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乞巧教学设计(大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
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乞巧教学设计篇一

教学目的：

1.会认4个生字，会写8个生字。

2.背诵两首诗，体会诗中丰富的想象。

3.能用自己的话讲讲牛郎织女和嫦娥奔月的故事。

教学重点：

背诵两首诗，体会诗中丰富的想象。

教学难点：

能用自己的话讲讲牛郎织女和嫦娥奔月的故事。

教学准备：

挂图、卡片

教学课时：

2课时



【第一课时】

教师活动学生活动意图时间

一、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出示图片，播放优美的音乐，教师朗诵古诗。看着美丽的画
面，听着优美的音乐欣赏古诗朗诵。引导学生进入情境，激
发学习兴趣。

5分

二、复习古诗，欣赏评价。

师：你学过哪首古诗，给我们朗诵一首让大家欣赏。

1.朗诵自己学过的古诗。

2.互相评议谁朗诵得最美。复习学过的古诗，和朗诵方法。

三、读中识字，准确朗读。

师：同学们你们知道吗，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为了表达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创编了许多美好的神话故事，这些故事流传至
今，仍深受人们的喜爱。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两首新的古诗，
就反映了两个美好的故事。1.学生跟随老师一起查字典学习
生字。

2.学生把生字的部首和意思及音节写下来。3.学生跟随老师
朗读两首古诗。

4.学生自己读两首古诗。

学习利用字典学习生字的方法。准确朗读古诗。



四、学中教法，用法自学。

带领学生学习第一首诗歌。通过看注释、查字典等方法理
解“碧宵、乞巧、几万条”等词汇理解前两句诗句的意
思。1.学生按照老师教的方法，小组学习第一首诗歌的后两
句诗句的意思。

2.小组学习后在班上讨论。

3.学生在老师的点拨下，把后两句诗句的意思表达出来。

学习学习古诗的基本方法。

五、配图想象，加深理解。

老师把语文书为古诗“乞巧”配的插图展现在大屏幕上，配
有音乐朗诵“乞巧”这首诗。1.学生想象诗句所描写的景象。

2.用自己的话把诗句描写的景象说出来。

培养想象能力。理解作者的情感。

【第二课时】

教师活动学生活动意图时间

一、检查已学，激发兴趣。

师：同学们，我们比一比，看谁把《乞巧》这首诗讲得清楚，
背得有感情，画的有创意。1.学生现在小组里比赛。

2.小组推荐一人在班上展示。

3.大家评议。



互相启发、促进，激发学习兴趣。

二、学中教法，用法自学。

1.带领学生学习《嫦娥》这首诗的前两句诗句的意思。

2.你能不能自己学习翻译后两句诗句的意思。1、学生在学习
小组里学习《嫦娥》这首诗的后两句诗句的意思。

2、小组学习后在班上讨论，老师点拨。

3.自学后两句诗句的意思。

复习学习古诗的方法，自主学习古诗。

三、总结方法，感情朗读。

师：今天我们学习了《乞巧》这首诗。老师觉得大家朗诵得
很好。这首诗应该怎样朗诵，才能读出古诗的韵味来呢？谁
来给大家总结一下。

1.学生结合老师是怎样带领学生朗读的，思考朗读古诗的方
法。

2.总结出：前四个子与后三个字之间有短暂的停顿。第五个
字加重语气等。

3.学生朗诵练习，互相评议。

学习朗诵古诗的基本方法。并且朗诵《嫦娥》这首诗。

四、读诗配画，加深理解。

老师播放音乐。鼓励学生根据自己对《嫦娥》这首诗诗句的
理解画一幅画。1.学生在学习小组里互相合作画画，根据图



画把诗句的意思表达出来。

2.同学之间互相评价，老师点拨。

理解诗句意思和作者的情感。

乞巧教学设计篇二

教学目标：

1、学会“乞、巧、霄、渡”四个生字，体会“字形字义相联
系区别同音字、形近字”的方法。

2、理解《乞巧》这首诗诗句的意思，渗透“利用注释，抓重
点词语，通过故事，背景资料袋”等读懂诗句的重要方法。

3、讲民间传说牛郎织女的故事，了解乞巧节的来历和民风民
俗，体会诗中丰富的想象，感受诗歌蕴涵的丰富民间文化的
魅力。

4、有感情地朗读古诗，并且背诵。

教学重点：

朗诵背诵本诗，理解诗意，体悟诗情。

教学难点：

理解诗歌的含义，了解古诗中的传统文化，体会诗中丰富的
想象。

课前准备：

学生预习《乞巧》这首诗，了解牛郎织女的故事。



教学过程：

课前交流，依次播放，你们能猜出来是那些神话吗？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是牛郎织女的故事，谁能用简洁的话给
大家讲讲这个故事呢？

