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饮湖上初晴后雨教案设计一等奖
古诗两首望天门山饮湖上初晴后雨(通

用9篇)
高中教案的编写需要根据学科特点和教学目标，科学合理地
选择教学方法和手段。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和创造性，培养他们的综合素质。

饮湖上初晴后雨教案设计一等奖篇一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注释：

1、潋滟：波光闪动的样子。

2、空蒙：云雾迷茫的样子。

3、奇：奇妙。

4、西子：即西施，春秋时代越国著名的美女。

赏析：

这是一首赞美西湖美景的诗，写于诗人任杭州通判期间。原
作有两首，这是第二首。

首句“水光潋滟晴方好”描写西湖晴天的水光：在灿烂的阳
光照耀下，西湖水波荡漾，波光闪闪，十分美丽。次句“山
色空蒙雨亦奇”描写雨天的山色：在雨幕笼罩下，西湖周围
的群山，迷迷茫茫，若有若无，非常奇妙。从题目可以得知，



这一天诗人在西湖游宴，起初阳光明丽，后来下起了雨。在
善于领略自然美景的诗人眼中，西湖的晴姿雨态都是美好奇
妙的。“晴方好”“雨亦奇”，是诗人对西湖美景的'赞誉。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两句，诗人用一个奇
妙而又贴切的比喻，写出了西湖的神韵。诗人之所以拿西施
来比西湖，不仅是因为二者同在越地，同有一个“西”字，
同样具有婀娜多姿的阴柔之美，更主要的是她们都具有天然
美的姿质，不用借助外物，不必依靠人为的修饰，随时都能
展现美的风致。西施无论浓施粉黛还是淡描娥眉，总是风姿
绰约的;西湖不管晴姿雨态还是花朝月夕，都美妙无比，令人
神往。这个比喻得到后世的公认，从此，“西子湖”就成了
西湖的别称。

这首诗概括性很强，它不是描写西湖的一处之景、一时之景，
而是对西湖美景的全面评价。这首诗的流传，使西湖的景色
增添了光彩。

饮湖上初晴后雨教案设计一等奖篇二

晴天，西湖水波荡漾，在阳光照耀下，光彩熠熠，美极了。
下雨时，远处的山笼罩在烟雨之中，时隐时现，眼前一片迷
茫，这朦胧的景色也是非常漂亮的。

如果把美丽的西湖比作美人西施，那么淡妆也好，浓妆也罢，
总能很好地烘托出她的天生丽质和迷人神韵。

饮湖上初晴后雨教案设计一等奖篇三

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
山(今四川眉山县)人。北宋文学家、知名画家，“唐宋八大
家”之一。与其父洵、弟辙，合称“三苏”。他幼年受到良
好的'家庭教育，自己又刻苦学习，青年时期就具有广博的历
史文化知识，显露出多方面的艺术才能。



枕头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考进士时，主司欧阳修见其文章
连称“快哉!快哉!”1059年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英宗即位，任大理寺丞。神宗时，任太常博士、开封府推官，
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请求外任，出为杭州通判，改知密州、
徐州、湖州。元丰二年(1079年)，御史台有人摘引其非议新
法的诗句，以“讪谤朝政”罪名入狱，即所谓“乌台诗案”。
出狱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五年后，改任汝州团练副使。
哲宗即位司马光等旧党执政，他复为朝奉郎，任登州知州、
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充任侍读，又因与司马光等
政见不合，请求外任，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后任兵部尚
书兼侍读、端明殿这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

元祐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名，
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
置。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
符三年(11)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
文忠。

更多

饮湖上初晴后雨教案设计一等奖篇四

一、教学目的

1．学习古诗《饮湖上初晴后雨》《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理解诗句，体会诗歌描写的意境。

