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诗三首暮江吟教学设计(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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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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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诗三首暮江吟教学设计篇一

半江瑟瑟半江红。

可怜九月初三夜，

露似真珠月似弓。

题解

这是一首很有名的七言绝句。其写作时间，有人认为是元和
十一年（816）至元和十三年（818）白居易任江州司马时，
有人认为是长庆二年（822）白居易在赴杭州任刺史的途中写
的。诗中之江，或谓长江，或谓长安东南之曲江。如果是指
曲江，则应作于长安。现在已经难以确考。

句解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一道西下的夕阳，铺映在江水之中；阳光照射下，江面上波
光粼粼，一半呈现出深深的碧色，一半呈现出红色。这两句
写太阳落山前的江上景色，就像一幅油画。前一句中
的“铺”字用得高妙，不仅形象地表现了太阳接近地平线时
斜射在水面上的状态，而且写出了秋天夕阳的柔和，显得很
平缓，给人以亲切、安闲的感觉。后一句抓住残阳照射下江
中细波粼粼、光色瞬息呈现出的两种颜色变化：受光多的部



分，呈现一片反射着阳光的红色；受光少的地方，呈现出江
水本身的深碧色。“瑟瑟”，本来是珍宝名，其色碧，故影指
“碧”字。这里形容背阴处江水的碧绿色。

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

更让人怜爱的，是九月初三凉露下降的月夜；滴滴清露就像
粒粒珍珠，一弯新月仿佛一张精巧的弓。这两句写九月初三
新月初升的夜景。诗人流连忘返，直到新月初上，凉露下降。
此时风光，犹如一幅精描细绘的工笔画。用“真珠”比喻露
珠，不仅形象地道出其圆润，而且写出了在新月的清辉下露
珠闪烁的光泽。

由描绘一江暮色，到赞美月露，中间似乎少了时间上的衔接，
而“九月初三夜”的“夜”无形中把时间连接起来。它上
与“暮”接，下与“露”、“月”相连，这就意味着诗人从
黄昏时起，一直玩赏到月上露下，蕴含着他对大自然的喜悦、
热爱之情。“可怜”，可爱。“真珠”，即珍珠。

评解

古诗三首暮江吟教学设计篇二

今天,我上第四课《古诗两首》,我像以往一样在理解诗的字,
词,句上作了准备.在教学《暮江吟》时,当学生自读古诗说
了"暮","吟","残阳"的意思之后,要来说说重难点字"瑟瑟"的
意思了,哪知道一个成绩不错的同学迫不及待地想说了:

生:江面上有些颜色是红彤彤的,有些是深颜色的,因为江两岸
的树木倒映有水中加上水里面水草的颜色,颜色深一些.

师:刚好是半江红彤彤,半江深颜色吗

生:不是的,诗上说说的,真正的是不一定的.



师:那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半江……半江……

生:是为了读起来好听.

师: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江面上那感觉是怎样的

生:被夕阳照到的水面波光粼粼,霞光倒映在水中是那么漂亮,
有的

像……有的像……

生:还有一些江面,颜色会变,夕阳西下了,刚才还是紫红的,现
在冷下来了.

我在课堂上很惊讶,惊讶四年级学生有如此的想象力,我为之
兴奋,但我马上冷静下来,在接下去两句诗的理解上,我马上转
换了方法,顺势利导,问学生,诗人除了看到这些如此美丽的景
象外,还看到了些什么同学们很自然而然地去轻声念了那剩下
的两句古诗,说出了大致的诗中描述的景象,在大概理解了这
两句诗的意思之后,我问学生"可怜"是真的可怜吗很多学生来
不及举手就说,"是可爱",因为看到了这么美,有趣的景象,诗
人觉得很可爱.重难点字的意思在这样的学习氛围中,学生没
有看注解自然而然得体会到了. 这样一节课下来,我豁然开朗,
仿佛被学生点通了,感觉到教学古诗用得着那么"谨慎"吗 "
诗"本来就是充满灵性的,有了那么一种心情,诗人才会有感而
发,有感而发时,他也不会去想那么多有关一字一词该是什么
意思我们每个人在读诗时,体会到的肯定有所不同,也不可能
一模一样.在现实生活中,你碰到了一首诗,难道有可能随手拿
起来查字典,带点字该是什么意思吗再说了古诗中重难点字的
意思很有可能在这是这个意思,到了那又是另外的意思,它是
随着具体情境来定的.我觉得教学古诗,最重要的是要教他们
学会怎样进入诗境,用已知的去读懂更多不知的,想知的.而教
师真正要做的是怎样创造学习的氛围,而后相机引导.