是呀，一对恩爱的有情人就这样被狠心的王母娘娘拆散了，
不过最后也正是因为他们的痴情感动了王母娘娘，才允许她
们在每年的七月初七这天见上一面。

一、开课解题

1、刚才咱们交流了牛郎织女的故事，现在就让我们伴随着着
动人的传说，走进唐代诗人林杰的《乞巧》。

请大家举起右手，跟老师一起写诗题。

2、乞的最后一笔是——横折弯钩，特别传神，请仔细观察，
你想到了什么？

它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乞的意思——向人讨，乞求，有些汉
字我们可以观其形知其意，这是理解字意的一个好方法。

3、那谁来说说诗题乞巧是什么意思呢？你是从哪里知道的呢？
你真会学习，利用注释，是我们学习诗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好方法。是的，乞巧节就是七夕，也称为女儿节、少女节。

二、读诗

1、那么，在七夕这天，天上人间是怎样的一幅画面呢？请同
学们把书放到112面，大声自由地读一读，注意读准字音，读
通诗句。

2、抽查，师相机评价。诗要读的字正腔圆，他还和音乐一样



也是有节奏的，再来练练，读出诗的节奏来。

3、好，谁来读一读，读出节奏，同学们仔细听，他是在哪里
停顿的？

5、现在我们师生合作读，（变色）老师来读诗题和红色的字，
你们读后面蓝色的字。

再交换方式读。

6、现在，老师读课题，你们读全诗。

三、理解第一句

很好，你发现了形声字的规律，肖表示它们的读音，知道宝
盖头和雨字头代表什么意思吗？

宝盖头很像是屋顶，代表房屋，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晚
上要回到家里睡觉，这个宵就是夜晚的意思；诗中的今宵就
是——；雨字头一般和天空有关，霄就是指天空。

3、两个宵霄的意思弄明白了，现在可以给下面的词找朋友吗？
交流。

4、七夕这天夜晚，人们仰望天空，那怎样的天空被称为碧霄
呢？碧霄让我们想到了哪些词语？（你能给大家描述一下
吗？）

四、第二句诗句

2、在这一句中，有个生字要大家注意，渡，怎样理解？渡河，
所以渡要有三点水，而没有三点水的度一般指时间上的过去，
比如度假、欢度佳节，度过一段时光。

4、他们一个在（西），一个在（东），只有在七夕这天晚上，



他们才能在天上相会，（师板书天上相会），可是银河是那
样的波涛汹涌，他们如何相会呀？原来是成千上万的喜鹊为
他们搭桥牵线呢，这就是鹊桥。于是诗人写到——牵牛织女
渡河桥。

5、是呀，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夜晚，牛郎织女一家终于团聚了，
此情此景，你的心情怎样？请带着你的感受读读。

五、三四两句

1、那一夜的天空充满神话色彩，牛郎织女在尽情地向对方诉
说着相思之苦，而人间的女子又在做什么呢？学生自由读三
四句。

指名回答，相机板书人间乞巧。

2、他们向谁乞巧呢？

3、织女，是天上纺织的能手，传说天上美丽灿烂的云霞都是
她织成的呢。织女是那样的心灵手巧，人间的女子多么渴望
像织女那样拥有一双巧手啊，因为有了一双巧手就可以——
生交流。

4、少女们是用什么方式向织女乞巧的呢？资料袋。生读。

5、这里，老师也搜集了一些乞巧节的方式，我们一起来欣赏。

用红线穿九孔针是最普遍的方式。在那一天，上至达官贵人
的深宅大院，下至平民百姓的农家小院，不管哪一家的少女，
家家都在——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甚至连皇宫也
不例外，据说，每年的七夕节，唐玄宗就命人在宫中搭建百
尺高的乞巧楼，让宫中女子登楼乞巧，难怪唐朝诗人崔颢曾
这样赞叹“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夜持针线。”读这是怎
样的盛况啊，让咱们一起加入到乞巧的人群中去，眼望着浩