2．有感情地朗读并背诵课文。

二、教学重点

1．理解诗句，体会诗歌描写的意境。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三、教学难点

比较古诗《饮湖上初晴后雨》《晓处净慈寺送林子方》这两
首诗同一景物的不同描写。

四、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二）回忆学法

谁还记得我们是怎样学习第一首诗的？

小结板书：

1．结合注释自读自悟（什么景象？）

2．质疑、讨论和交流

3．反复吟诵，

4．看图想象，绘画创作。

（三）学习新课

1．我们已有了学诗的经验，下面请同学们自学后两首诗。

出示自学提示：

（1）同是描写夏天的景色，苏轼笔下的夏天和杨万里笔下的
夏天一样吗？请你从内容和写法上比较着来阅读。（在诗中
画批）



（2）观察图画（或播放课件）想一想诗人描写了怎样的景象，
表达了怎样的情感？

2．小组内讨论，教师巡视。

3．在全班交流，教师适时点拨：古诗《饮湖上初晴后雨》是
先叙后议，写西湖晴雨天气；《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是先
议后叙，写了满湖荷花荷叶；但都抒发了诗人对西湖美景的
赞叹热爱之情。

4．朗读诗句，展开想象。（教师可播放课件，学生吟诵）

5．指名吟诵，背诵。

（四）激情创作

请同学们任选一首你喜欢的描写夏天的诗，把诗中的景象画
下来。

（五）作业

1．默写三首古诗。

2．完成自己创作的画。

附：板书

古诗《饮湖上初晴后雨》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苏轼）

（杨万里）



西湖晴雨天气

满湖荷花荷叶

学法：

自读自悟，质疑，讨论交流，

反复吟诵，想象，绘画创作。

饮湖上初晴后雨教案设计一等奖篇五

设计理念：

这首诗是描写西湖的众多诗歌当中最为脍炙人口诗歌之一，
有人说“此诗一出，人人传诵，从此名湖佳人相映成趣。”
西子是古代美女西施，苏轼的妙喻，让美丽的西湖和这位美
女从此结缘，西湖又称“西子湖”。西湖之美如此传神，无
论是“水光潋滟”的晴天还是“山色空蒙”的雨天都美得恰
到好处，这缘于西湖自然之景美不胜收，也是作者与西湖独
有的缘分。

体会诗歌的意境是教学的重点和难点，这首诗歌的教学，要
在诗境与文章外显的语境之间找到巧妙的融通点。要读出西
湖的美，走入晴日雨天丰姿不同而形神俱佳的西湖，从而感
受到“淡妆浓抹总相宜”的意境，可以抓住西湖晴雨两幅图
中的语境。从“水光潋滟”、“山色空蒙”、“方
好”、“亦奇”中挖掘西湖的在不同天气下的不同的美，将
这两幅图铺展开来，将西湖的美读得富有层次和厚度。从诗
人信手拈来的比喻“淡妆浓抹”“总相宜”中寻找西湖和西
子的共通之处，回文西湖晴雨图，读出西湖的自然出众，走
入诗文中作者由触动心灵的感官之美内化为理性赞美的诗境。
由此，诗歌“语境”和“诗境”紧密融通，生成诗歌课堂和
美之境。



根据三年级学生学习诗歌的要求，开始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诗
歌的能力，重视读诗的方法，通过“美读”和“趣读”激发
阅读的主动性，同时通过“有方法”“有层次”地读让学生
学会读诗、品味诗歌语言，逐渐感悟出诗的意境，也有利于
学生在语言实践中感悟积累和进行课外阅读延伸。

学习目标：

1、认识“亦、妆”2个字。了解诗句的大概内容。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古诗，背诵古诗。

饮湖上初晴后雨教案设计一等奖篇六

教材依据：

《望天门山》和《饮湖上初晴后雨》两诗为人教版小学语文
教材三年级上册第21课，两诗同写山水却一阳刚一阴柔。课
堂上充分利用这种对比：以两诗文字的对比为主，辅之音乐、
书法、绘画等手段，利用通感将“美”体验深刻。本教材分
两课时完成。本课为第二课时，以《饮湖上初晴后雨》一诗
的感悟为主。