古诗三首暮江吟教学设计篇三

教学目的：

1、学会本首诗的生字，理解诗句意思。

2、有感情地朗读，并能背诵。

3、培养学生对诗的感悟及想象诗中所描绘画面的能力，体会
诗歌表达的思想感情。

教学重点：

体会诗歌的意境及作者的思想感情。

教学难点：

理解作者通过一时一物的吟咏，在一笑一吟中表现愉快的心
情。

教学准备：

教学挂图 教学过程：

一、 总结学习方法，引导自学

1、上节课，我们学习《枫桥夜泊》，采用什么学习方法？

（1）理解每句诗的意思，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2）抓住这首诗的重点词、句，理解诗的内容，体会感情。

2、引导自学，这节课我们也用上节课学的学习方法学习这首
诗。（出示课题《暮江吟》）



3、提出自学要求：小组合作学习，把不懂的地方画上记号。

二、汇报自学情况。

1、小组汇报从这首诗中懂得哪些内容。

2、提出不懂的地方。

3、师引导讨论：

（1）这首诗写的是什么时候的景色？描绘一幅什么样的画面？

（2）哪些词用得好？为什么？

（3）作者抓住哪个中心词来描绘？

（4）从这首诗，你体会到作者怎样的感情？

4、小组讨论，交流。

三、指导朗读，体会感情。

1、自己练习有感情地朗读诗句，一边读一边在头脑中出现画
面。

2、指名朗读，说说为什么这么读？

3、指导朗读： “一道残阳铺水中”要读得平缓、轻
柔；“瑟瑟”和“红”拉长语调，显示颜色的奇特；“可怜
九月初三月，露似真珠月似弓”要读出赞美喜爱之情。

4、各小组练习朗读，全班评议。

5、背诵这首诗。



四、补充画面，理解意境。

2、你能否画出“可怜九月初三月，露似真珠月似弓”的画面？
试试看，把它画下来吧！

3 学生作画。

4、评比点评。

五、体会学法

六、拓展活动，启发想象

1、 把这首诗默写下来。

2、 选择自己最喜欢的诗句，想象画面，把想到的内容画下
来，可以在诗句意思的基础上丰富内容。

板书设计

暮江吟

日暮 残阳 江水

愉悦

夜晚 露水 新月

心情

古诗三首暮江吟教学设计篇四

一、复习导入  

师：我们已经学习了很多古诗，还记得吗？谁能背一背给同



学们听听？

学生背。（略）

师：学过的诗都记住了，很好。我国古代出了许多诗人，他
们写了很多诗，这些诗有很美的意境，今天，我们再来学一
首新诗。（板题）

二、理解诗意

1.读正确、流利。

师：这首诗是唐朝诗人白居易写的。诗中只有一个生字，请
同学们学会这个生字后，再试着朗读这首诗，注意读准字音。

生自由读，指名读，直到读流利。

2.理解诗句。

师：自由读读这首诗，看看这首诗是写什么的？你有哪些地
方读不懂。

生提出不理解的词：吟、铺、残阳、瑟瑟、可怜等。

师：谁会解释这些词？动动脑筋，看看课本中的插图，试着
理解前两句意思。

学生根据图，理解了残阳（夕阳〕，铺（照），瑟瑟（碧绿
色）。师画图，让学生标出“瑟瑟”和“红”。

师：后两句诗的意思你们理解吗？谁能把它的意思画出来？

师：看看这景色美不美呀，你们猜一猜“可怜”是什么意思？

生：我猜可能是“可爱”的意思。



师：正确。知道了“可怜”是“可爱”的意思，谁能说出诗
句的意思？

生说诗意，师相机指导理解“半”，“半”在这里，不是确
指。

三、想象悟情

师：欣赏古诗重要的是要进入诗的意境，感悟诗人的感情。
（范读）

生：在江边，傍晚到夜里在江边吟的。

师：说得好。（师勾勒诗人立于江边的简笔画，边画边叙述）
一个秋天的傍晚，诗人来到江边（投影：

