去广陵。

师：是更为具体了。题目中哪个字的意思表示去呢?

生(齐答)：“之”字。



师：你知道李白和孟浩然各是什么人吗?他们之间是什么关
系?

生1：李白和孟浩然都是唐朝的诗人。

生2;李白和孟浩然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师(补充)：李白和孟浩然不仅唐朝著名的诗人，还是好朋友，
而且是——师生关系。孟浩然是李白的老师。平日里，他们
无话不谈而且兴趣爱好相同，都喜欢把酒吟诗作对。可以说
李白和孟浩然是知己，是忘年之交，彼此之间的感情是难分
难舍的。

师：题目中有两个词表示地点，你知道他们的地理位置吗?

生：我只知道广陵就是今天的扬州。(其他学生满脸疑惑)

(师一边在黑板画出黄鹤楼和广陵的示意图，一边介绍他们的
地理位置。学生频频点头，脸上露出会意的笑容。)

评析：适当的时候，教师“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要错误地
以为“讲”多了导多了就是违反新课程理念。本环节，在学生
“满脸疑惑”的情况下，教师板画了黄鹤楼至广陵的示意图，
学生便能一目了然。

师：你准备怎样读懂这首古诗呢?

生1：先读熟，再背诵。

生2：通过查找资料加深对古诗的了解。

(全班努力思索着。)

生3：我觉得还应该看着插图想像一下当时的情景，这样有助
于我们对诗意的理解，进而体会诗歌要表达的感情。



师：是的，我们读懂一首古诗，首先要读通古诗，再理解诗
句的意思，接着借助画面想像当时的情景，体会诗歌表达的
感情，最后把诗歌背下来。这是一种学习古诗的好方法。

(师板书：读通——理解-——想像——体会——背诵。)

评析：“教无定法，贵在得法”，同理，“学无定法，贵在
得法”。中年级学习古诗应有别于低或高年级，中年级学习
古诗应有所侧重，重在抓重点字词引发想像，重在感悟诗境、
体验情感。本环节，教师的“你想怎样读懂这首古诗”一问
犹如抛出一条红细绳，把学生个人独特的学习方法这一颗颗
珠子串起来，形成一法，并引导学生顺着红绳上的这一颗颗
闪亮的珠子美美的学文。

师：请同学们自由读一读，遇到生字多读几遍，再读给同桌
听一听。

(学生纷纷朗读起诗歌，同桌互相检查朗读，师下去巡视指导。
)

师：比一比谁读得又通顺又流利。

(指定2名同学朗读，师生共同正音。)

师：大家一齐试着读一读。

(全班齐读一遍。)

师：请各学习小组，根据自学要求自学，比一比哪个小组的
学习成果最丰硕?

(师用幻灯出示学习要求：1、借助注释理解字词意思;2、联
系词义理解诗句的意思;3、在古诗旁画出不理解的地方或提
出不理解的问题。)



(学生自学5分钟左右，师巡视各小组学习情况。)

小学古诗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三

本课两首古诗抒发了诗人在秋天里思念家乡、思念亲人的情
感。南宋诗人叶绍的《夜书所见》先是写客游在外，因秋风
落叶，感到孤独郁闷，由看到远处篱笆下的灯火，料想是小
孩在捉蟋蟀，不禁回忆起自己的故乡和童年的生活，于是那
种郁闷之情又被一种亲切之情所代替。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是一首抒写乡情的千古绝唱，作者
是唐代诗人王维，他当时只有十七岁，正在长安谋取功名。
恰逢重阳佳节，作者孤身漂泊于繁华热闹的帝都，倍感孤单，
非常思念家乡亲人。情之所至，诗人直抒胸臆，写出了“独
在异乡为异课，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样传诵千古的名句。

编选本课的意图是，增加学生有关传统文化方面的积累，感
受诗中的秋意和诗情，激发学生学习古诗的兴趣。学习这两
首古诗，可以通过反复吟诵，感受诗歌优美的音韵、完整的
意境和蕴含其中美好的情感。要充分调动学生对秋天的印象，
从而理解诗人情感的生发和变化。可以让同学收集一些与秋
天有关的古诗句，在课上进行交流。

一、学习目标

1.认识“促、忆、异”等7个生字。会写“促、深、忆”等10
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古诗，体会诗中的真情实感，
背诵这两首古诗。

