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教学设计
理念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古诗翻

译(实用7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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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教学设计理念篇一

六月二十七日，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苏轼到望湖楼边喝酒，
边欣赏西湖独特的美丽景观。西湖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
光，美丽极了。真不愧有西子湖之称啊！

可惜，好景不长。这云的颜色从白花花变成了黑油油，像墨
汁儿一样不停地在天上，翻滚着，遮盖着一大片天空，使苏
轼大吃一惊。而三面的山峦还想继续守护着西湖，都一个劲
儿的把头探出来。这时候，小雨点也耐不住自己的急性子了，
有的进入了西湖，等待灵魂的升华；有的来到了船上。瞧，
它们在船上玩得多高兴啊。有的唱着歌儿，有的跳着舞。人
们都想情不自禁的加入其中。

突然，苏轼耳边响起起了一阵阵熟悉的哗哗声，便想：难道
会有一场大风发生？他用自己尖锐的眼光观察者湖面四周，
果然发现有一阵大风冲了过来。大风的威力十分巨大。仿佛
要和云哥哥与雨弟弟要大战三百合。不一会儿，战役打响了。
云哥哥和雨弟弟同时冲进去，给大风最大的冲击，大风也用
全身力气来全身力气来抵抗这一攻击。两人僵持了起来。人
们都纷纷狼狈逃离了，只有苏轼找到了个相对安全的地方，
藏了起来。



不一会儿，苏轼出来了。他发现了赢得不是那两位，而是大
家万万没有想到的太阳公公。他想：难道太阳公公趁双方耗
尽力气时，才发起攻击，并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可见，太
阳公公真是位足智多谋的老先生啊！而这时，西湖两端悄然
无息地架起了一座七色桥，而西湖则变得更加的广阔了。

苏轼见如此美丽的情景，便喝了几大碗酒。心想：西湖有如
此美丽的景色，不记录下来实在是太可惜了。于是，他捞出
了文房四宝，即兴写了一首诗：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
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教学设计理念篇二

大诗人苏轼坐在船中，他仰望天空，看着那白如雪的云朵，
接着他闭上双眼，俩手自然下垂，抚摸着西湖那温暖而又清
澈见底的湖水，几股液体从诗人手指间划过。到处是一幅自
由的动画。

一朵乌云伴随着轻风来到诗人的头顶，定眼一瞧，那朵揉乱
气氛的不速之客像打翻的墨汁一般，诗人平静的心被打乱，
远处的群山若隐若现，想不到那乌云竟没有遮掩住如此渺小
的山顶。

白色的鱼珠从天空中飞泻而来，砸在诗人的头顶，天地间一
下子苍白了，大地一片模糊。诗人急匆匆的赶入船舱，却发
现自己早已成为落汤鸡。豆大的雨点如同跳动的珠子射入船
中，再次飞在诗人的身上。

诗人躲进酒楼中，一边喝着香醇可口的美酒，一边看着窗外：
不知何处的风狂洗礼而来打散了天空中的云朵，吹灭了空中
的雨，西湖再次陷入了宁静。

黄鹤楼改写作文



【精品】望洞庭改写作文三篇

精选望洞庭改写作文五篇

关于望洞庭改写作文四篇

【实用】望洞庭改写作文四篇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教学设计理念篇三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诗歌，背诵诗歌。

2、能用自己的话说出诗歌的意思，体会诗人的思想感情。

3、通过反复诵读诗歌，体味古诗的节奏、韵律和意境，体会
诗人是怎样展开丰富的想象的，培养自己的审美情趣。

一、明确目标（自读目标，明确本节课的方向，课堂上才能
做到有的放矢）

二、课前热身(充分利用提前学习学案的时间，对课文进行预
习，感知。)

（一）背景说明及人物介绍（圈划出你认为重要的信息，并
摘录到书上）

（二）朗读诗歌，整体感知。

1、初读诗歌，读准字音，读出节奏。标出读不准的字音和不
理解的词语。（通过查工具书解决并掌握）

2、理解诗意，感情朗读。（根据课下注释或工具书理解这首
诗的大意）

三、课堂探究



（一）自主学习（先自主学习以下问题，疑难问题在题号上
做出标记。）

赏析“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二）合作研讨（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赶快参加吧！）

