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评课优缺点及建议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教案(优秀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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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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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评课优缺点及建议篇一

【知识与能力】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背诵古诗，正确理解诗句的意
思。

【过程与方法】

通过搜集作者生平资料，了解作者，锻炼搜集信息的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体会诗人思念亲人思念家乡的情感。

【重点】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背诵古诗，正确理解诗句的意
思。

【难点】

体会诗人思念亲人思念家乡的情感。



朗读法、设置情境法。

(一)情境创设，激发兴趣

播放视频《常回家看看》，并顺势导入新课。

(二)知人论世，整体感知

1.释题：“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的意思。

2.教师配乐范读全文，同学听读，初步感知文意。感受本诗
的情感基调。

3.介绍作者王维。

4.结合书下注释，翻译全文。

(三)深入研读，体会情感

学生按语文兴趣小组分组讨论ppt展示的问题串，10分钟时间
后，指名学生具体分析问题的答案。

1.诗人他身处何处?他感觉如何?

2.自己孤独一人的时候他想到了什么?

3.他独自登上高楼，又作何感想?

(四)拓展延伸，发散思维

你还知道哪些怀念家乡的诗句呢?说出来我们一起交流一下。

(五)小结作业，巩固提高

1.师生共同总结。



2.为本首诗配一幅插图。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选自人教版小学语文三年级上册第
三组第9课，本诗是盛唐诗人王维在九月九日重阳节登高远望
思念亲人和家乡的名篇。诗人在诗的开篇直扣主题，描写自
己独自一人身处异乡，在这样的节日中，异常思念自己的家
乡和亲人。紧接着又写到自己远在家乡的兄弟，按照重阳节
的风俗习惯登高之时，或许远方的兄弟也在思念身在异乡的
自己。诗中的名句“每逢佳节倍思亲”，从古至今，扣动了
无数游子思乡的心。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评课优缺点及建议篇二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唐]王维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

遍插茱萸少一人

诗意：“我”独自一人在他乡游居漂泊，每每一到好节日，
我对家乡,对亲人，对老友那浓浓的'思念之情更加深了。遥
想，兄弟们一定正在登高山吧！一定都插上了茱萸，唯一可
惜的就是少了“我”一人。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评课优缺点及建议篇三

教学目标：



1.会认1个字，会写3个字，重点指导书写“异”字，上下结
构，上边的部分是巳不是已和己。正确读写“茱萸、佳节”
词语。注意“异”字与“导”字区别。

2.背诵课文

3.培养孩子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热爱。

教学重点：背诵课文，借助注释理解诗句的意思。

教学难点：这首诗写了哪个传统节日？写出了什么样的节日
情景？

教学准备：课件

教学时数：1课时

教学过程：

1.板书“佳节”（课件展示）

师：同学们喜欢过节吗？为什么呢？

2.师：看来，大家在过节时都是开开心心的。那么我国有哪
些传统节日呢？（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
节……（课件展示））知道重阳节吗？它是哪一天？（九月
九日（课件出示））

是啊，过节时我们都是高高兴兴的，可唐朝有位诗人（课件：
诗人头像）在重阳佳节这天，却道出了这样的感叹：（课件
展示出：“每逢佳节倍思亲”）大家知道这句诗出自那里吗？
（对，它就是出自我国著名诗人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
弟》这首诗）

今天，我们就一起学习王维的这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请打开课本。

1.请同学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一读这首诗！要求是把字音
读准，诗句读顺。

2.指名读，正音。

3.同学们真不错，字音读得准，诗句也读顺了。

5.请同学们把课题齐读，想想，题目中的“忆”是什么意思？
（想念、思念…）

简述“山东”的意思。（山东：是指华山以东王维的家乡蒲
州，与今天说的山东省不同。）

现在谁能用自己的语言说说题目的意思？从题目中你知道了
什么？学生交流。（重阳节这天，诗人很思念自己在家乡的
兄弟们。）

6.对于我们的诗人王维，同学们又知道多少，谁来说说？
（课件出示简介王维:唐代著名诗人、画家，字摩诘。他多才
多艺，擅长绘画、书法，精通音乐，宋苏轼称赞他“诗中有
画，画中有诗”。他与另一位唐代诗人孟浩然并称“王
孟”。）