瀚的银河和皎洁的弯月，你想乞得什么？交流。

6、这正如古代民间的《乞巧歌》所唱的那样读——

7、这么多美好的愿望要实现，穿一根红丝线够吗？三根五根
够吗？一百根一千根够吗？所以才要（穿尽红丝几万条）

这几万条的红丝都要被少女们穿尽了，可见她们的愿望是多
么强烈啊，谁来试着读读这一句？（指名读书）我觉得你表
达的还不够强烈。这么多红线都要被少女们穿完了呀，“几
万条”要读得慢一些，谁再来试试？（指名读，齐读）

六、回归全诗，再读，再写

1、和着这优美的音乐，让我们一起走进时光隧道回到千年以
前的唐朝。一年一度的七夕终于到了，夜色好美呀，诗人和
人们一起仰望这浩瀚无际的青天，禁不住吟出——七夕今宵
是碧霄；今天的日子有什么特别吗。哦，原来是分隔了整整
一年的牛郎织女相聚的日子，善良的喜鹊也来为他们塔桥成
全他们的相会了，这正是——牵牛织女渡河桥；他们的故事
感动了无数人，织女的一双巧手更是令少女们羡慕不已，于
是所有的少女都在这一天对月乞求，这便是——家家乞巧望
秋月。是啊，可织女离他们太远了，听不见她们的说话，少
女们只能把这么美好的愿望寄托在穿针引线之中，于是才
要——穿尽红丝几万条。回归整体，齐读古诗。

2、从古到今，还有很多关于七夕的诗歌，我们来读读？

出示诗人关于七夕的诗句。

3、绚丽的夜空，动人的故事，浪漫的企盼，区区二十八个字
却给我们营造出了一个怎样的夜，一个怎样的天上人间！带
着这些美好的感受再次读诗。



七、作业

把牛郎织女的故事和七夕节的风俗讲给家人或朋友听。

乞巧教学设计篇三

1、有感情的朗读古诗

2、培养学生古诗画面想象的能力

难点:描述画面的能力

一、导入：创设情境

师：同学们看我们的教室跟之前有什么不同？

在此之前，老师想跟大家过一招！看到这幅画你会想到哪首
诗？《清明》

看到这幅画面，让你不禁想起——《元日》这幅画面
呢？——《九月九月忆山东兄弟》

读着读着文字，这些传统节日的画面仿佛在我们眼前一一浮
现，多么神奇！

你知道这种学习古诗的方法叫什么吗？（板书：画面想象）

三、乞巧的故事

师：同学的你的知道气巧的意思吗？

生：乞巧又名七夕，向织女乞取智巧（向织女乞求一双巧手
的意思）

师：你是怎么知道的？



生：看注释，查资料袋（板书：看注释、资料袋）

师：是的，这也是我们学习古诗的一种方法。

四、看资料袋

师：那你们通过查资料袋的学习方法，你们知道哪些关于乞
巧的习俗吗？

1、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读的有节奏、音韵感（形成一定的节拍感和音乐性）

3、语言的强弱，语言的长短（重读、轻读）（快读、慢读）

六、通诗意

读了这么多遍，同学们心中有没有浮现出什么画面呢，谁来
说一说？“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你看到了什
么？你们能给这句诗的画面题个名字吗？“家家乞巧望秋月，
穿尽红丝几万条”这句诗你看到什么？说说诗句的意思。

七、想象画面

请一二组同学用笔写第一幅画面，三四组同学写第二幅画面。
最后我们比一比谁的画面写的最美！

八、诗意配诗句读

那这首诗，给我们传达出一种怎样的情感呢？过节的喜悦，
追求幸福的美好祝愿

九、拓展古诗

理解体味《秋夕》描绘了一幅怎样的画面，传达出一种怎样



的心情？失意宫女孤独的生活和苦闷、凄凉的心境。

十、结尾

中国三千年诗韵如歌，它用极简短的字眼，却表达出了无穷
的含义。希望同学的在今后的学习中，要多读、多运用画面
想象这一学习方法，去感悟诗词之美。

乞巧教学设计篇四

1.课件出示：浩瀚的夜空……

配乐，师讲述。

板书：乞巧

2.师边写边提示（两个第三声的字连在一齐，前面的字要读
成第二声。再读一遍。）

3.生齐读。

4.同学们你们明白乞巧的意思？

你是怎样明白的？

二、品读涵咏、渐入古诗意境

(一)初读古诗

乞巧教学设计篇五

《乞巧》是人教社课标版第六册第八组的一篇精读课文。这
组教材围绕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这一主题来编排的。《乞巧》
是唐代诗人林杰描述民间七夕乞巧盛况的古诗。农历七月初



