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池上古诗教案大班(模板7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怎样写
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那么下面
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

池上古诗教案大班篇一

池上

作者：郑谷朝代：唐体裁：五律池榭惬幽独，狂吟学解嘲。
露荷香自在，风竹冷相敲。

丧志嫌孤宦，忘机爱澹交。仙山如有分，必拟访三茅。

池上竹,池上竹杨巨源,池上竹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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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上古诗教案大班篇二

池上醉歌

作者：陆游朝代：南宋我欲筑化人中天之台，下视四海皆飞
埃；又欲造方士入海之舟，破浪万里求蓬莱。

取日挂向扶桑枝，留春挽回北斗魁。

横笛三尺作龙吟，腰鼓百面声转雷。

饮如长鲸海可竭，玉山不倒高崔嵬。

半酣脱帻发尚绿，壮心未肯成低摧。

我妓今朝如花月，古人白骨生苍苔；後当视今如视古，对酒
惜醉何为哉？

池上古诗教案大班篇三

池上双凫二首

作者：吴融朝代：唐体裁：七律碧池悠漾小凫雏，两两依依
只自娱。钓艇忽移还散去，

寒鸱有意即相呼。可怜翡翠归云髻，莫羡鸳鸯入画图。

幸是羽毛无取处，一生安稳老菰蒲。

双凫狎得傍池台，戏藻衔蒲远又回。敢为稻粱凌险去，

幸无鹰隼触波来。万丝春雨眠时乱，一片浓萍浴处开。

不在笼栏夜仍好，月汀星沼剩裴回。



池上古诗教案大班篇四

池上，是一个安静祥和的地方，有一片宁静的湖泊和蜿蜒的
小道。有的人只是路过这里，而有的人则把它当成了一个让
自己感到平静、舒适的家。在这里生活了一段时间，我深深
感受到了它的魅力。在这里，我学到了不少的人生经验和哲
理，也有了很多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池上的自然之美

池上的自然之美是我最深刻的感受之一。这里有着宁静的湖
泊和优美的山峦，在朝霞和夕阳的映衬下，会呈现出迷人的
美景。每个季节，都能看到不同的景色，春天有满山的繁花，
夏天有碧绿的草地，秋天有红黄相间的枫叶，冬天则是银装
素裹的世界。这样的自然之美，让我觉得生命无处不在，同
时也让我更加珍惜这个世界，尊重自然，学会平衡。

第二段：池上的人文气息

池上的人民淳朴友善，这也是我喜欢池上的原因之一。在这
里，大家都彼此认识，互相称呼，互相帮助。假如你有困难，
随便向路人求助，总是会得到帮助的。这种人文气息是一种
难得的财富。我不断感受到这种人性的温暖，也学会了如何
更好地和人相处，感恩爱人。

第三段：池上的文化底蕴

池上古老的社区和文化，让我开阔了眼界，也让我更深入地
了解国家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在这里，不断有文化节日，有
歌舞、戏曲和花车节。特别是清明节的祭祖大典，能够感受
到深厚的文化传承。在这里，不仅是宗教信仰，还有着尊重
祖先、珍惜传统的教育，让我明白了我们要坚守初心，寻找
自我。



第四段：池上的社会生态

在池上，我看到了美好的社会生态。这里的街道干净舒适，
市场管理井井有系统，老旧的房子得到了修复改建，这都是
因为大家互相尊重、遵守规则。人们也能够团结一致，共同
面对挑战和困难，池上的社会和谐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在这
里，我感受到了社会责任和担当的重要性，学会了独立思考
和行动。

第五段：池上的生活哲学

在这里，我学到了生活哲学。池上人有“守中有度”的习惯
和生活方式，即适度而为，不过分追求。学会欣赏和享受现
有的一切，温和而平和地走过人生。在这里，我听到
了“静”的声音，它能够帮助人们清理杂念，放松身心，拨
开心中的浊流。在池上这种宁静和舒适的环境中，可以让自
己从纷乱无常的世界中摆脱出来，静心思考和发现真理。

总结：

池上，它不仅仅是一个物理上的地方，更是心灵的向往之所。
它代表了许多关于家和思想的东西，可以帮助我们面对挑战、
调整生活和冷静思考。池上，是一个可以让人们安心生活，
成就自我的地方。在这里，我思索着人生的意义，学习感悟，
尽情享受着平和、简朴而多彩的生活。池上，觉醒了我的思
想和人生的价值，成就了我内心深处的渴望。

池上古诗教案大班篇五

池上二首

作者：苏轼朝代：小池新凿会天雨，一部鼓吹竞卫础

有蟾正碧乱草色，时泅出没东南隈。



井干跳梁亦足乐，洞庭鱼龙何有哉。

能歌德声莫入月，清池与尔俱忘回。

不作太白梦日边，还同乐天赋池上。

池上新年有荷叶，细雨鱼儿{轻浪。

男儿学易不应举，幽人一友吾得尚。

此池便可当长江，欲榜茅斋来荡漾。

池上古诗教案大班篇六

池上，这个小镇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在这里，我感受
到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让我对自身的认知和未
来的规划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以下是我在池上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自然美与文化底蕴