诗中景色图），看到什么？想到什么？看看图，想想看。

师：随着音乐提示，诗人站在江岸上，只见夕阳……江
水……这些美丽的图画你想象到了吗？（自由说，指名说）

师：请一位同学上来模仿诗人，把看到的美景说一说。

（指名读，师相机指导）

师：景色这么美，你看到后会说什么？

生：……

（用简笔画把学生带入当时当地的氛围中，同时用音乐渲染
情境。此时，教师用语言加以描述，帮助学生再现当时的景
色，体会诗人的情感，也可以用表演进一步体会情境。这样
加深学生对诗句的理解，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陶冶学生的审美情趣。）



四、感情朗读

（生自由读，指名读）

师：这么好的诗应该背下来。大家试着读读背背。

（生自由读背，指名背）

五、练习巩固

1.默写这首诗。

2.以《暮江美景》为题展开想象，写下诗中美丽的景色。

古诗三首暮江吟教学设计篇五

《暮江吟》一课是北师大版第七册第二单元的一篇讲读课文。
诗中选取了日落西沉到新日东升这段时间里的两组景物进行
描写，表达了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从侧面反映了诗人
离开朝廷后轻松愉快的心情。本诗语言准确、生动、意境和
谐宁静，是优秀诗作之典范。教学本课我主要按以下步骤进
行：

一、背诗导入，读得流利。

1、出示古诗。

2、初读正音。

3、比赛背诗。

4、检查背诵情况。

5、学生自评。



二、自学古诗，读出感情。

1、回忆学法。

解题－明意－悟情－赏析

2、小组合作学习古诗。

3、闯关摘星－反馈自学情况。

4、评选最佳小组。

5、学生朗读，读出感情。

6、多形式朗读并评价。

7、学生想想如何读出韵味。

三、想象入境，读出韵味。

1、教师配乐朗诵，学生闭目想象。

2、再现画面。

3、学生入境诵读。

4、多形式表情诵读，读中评价。

四、知识拓展，延伸学习。

1、交流资料。

2、力求把白居易一首课外古诗背出韵味。

五、布置作业。



1、必做题：抄课后生字及古诗。

2、选做题：（1）想象作画。（2）改成写景文章。（3）模
仿作诗。

反思整个教学过程，我觉得主要成功之处体现为以下几点：

一、创设了民主、平等的教学氛围 。

21 世纪的教育是关爱学生生命发展，弘扬学生灵性的教育。
每个学生的智力、性格、爱好、情趣不相同，语文教学要尊
重学生、关爱学生，为他们营造平等、民主的学习氛围，为
他们创造个性自由发展的空间。《新课标》也指出：“语文
教学应在师生平等的对话中进行。”由此可见，传统的师生
关系已不能适应现代教育的需要。因此，教师必须转变观念，
变居高者为平等中的首席，关注、尊重每一位学生，为他们
创设平等、自由的学习氛围。在教学本课时，我始终将自己
当作一名合作者参与教学的全过程。在发现学生的朗读不到
位时，我并不是机械地让学生停下来听教师朗读，而是亲切
地询问学生：“听了你们热情洋溢的吟诵，我也激qing涌动，
能给老师一个尝试的机会吗？”同学们听了这么亲切的话语，
情绪激动，都不约而同地表示赞成，听起教师的吟诵也尤为
专注。这样轻松、自由的氛围，不仅有利于学生的倾听学习，
也有利于学生情感的激发，且为学生的再次朗读作了铺垫。
在教师范读后，我又让学生来点评，学生感到自己倍受尊重，
纷纷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不管是赞赏还是批评，学生均在
自由轻松的点评中得到了提高。