小组长组织组员研讨自主学习时解决不了的问题。

（三）展示讲解（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抓住机会，亮
出风采！）

由已经掌握的学生或老师在黑板前进行必要的讲解，其他学
生补充质疑。

提示总结：从诗题看，这是诗人早晨出门送友时即景发兴之
作。净慈寺，杭州西湖边上的一个古寺，今存。林子方，作
者的朋友。这首诗写的是杭州西湖的景色，表现了诗人美好
的情怀。西湖的美是多彩多姿的，该从哪些方面、什么角度
去描写她的美呢？绝句这种短小精粹的诗体，不允许作者面
面俱到地铺叙。于是，诗人选取了眼前所见的莲叶、荷花，
予以集中描绘。头两句，概括抒写西湖的六月，六月的西湖，
切时切地。指出六月西湖的风光毕竟不同他时他处，即不同
于西湖的其他时节，不同于六月的其他地方。这就有力地吸
引着读者，把读者的思绪带进西湖美景中去。四时，通常指
春夏秋冬四季，在这里应当理解为六月以外的时节。

怎么个不同呢？三、四句，诗人给我们描绘了一碧万顷、连
接天日的荷塘景色：那碧绿色的莲叶，极目一望，无际无涯；
在这莲叶中间，挺立着一朵朵红得特别出色、红得特别艳丽
的荷花。荷花为什么这样红？因为朝阳映照其上，增添了无
限光彩，所以显得如此美丽动人。这两句是对偶句
子，“莲”、“荷”本是一物，而诗人把二字错开使用，避
免了重复，可见其苦心。莲叶“无穷碧”是“接天”的结果，



荷花“别样红”却是“映日”所致。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教学设计理念篇四

我—————大诗人苏轼，非常喜欢水，六月二十七日这一
天，我迈着轻盈的步伐，不远万里地来到杭州的西湖参观。

到了西湖，我驾着一叶小舟在湖上。一边欣赏西湖美景，一
边喝着小酒，感觉全身非常轻松。

这时，远处飘来一大片黑云。黑云像打翻的墨水似的，还没
有来得及把山遮住，白色的雨点像珍珠一样落了下来，乱蹦
乱跳，真像一群顽皮的孩子；忽然，一阵大风"呼呼"吹来，
旁边的竹林"哗哗"作响，连天上的云和雨都吹散了。我赶紧
停船，上了岸。来到岸上，我便看到了宏伟的建筑
物—————望湖楼。于是，我直奔望湖楼。

到了望湖楼，从上往下看，只见湖水一片汪洋，水像天空一
样，那么广阔。

我顿时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随即吟出了脍炙人口的
诗—————《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黑云翻墨未遮山，

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

望湖楼下水如天。

五年级：徐源甲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教学设计理念篇五

1、学习第一首古诗，学会生字“遮”;理解古诗词句的意思。

2、有感情的朗读、背诵这首诗。

3、体会诗的意境之美，体会诗人的思想感情。

重点：了解诗的大意，能读出感情，背诵这首诗。

难点：能感受诗人对望湖楼雨景的美，体会诗人的思想感情。

一、创设情景，导入新课。

1、配乐播放西湖的十大景点。

2、过渡：刚才大家欣赏的是西湖的十大景点，西湖是天堂杭
州的一颗明珠，也是世界名闻的旅游胜地，自古以来，描写
西湖景色的.诗很多，今天我们要学的23课《古诗两首》就是
宋朝诗人苏轼和杨万里的传世佳作，我们先来学习第一首。

板书：《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3、从课题中你知道了什么?

4、了解作者。

二、初步感知。

1、自由读古诗，把字读准确，把诗句读通顺。

2、指名读古诗，检查学生读书情况。

(1)学生自由读古诗，教师巡回指导。



(2)学习生字“遮”

3、教师范读古诗。

4、齐读。

过渡：读书不仅要读的正确，还要读出节奏、诗韵，这样读
书叫做“有板有眼”。

5、出示停顿的诗指名学生读。

6、古人读诗是怎么读的呢?(摇头晃脑)谁来试读一下。

7、出示古诗，把古诗补充完整。(由易到难)

8、苏轼不仅是个诗人，他还是个画家呢!你们想不想看看他
画的画呢?(出示动画，让学生感受诗的意境。)

9、配乐读古诗，加深体验。

三、精读古诗。

1、理解重点的词。

(1)“翻墨”“遮”“白雨”“跳珠”是什么意思?

(2)“卷地风”“水如天”又是什么意思?

2、理解诗句

(1)结合注释理解诗意。

(2)指名学生说说诗意。

(3)教师读诗意，学生配诗。



(4)出示诗意让学生填空。

(5)出示图片，让学生说诗意。

四、背诵古诗。

1、齐读古诗。

2、配乐背诵古诗。

过渡：这首诗它还是一首歌呢!你们想听吗?