3.学习借助注释理解诗意，体会诗歌感情，激发和培养学习
古诗的兴趣，要懂得热爱家乡，珍惜亲情。



二、教学重点：有感情的朗读古诗，体会其中的意境。

三、教学难点：学习借助注释理解诗意，体会诗歌感情，激
发和培养学习古诗的兴趣，要懂得热爱家乡，珍惜亲情。

四、教学方法：欣赏教学法

五、教学准备

1.课文插图。

2.学生搜集描写秋景或表达思念家乡的古诗，读读背背。

六、教学时间：2课时

七、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学习《夜书所见》

二、交流资料，了解背景

1.学生交流已知的材料。

3.看图说话：(出示挂图)瞧，这就是叶绍翁所见到的情景，
请大家仔细看图，说一说你们看到了什么。

三、自主学习，初步感知

1.自由朗读。放声朗读古诗，借助拼音读准字音，把这首诗
读通、读正确。

2.同桌互读。要求学生把这首诗读给同桌听，互相评议，互
相指点。



3.自学古诗。借助课后注释或结合插图理解字词意思，画出
不理解的词语。

4.小组合作学习。交流已读懂的字词，解决不理解的问题，
老师巡回指导。

5.课堂交流。小组指派代表交流，一起解决疑难问题。

四、再读感悟，体会情感

1.自由读诗，边读边在脑海中浮现画面：诗歌描绘了怎样的
情景?

2.指名描述画面，教师可相机引导学生把想象的画面说具体、
说生动。

4.感情朗读。带着你体会到的情感朗读古诗。通过赛读、评
读等多种形式让学生读好这首诗。

五、图文结合，熟读成诵

六、根据诗意，参照插图，熟读课文，练习背诵。

七、指导写字

1.出示要写的字。

2.让学生观察范字，交流识字写字经验。

3.学生练习书写生字。

八、拓展活动

九、你还读过哪些思念家乡、思念亲人的古诗，读或背给同
学听听。



第二课时学习《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一、背诵古诗，导入新课

1.指名背诵《夜书所见》。

2.出示《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提问：你了解这首诗的作
者王维吗?

二、小组合作，讨论自学

1.根据学习《夜书所见》的方法，小组讨论怎么学习这一首
古诗。自学基本步骤：

(1)自读：读准字音，并借助注释或工具书理解词义。

(2)自思：想想自己读懂了什么，并提出自渎中产生的疑惑。

(3)交流：读读、说说、问问。

(4)有感情的朗读，背诵。

2.学生按自己小组议定的方法自学，教师巡视指导。

三、师生交流，解决疑难

1.每组说说读懂了什么，并提出小组学习时所产生的问题及
讨论的结果。

2.其他组的同学与老师参与其中，或讨论解决或补充己见。

四、感情朗读，启发想象

1.指名朗读诗文。提问：你们觉得这首诗表达了一种怎样的
思想感情?



2.引导以情促读。提问：你能用读来表达这种思想感情吗?3.

3.引导以读启发想象。提问：同学们在朗读时头脑中形成了
怎样的画面，能交流一下吗?

4.学生交流想象的景象，并再次练习有感情朗读。

5.熟读成诵，品赏文字

五、自由朗读，练习背诵。

六、品赏文字，述说感觉。问：你觉得这首诗中，哪些在用
得特别好?

七、练写生字，当堂展评

1.出示生字：促、忆、异、逢、佳、倍、遥、遍、插，读记、
组词。

2.说说要求会写的字写时要注意些什么。

3.练写生字，同桌互相评点或当堂展评。

八、拓展活动

1.你还读过哪些描写秋景的诗，背给同学听听。

2.有机会到公园或田野里走走，看看哪些景物反映了秋天的
特点，想想自己心中产生了怎样的感受。

板书设计：

夜书所见

见：梧叶挑促织一灯明



听：寒声孤独寂寞

感：动客情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每逢佳节倍思亲

(思念家乡、亲人)

小学古诗教学设计及反思篇四

1、学会“莫、腊、浑、疑”等生字，能有感情地朗读并背诵，
体会诗人的心境。

2、理解诗句的意思，感受语言的节奏和音韵美。

教学重、难点

理解诗句的意思，感受语言的节奏和音韵美。

第一课时

(学习《题西林壁》)

复习《望庐山瀑布》，理解诗题

1、导语：一年级时，我们已经学了《望庐山瀑布》，大家一
起来背诵。今天，我们学习另一首写庐山的古诗，诗人苏轼
所写的《题西林壁》。板书课题，读诗题。

2、理解诗题。

自读课文中1、2两条注解，读读诗题的意思(苏轼游庐山时在
西林寺墙壁上写的一首诗)