池上镇是一个自然风光秀丽的地方。在池上，我看到了青山
绿水、飞瀑流泉，这里的自然美景令人陶醉。而在这自然美
的背景下，池上还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例如，这里有
着“池上踊り”这一传统的日本舞蹈，这一舞蹈是镇上年轻
人们一年一度的文化盛事。我也有幸参与了其中，感受到了
其深厚的文化内涵。这也让我明白，自然美和文化底蕴是相
辅相成的。

第二段：生活与变革

在池上，我看到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这里的人们非常重视
工作和家庭，倡导“简单的生活、努力的工作”的理念。但
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到来，这里的生活也
面临着一些变革。例如，目前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去城



市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这也让我明白，生活是变化的，我
们需要不断适应和调整自己，才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第三段：互助与共享

在池上，我看到了当地人之间相互帮助和共享的精神。例如，
这里的村民往往会共同维护公共设施、参与社区活动。这种
互助和共享的精神也让我明白，一个社会的发展不仅取决于
个人的力量，也与社会的协作和互相帮助密不可分。

第四段：文化遗产与发展

在池上，我还看到了许多传统建筑和文化遗产。例如，这里
有着古老的土著居民遗址和神社。这些文化遗产给人带来了
历史的感悟和美的享受。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经济的发
展，这些文化遗产也需要不断发展和创新。例如，这里的传
统产业和手工艺品现在也在不断的发展和创新，以适应现代
的需求。这种发展和创新也让我明白，一个文化的发展需要
保留传统，也需要不断创新和发展。

第五段：对自我的认知

在池上，我还发现自己的一些不足之处。例如，我在这里发
现了自己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不足，也感悟到了自己的不足之
处。这种认知也让我明白，只有不断地学习和拓宽自己的视
野，才能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

总之，在池上的旅途中，我发现了自己的不足和局限。同时，
我也明白了生活是变化的，我们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人生观、
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并在这种变化中探索出更好的发展道路。

池上古诗教案大班篇七

我曾在一个夏日的早晨，在迎着初升的太阳的温暖中，登上



一座历史悠久的楼阁。这个楼阁名为池上楼，位于中国传统
文化名城扬州。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下我在登池上楼时的
心得体会。

首先，登上池上楼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它的庄严与底蕴。
楼阁内部古朴而典雅，墙上挂有历代名士的画像，让人感受
到深厚的文化底蕴。此外，在楼阁的顶层，还可以俯瞰整个
城市的美景。站在高处，我仿佛穿越时空，眺望着扬州这个
曾经辉煌的古城，沉浸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登上池上楼，让
我感受到了历史的庄严与底蕴，也让我对这座古城充满了好
奇和敬畏之情。

其次，登上池上楼给我的第二个感觉是内外结合、相互辉映。
池上楼的内部装饰风格典雅而温馨，处处都展示着中国传统
建筑的美。而楼外的景色同样美不胜收，底下的荷塘清香四
溢，远处的湖泊波光粼粼。站在池上楼上，我既可以近距离
观赏荷塘的美景，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又可以远眺湖泊的
辽阔与广袤，心灵得到了极大的放松与满足。登上池上楼，
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内外结合、相互辉映的美妙。

再次，登上池上楼给我留下了合作共赢的深刻印象。池上楼
是由扬州文化遗产修复公司和当地政府合作建设的，这种合
作共赢的模式在保护传统建筑文化的同时，也为当地创造了
就业机会，提升了城市的形象。登上池上楼，我感受到了这
种合作共赢带来的成果和收获。只有当各方共同努力，文化
遗产才能真正得到保护与传承，城市的发展才能健康持续。
登上池上楼，让我明白了合作共赢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最后，登上池上楼给我带来的最深刻的感受是对传统文化的
热爱与传承。池上楼是中国传统建筑与扬州园林相结合的瑰
宝，无论是建筑风格还是设计理念，都体现着中国古代建筑
的精髓与智慧。登上池上楼，我仿佛回到了过去的时空，感
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这种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传承，让
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与动力。登上池上楼，让我深深明白了



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和价值。

总结起来，登上池上楼是一次难忘的体验，它让我感受到了
历史的庄严与底蕴，体会到了内外结合、相互辉映的美妙，
明白了合作共赢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与传承。这次登池上楼的经历，让我更加热爱自己的国家和
文化，也让我更加珍惜和关心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我希
望更多的人能够来到池上楼，感受到这座古老楼阁带给我们
的启迪和思考，一起努力守护和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