3、教师演唱。

4、播放给学生听。

5、学生跟着唱。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教学设计理念篇六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是一首写景诗。刻画了夏日西
湖雨前乌云翻滚，雨中气势磅礴，雨后风卷天晴的自然景观，
抒发了苏轼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雨的喜爱之情。

整节课采用“淡化理解，强化诵读”的策略进行教学。通过
教学，我颇有感触，对这首古诗的教学活动进行以下反思。

古诗以文字的情势涌现，诗中景物也只有通过“读”才干在
头脑中形成基本轮廓。初读古诗时，要求学生读准字音，把
诗读精确流利。自读后，指名个别读，学生互相评议，改正
领导读错的字词。“读中感悟”“读中体会”是分不同层次
的，我们要走进朗读的更深层次——“品读”。如个别读、
想象画面读、全体读、把自己想象成诗人读……让学生在变
换中懂得读的乐趣，玩味诗中景之奇特，更深地体会、联想，



提高朗读能力。学生越读兴趣越高，他们的朗读一次比一次
有味，大多数学生能够熟读成诵，当堂背诵不成问题。

意境是古诗中超旷空灵的灵性，是诗中圆融透辟的韵致，是
诗中咀嚼不完的美。教学中，引导学生紧扣题眼，施展想象，
欣赏诗境。教学交换过程中，从“夏天的雨给你留下怎样的
印象”开始，结合学生相应知识、经验的储备，引导学生根
据自己的知识经验加以扩大，想象连缀成画面，去理解古诗，
获得深入的形象沾染。如从“翻”字想象雷阵雨前乌云翻滚
的动态画面;由“跳”“乱”体会雨势之大之急，雨珠飞溅的
动态场景;从“卷”“忽”感受风速快;由“水如天”看出雷
阵雨来去匆匆，气象快速转晴。以此来引导学生理解苏轼不
仅仅因酒而醉，更是因雨而醉，因景而醉。

在全部教学过程中，我努力以诗意的方式引领孩子走进古诗，
在其中心驰神往，浮想联翩，让他们在轻松自然的气氛中受
到美的熏陶。并让学生过了把“诗人”的瘾。

虽然本节课有了几点突破，但也存在着不足。由于时间上把
握不是很好，导致一些预设环节没有很好的完成。比如这首
诗的题眼只是提及，但是没有留给学生思考和体会的`时间。
课前学生都表示喜欢春天的雨，学习了古诗以后，对夏季雨
的见解是否有所改变?个别学生交换的时候用词不精确，暴露
了孩子们词汇的贫乏，也暴露了我日常教学工作的不足。以
前撒手让他们自己摘录，看平时虽也积聚了一些，但并未真
正地内化接收，运用到学习当中来。

通过备课与自我反思，我知道了古诗本身其内涵就是丰盛的，
是多元的。因为诗中作者所处的年代、环境、心情的不同，
导致对诗的境界和情绪的理解也是多元的。作为现代人，认
识古诗是一种心理历程，学习古诗更是一种心理体验。我们
在读诗时除读其韵律美，还应体会其意境美、情绪美。在教
学古诗时，更要把古诗作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载体,通过接洽
生活实际来认识古诗。让师生真正走进古诗，走进诗人的心



路旅程，去感悟，去发现。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教学设计理念篇七

六月二十七日，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苏轼到望湖楼边喝酒，
边欣赏西湖独特的美丽景观。西湖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
光，美丽极了。真不愧有西子湖之称啊！

可惜，好景不长。这云的颜色从白花花变成了黑油油，像墨
汁儿一样不停地在天上，翻滚着，遮盖着一大片天空，使苏
轼大吃一惊。而三面的山峦还想继续守护着西湖，都一个劲
儿的把头探出来。这时候，小雨点也耐不住自己的急性子了，
有的进入了西湖，等待灵魂的升华；有的来到了船上。瞧，
它们在船上玩得多高兴啊。有的唱着歌儿，有的跳着舞。人
们都想情不自禁的加入其中。

突然，苏轼耳边响起起了一阵阵熟悉的哗哗声，便想：难道
会有一场大风发生？他用自己尖锐的眼光观察者湖面四周，
果然发现有一阵大风冲了过来。大风的威力十分巨大。仿佛
要和云哥哥与雨弟弟要大战三百合。不一会儿，战役打响了。
云哥哥和雨弟弟同时冲进去，给大风最大的冲击，大风也用
全身力气来全身力气来抵抗这一攻击。两人僵持了起来。人
们都纷纷狼狈逃离了，只有苏轼找到了个相对安全的地方，
藏了起来。

不一会儿，苏轼出来了。他发现了赢得不是那两位，而是大
家万万没有想到的太阳公公。他想：难道太阳公公趁双方耗
尽力气时，才发起攻击，并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可见，太
阳公公真是位足智多谋的老先生啊！而这时，西湖两端悄然
无息地架起了一座七色桥，而西湖则变得更加的广阔了。

苏轼见如此美丽的情景，便喝了几大碗酒。心想：西湖有如
此美丽的景色，不记录下来实在是太可惜了。于是，他捞出
了文房四宝，即兴写了一首诗：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



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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