吟读诗句，理解诗意

1、教师范读，让学生听清吟诗的节奏，初步感知诗人的心情。

2、自由吟诗，读准字音，把握吟诗的节奏。

3、学生试说自己已经读懂的诗句的意思，或提出不理解的。

4、理解前两句。

找出诗句中表示方位、角度的
词(“横”、“侧”、“远”、“近”、“高”、“低”)。
再出示“岭”和“峰”。给它们组成不同的词语：山岭、峻
岭、高峰、奇峰、山峰……读读前两句诗，告诉我们什么?试
看说一说。

读后两句诗，告诉我们什么?试着说一说。

师归纳：上学期，我们学过《画杨桃》这篇课文，你还记得
其中老师说的话吗?(……看的角度不同，杨桃的样子就不同。
有时候看起来真像五角星)庐山是那么雄奇壮观，千姿百态，
诗人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每一回看到的景象却不一样；横着
看，连绵不断的峻岭；从侧面看，奇峰陡峭；从远处看、近
处看，从高处看、低处看……看到山的形状、姿态却不一样。

有感情地齐读前两句。

5、理解后两句。

读一读，比一比，前两句与后两句内容上有什么不同?

(前两句写看到的景象，后两句写自己的感受)

读到这里，你有什么疑问吗?



教师小结：庐山究竟美在哪里?是雄奇、是壮丽、是险峻还是
幽秀?诗人觉得没有认识庐山真面目，只因为身在庐山中。只
看到庐山的局部，要是身在庐山之外，从高处鸟瞰，就能认
识庐山的全貌了。

熟读背诵

请你把自己当作诗人，有感情地读一读。

练习背诵，同桌之间互背。

默写全诗

第二课时

(学习《游山西村》)

整体感知

1、读读诗题，参看注解，说说诗题的大概意思。教师补充小
结。

2、自由吟读。

3、指名试读。教师点评并范读，体会诗句的节奏。

试讲诗意

1、边读边参阅课文中的注解，试着串讲。教师巡回倾听，发
现难点。

2、指名试讲。(要求把每句诗的大致意思说清楚)

3、理解“莫笑、足”的意思。



深入体会

1、读前两句，想象意境。诗人会在什么地方?他当时有什么
感受?(想象诗人在农家做客，受到农家热情款待)

2、读后两句，体会意境。

这时诗人是在哪里?他当时遇到了什么景象?

诗人可能正走在山间小道上，眼见前面被大山挡住了，怀疑
无路可走；行至山前，忽见柳荫深深，鲜花簇簇，惊喜地发
现又是一个村庄。

品味对偶的表现手法

1、有节奏地朗读后两个诗句。

2、引导发现两行诗句中相对应的词，说说它们有什么特点。

3、美读，读出节奏、音律美。

体会名句的引用

提供下列句子，供学生阅读。

1、我们走到山前，顿觉山路已尽。忽然间，山路一转，前面
又出现了一个鲜花盛开的村庄。这时，我们情不自禁地吟起：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诗句。

2、李叔叔正在搞一次实验，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实验进
行不下去了。因此失去了信心。后来在一位教授的帮助下，
他豁然开朗，很快攻克了难关，实验获得了成功。这真
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3、老师在指导我们作文时，常常用宋朝诗人苏轼的名



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诗句，教我们
写作时不要说人家常说的话，写出自己独特的见解，要写出
自己的个性。

读后教育学生在以后的习作中能恰当地引用这些语句，使自
己的作文变得更精彩。

小学古诗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五

一、查字典填空。

1.“舟”一共有        笔，第4笔
是          。

2.“何”的笔顺是             ，
共          笔。

二、理解诗意。

1.回乡偶书（   ）

（1）偶尔写下来的。

（2）有所感触，随意写下来。（    ）

2.乡音无改鬓毛衰 （   ）

（1）衰老   （2）衰弱  （3）衰败   （4）疏落

3.不及汪伦送我情（    ）

（1）不及时   （2）比不上

4.少小离家老大回（    ）



（1）排行第一     （2）年纪大

5.忽闻岸上踏歌声。（     ）

（1）闻到  （2）听到

三、填空。

《回乡偶书》一诗中有三组反义词，分别是：（  ）--（ 
），（  ）--（  ），（  ）--（  ）。

“何处”的意思是                  。

四、把作者与相应的作品连起来。

《锄禾》                李白

《春晓》                贺知章

《回乡偶书》            苏轼

《赠汪伦》              李绅

《山行》                孟浩然

《赠刘景文》            杜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