7.老师介绍（诗歌的创作背景）课件出示《九月九日忆山东
兄弟》是诗人在十几岁时离开故乡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到
二十岁考中进士，在这段时间内，他一直漂波在外，自然产
生思乡念亲之情。特别是在尤其是佳节到来之际，这种情感
更为强烈。这首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创作的。

9.恩，真不错！现在我们来欣赏朗读。课件出示

明明是合家欢聚的重阳佳节，诗人为何会有如此的感叹呢？



让我们走进这首诗背后的一段故事中，你可能会有新的感受。

1.生读诗，师巡视。

2.读了故事，是不是又有了新的感受了？学生交流。（师板
书课件出示：倍思亲）。

3.课文中的哪些句子给了你这样的感受，一边默读课文，一
边画出这些句子，试着把自己的感受读出来。（课件：独在
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我们先来看看这两句诗的意思，请同学们根据老师给的字义，
自己试着说说它的意思。（课件出示：独：独自一个人。异
乡：他乡。异客：外地生活的人。逢：遇到。倍：加倍。整
句诗意：我独自一个人在他乡作为他乡的客人，每当遇到佳
节就加倍的思念亲人。）

4.交流：谁想第一个把自己的感受和大家分享？

15岁那年，他就离开家乡，来到京城长安，不觉已经两年了。

(1)从这句话中，你感受到的是什么？

(2)是啊！王维小小年纪就远离家乡到外求学（板书华山东边
是家乡，西边是长安）它的家乡在华山以东的蒲州，长安在
华山以西，他这一别就有两年了。两个“异”字，更突出了
诗人的“独”。想想实际生活中，你离开过你爸爸妈妈一段
日子吗？多久？心情如何？而王维是整整两年没有与亲人相
见啊！他是多么的想念自己的亲人啊！你还想再读读这句话
吗？相信你现在一定能读出自己的感受来。（指名读）

1.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又到了，家家户户欢度节日的情景是怎
样的呢？请同学们闭上眼睛想象一下。



2.学生交流。你的眼前出现了怎样的一副画面？

3.课文中哪些句子能让你感受到这种欢度节日的场面？（指
名读：遥知兄弟登高处。“遥想兄弟们正在登高望远”）

1.师导：王维独自一人在他乡求学，重阳佳节这天，看着家
家户户欢度节日的热闹场面，想起了在家乡时和兄弟们欢聚
的情景，思乡之情愈发浓了，思绪万千之时，就将这浓浓的
思念融进了四行诗句中……（课件出示古诗，教师范读整首
诗）

2.刚才，老师在诵读这首诗时，把自己当作了王维，借这首
诗来表达我对家乡的思念，老师相信你们也一定也体会到了
诗人的心情，那就来吟诵这首诗吧！

3.指名读。两名学生读后，对比评价，体现个性化朗读。

请同学们也像这两位同学一样，把自己的感受表达出来。
（指名读）

1.“每逢佳节倍思亲”，有这样感叹的又岂止王维一人呢？
我国历代就有不少诗人借诗来抒发自己心中的情感。老师从
其中选取了唐代诗人李白的诗文给大家赏读，请同学们根据
注释来读读诗，体会同样的思乡之情，选择你喜欢的一首读
给大家听。

2.学生自由练读《静夜思》。

1.在这饱含浓浓思乡情的乐曲声中，我们也即将结束这堂课
了，让我们再次深情地吟诵这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吧！

2.配乐齐诵诗文。

请采访一下你的家人或亲友，他们外出学习、务工的时候，



过节是否思念故乡和亲人，请亲身体会一下“每逢佳节倍思
亲”的感情。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评课优缺点及建议篇四