二、 让自主、合作探究进课堂 。

《新课标》指出：“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语文课程必
须根据学生身心发展和语文学习的特点，关注学生的个体差
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爱护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充分激
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



方式。”在教学《暮江吟》一课时，我始终遵循“新课标”
精神，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学生的不同需求，为他们创造
许多自主选择的机会，激发他们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上
课伊始，我以背诗比赛导入，让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记忆方
法进行背诵；课中，在学生自学古诗时，我并不要求学生都
按以往的方法学习，而是让学生自主选择，用怎样的方法能
学得好就用怎样的方法学习；课终，作业的布置，我设计了
必做题和选做题：（1）想象作画；（2）模仿作诗；（3）改
为写景的现代文；（4）自己设计。学生可据自己的水平及爱
好兴趣完成适合自己的作业。此外，我还十分重视学生的合
作学习。在教学古诗时，我并不是以灌输式教学将知识硬塞
给学生的，而是在学生充分自学的基础上，让学生进行小组
合作学习，即借助课后注释及工具书，通过互相启发、互相
帮助,让学生自己理解诗意、领悟诗情；在拓展延伸时，我再
次安排让学生合作，通过交流课外资料，学生获取了对方的
信息，汲取了对方的精华，拓展视野，达到了共同提高的目
的。我在学生的合作过程中合理地引导、调控，使得合作有
序、到位。

三、采用了激励性评价。

德国教育学家第斯多德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领，
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这就要求教师在对学生进行评
价时应采用鼓励性评价，以他们的优点为支撑，激发他们的
自信。当学生的思维擦出创造性火花时给予及时的表扬；当
学生的回答不尽人意时给予及时的引导与帮助，鼓励他们继
续努力。教学《暮江吟》时，我都采用激励、鞭策的语言进
行评价。在听到优生充满激qing的吟诵时，我倍感欣慰，给
予了热情的赞赏；在听到差生平淡、生硬的朗读时，我也不
批评、指责，而是表扬他们能积极参与便是可贵的，并鼓励
他们加强训练，争取进步。不过，评价作为一项活动，并不
是教师独揽的。在这节课里,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也参与了
评价。作为教师我还进行了正确引导，除了教育他们要客观
地评价外，还引导他们要学会发现别人的优点，给予鼓励性



的评价。从而，懂得欣赏他人、善待他人。

这样，教师和学生都采用了鼓励性评价，在师生互评、学生
互评、学生自评的过程中，共同营造了一种充满人文的评价
氛围，促进了师生的共同发展。

四、课堂充满了琅琅书声。

《新课标》指出：“各个学段的阅读教学都要重视朗读和默
读。”“……有些课文应要求学生诵读，利于积累、体验，
培养语感。”可惜，在以往的教学中，我总怕学生理解得不
深不透，将大量时间花在讲解、分析上，夺去了学生自己感
悟语言、积累语言的机会。从而，使文质优美的文章变得干
巴巴的，美感削弱了，情趣淡漠了，魅力丢失了。学生学起
文章来也觉得索然无味。在教学《暮江吟》一课时，我一改
以往的做法，遵循以读为本的原则，将整节课设计为三个层
次的读：比赛背诗--读得流利；自学古诗--读出感情；想象
入境--读出韵味。在具体的教学中，我将小组读、个别读、
范读、集体读等多种形式的读穿插进行,并留给学生大量读的
时间，让学生在反复吟诵中，感受了诗歌的节奏美、韵律美，
意境美，同时激起了学生情感的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