七夜晚，俗称“七夕”，又称“女儿节”“少女节”。是传
说中隔着“天河”的牛郎和织女在鹊桥上相会的日子。过去，
七夕的民间活动主要是乞巧，所谓乞巧，就是向织女乞求一
双巧手的意思。乞巧最普遍的方式是对月穿针，如果线从针
孔穿过，就叫得巧。这一习俗唐宋最盛。

[设计理念]

借助古诗这一教学素材，透过“读、写、议、想、说”等灵
活多变且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实现师生互动及生生互动，
并恰当地运用多媒体课件激发情趣，拓展思维，从而突现学
生主体作用，使学生主动探求知识，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
而古诗教学中把学生带入古诗境界，有滋有味地朗读是教学
的重点和难点。教师创设情境，激发兴趣，尊重学生的独特
感悟，提升学生的整体素养。

[教学目标]

1、学会“乞、巧、霄、渡”四个生字。

2、有感情地诵读这首古诗，体会诗中丰富的想象。

3、讲讲民间传说牛郎织女的故事，了解有关乞巧节的民风民
俗。

[课前准备]

1、教学课件：乞巧图片、古典音乐。

2、牛郎织女的故事。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



二、初读自悟

1、揭示课题；

2、简介作者；

3、学生自读诗句；

4、学习生字“乞”“巧”“宵”“霄”；

5、一边读一边想，也能够小组进行讨论，看看自己能明白古
诗的意思吗？弄不明白的地方，做上记号，等全班学习时再
来解决！

三、品读鉴赏

1、透过你们的合作学习，我相信你们对这首古诗有个大概的
了解，请同学们自由读诗歌第一和第二行，想一想你能读懂
什么？（生自由读诗）（相机理解“七夕”“碧霄”）

2、要理解“牵牛织女渡河桥”的意思，得先了解我国古代四
大民间神话之一的牛郎织女的故事。同学们在课前是不是认
真地阅读了老师发的故事资料呀！那我考考你们，牛郎织女
每年在什么时候才能相聚一次呢？（每年的七月初七）

好的，谁能简单的介绍一下织女？

5、原先古时候的姑娘们每年都在牛郎织女相聚的这一天，在
人间向织女乞巧。渐渐地便有了这样一个节日——乞巧节。
乞巧节是人们十分喜欢的一个节日。

6、假如渡过河桥的织女的两个孩子想请你把人间姑娘们乞巧
的情景画一幅画送给他们，你会画上一些什么呢？（学生自
由说）说中体会“家家”、“穿尽”、“几万条”、动
作“望秋月”



a、你怎样明白人很多？读出诗句。（家家乞巧望秋月）是啊，
每家的少女们都在望着月亮，乞取智巧，瞧，在小院里，在
家门口，在……（指学生说，在田野，在山坡，在河边，在
花园……）在所有能够看到月亮的地方，少女们都在穿红丝
线，哪怕夜深了，她们还在不停地穿，为什么啊？（他们乞
求能像织女一样心灵手巧）

b、她们穿了多少条呢？（几万条）真的有几万条吗？（没有）
那是多少条？（很多很多）什么多？（红丝多）在第四行里，
还有哪个字能够看出少女们穿的红丝很多呢？（穿尽）

7、数不清的红丝都穿完了，可见少女们乞取智巧、追求幸福
的愿望是多么强烈而完美啊！诗人林杰不由自主地发出感慨：
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请同学们放声朗读吧！
（指名读，齐读）

四、熟读成诵

1、诗人林杰写下《乞巧》这首古诗，表现人间少女们乞取智
巧的热烈场面，我被姑娘们追求幸福的完美心愿深深地感动
了，我很想读读这首诗。（配乐朗诵）请同学们也在音乐里
自由的朗诵吧！

2、刚才我看见有的同学在读的时候都已经闭上眼睛，仿佛沉
醉在诗情画意中。我想，他必须是背出来了？你们能背吗？
一齐背吧！（学生齐背）

五、体验升华

2、那古代到底是怎样的节日景象呢？我那里有一组再现古代
乞巧场面的镜头，请欣赏。乞巧场面欣赏。（配文）

3、请同学们坐端正，闭上眼睛，默默地在音乐里背着古诗，
静静地在心里为亲人、为同学、为老师、为朋友乞愿吧！



（音乐）

4、看着同学们专注的神情，我仿佛听到了你们心灵的话语，
我相信你们的愿望必须会变为现实，因为精诚所至，金石为
开。祝福他人幸福的人，自己同样能得到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