1． 学会本课3个生字。

2． 背诵古诗，能用自己的话说说诗句的意思，想象诗句所
描写的景象，激发学习古诗的.兴趣。

3． 体会作者思念亲人、思念家乡的感情，养成积累的习惯。

教师：一则故事、音乐磁带、搜集重阳节的常识、教学挂图
或课件。

学生：搜集思念亲人的古诗。

1~2课时。

一、介绍诗人，揭示课文题目

1． 我们以前学过王维的古诗吗？谁会背？（《鸟鸣涧》
《画》《相思》）

2． 王维简介：唐代著名诗人，少年聪慧，9岁时就以文才出
名。他多才多艺，不仅能做诗，而且懂音乐、绘画，与另一
位唐代诗人孟浩然齐名。今天我们将要学习的就是他17岁时
写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3． 揭题、质疑、解题。

二、学生自读诗歌，初步感知诗意

1．学生自读古诗。要求读准字音。



2．同桌互读诗歌。要求读通句子。

3．点名读，让其他学生注意聆听，看朗读者是否达到了以上
要求。

4．借助注释、插图，结合自己的阅读感受，初步感知诗的大
意。

三、交流感悟，体会意境

1．全班齐读诗歌，然后在四人小组内交流自己的阅读感受。

2．全班交流。

（1）借助注释，合作学习，弄清诗句字面意思。学生对哪句
有所得就说哪句，顺序不限；教师还要重视多方互动与交流
的作用，激励学生融入自己的阅读感受，综合理解古诗。

独在异乡为异客：“独”，独自一人；“异乡”，他
乡；“异客”，陌生的客人。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在外地孤
独一人，人生地疏、举目无亲，倍感孤寂。

每逢佳节倍思亲：“逢”，遇到；“倍”，更加；“佳节”，
美好的节日，本诗指重阳节。这句话的意思是，每当遇到节
日，我就加倍地思念家中的亲人。

遥知兄弟登高处：“遥”，远；“兄弟”，哥哥和弟
弟；“登高”，民间风俗，重阳登高。这句话的意思是，我
在遥远的地方，想到兄弟们一定都登上了高处。

遍插茱萸少一人：“遍”，全都；“茱萸”，一种含有浓香
的植物，古人重阳登高插茱萸，据说可以防灾。这句话的意
思是，兄弟们头上都插着茱萸，站在那高高的地方，只缺少
我一个人。



（2）质疑，交流。疑问主要由学生提出，答案则由交流得出
结论。点名让学生说说自己的收获，弄懂了些什么。（浓浓
的思乡之情，有趣的民间风俗，对比的写作手法，简练的语
言风格等）

（3）有感情地朗读。

先让学生自己悟读，再点名读并评议，接着集体读，最后男、
女生比赛读。

（4）背诵诗歌。

自己试背，同桌互背，集体背诵。

四、拓展延伸,迁移练笔

2．学生练笔，展示交流。（把优秀作品张贴在黑板上）

3．背诵诗歌，深化感情。

五、拓展思路

1．除了本诗外，你还搜集到了哪些思念亲人的诗？（教师引
导学生阅读、交流搜集到的诗歌，留意诗歌间的内在联系，
使学生能更深地理解古诗）

2．课后练习。

（1）把自己搜集的古诗背熟。

（2）自主把自己搜集到的任意一首古诗改写成记叙文。

（3）办一期思乡、思亲为主题的古诗手抄报。（小组合作）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评课优缺点及建议篇五

读完了这首诗，我掩卷沉思；愿天下所有的游子能和家人早
日相聚，共享团圆。此诗因重阳节思念家乡的亲人而作。李
白独自在异乡闯荡，每到过节时就会思念自己的家人，知道
家人登上高处插上茱萸作重阳节纪念时，少了一人来参加。
（登高：阴历九月九日重阳节，民间有登高避邪的习俗。茱
萸：一种香气浓烈的植物，传说重阳节扎茱萸袋，登高饮菊
花酒，可避灾。）现在独自流落他乡，长做异地之客，每逢
佳节良辰，就越发思念眷亲。遥想今日重阳，家人又在登高，
他们佩带茱萸，发觉少我一人。我十分思念家人。

重阳节，我们一般到爷爷奶奶家过。但今年我没有回老家，
重阳节虽然不是特别大的节日，但是我此时身在他乡，现在
我也逐渐明白了就是思念远方的亲人的感觉。这让我想起了
王维的“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的千古名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