设计思想：

《饮湖上初晴后雨》的设计着力于重叠，意象和意景的重叠，
文字和音乐的重叠，意境和书法的重叠。其中，尤以西施和
西湖这意象和意景的重叠为主要。苏轼用一个奇妙而又贴切
的比喻，写出了西湖的神韵。拿西施来比西湖，不仅是因为
二者同在越地，同有一个“西”字，同样具有婀娜多姿的阴
柔之美，更主要的是她们都具有天然美的姿质，不用借助外
物，不必依靠人为的修饰，随时都能展现美的风致。西施无
论浓施粉黛还是淡描娥眉，总是风姿绰约的；西湖不管晴姿
雨态还是花朝月夕，都美妙无比，令人神往。其次着力点在



对比，本诗在教学中力图和《望天门山》形成对比，在对比
中凸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美。风格上两诗有着明显的不同，
《望》为唐诗，直抒胸臆，《饮》为宋诗，含蓄清丽。一直
一含，让学生在朗读对比中感受，在山水画面的对比中感受，
在音乐节奏的对比中感受，在书法线条的对比中感受。汇聚
所有的感受最终成了对诗文的感受，而这感受就是我们孜孜
以求的语感。

教学重点：

紧扣“总相宜”想象西施的“淡妆浓抹”和西湖的“潋
滟”“空蒙”，通过意象和意景的重叠，感受西湖特有的神
韵。

教学难点：

从文字中读出画面，实现诗情画意的融合。

教学目标：

1、熟读成诵。读百遍，意自现。课堂上留足时间让学生读诗，
使他们在和文本的直接对话中理解诗歌意思。

2、口诵心为。让学生一边读一边想诗词中的画面，在意境中
浮想联翩，获得读诗的愉悦。

3、诗画相融。能端正抄写诗歌，并配上相应的插图。

课件说明：

本课件着力于以乐抒情，以画达意。《望天门山》辅以民乐
合奏《奔腾》风格雄浑粗犷以引导高亢之声朗读；《饮湖上
初晴后雨》辅以柔婉清丽的古筝《平湖秋月》以浸润柔美之
音吟诵。“潋滟”一词比较生僻，若直接用课件传递实景，



过实必有过死之弊端。课件只呈现波光粼粼，介乎虚实之间，
引而不发，留给学生较大的想象空间。

课前准备：

将两诗以墨迹形式呈现于课堂上。《望天门山》书以魏碑风
格，线条遒劲刚硬；《饮湖上初晴后雨》则书以禇体，风格
清丽，线条柔美。精装裱，悬于黑板前。

教学流程：

一、承接中引发期待

1、师：《望天门山》让我们感受到了山的挺拔险峻，水的湍
急汹涌，更让我们感受到25岁的李白那血气方刚的满腔豪情。
谁愿意为大家再现一番。

指名读。

全班读。

2、师引：我们姑且告别这雄壮的天门，随着宋朝诗人苏轼去
领略杭州西湖的景致。

二、初读中略有所感

1、自由读。特别注意“潋滟”“空蒙”两词的发音。

2、指名反馈读。指导断题。

3、齐读

师：感觉这山、水和天门山一带一样吗？

【设计意图】



4、再读

【设计意图】

〔“含在嘴里轻声地念”，此举旨在让学生潜心会诗，潜心
首先需要静场。〕

三、细品中清晰画面

1、看具象画

【设计意图】

2、听音乐（平湖秋月）

闭上眼睛。让音乐带着我们走得更近些。

听。

这儿的山。

这儿的水。

感觉。

生读，师范读，生读。（音乐中的诵读使朦胧的感觉清晰起
来）

【设计意图】

四、重叠中感受意境

1、“西施”引路（音乐继续）（预设）

师：音乐声中，仿佛美女西施向我们款款走来。了解西施吗？



生：注释4告诉我们，西施是春秋时代越国的美女。

生：我读过东施效颦的故事，知道西施任何时候都很美丽。
故事中她在犯痛心病的时候也是很美很美的。

生：西施是四大美女之首位。据说她在河边洗纱时，小鱼见
了她的美貌，羞得沉到了河底。

。、。

师：如果西施带上心爱的首饰，穿上华丽的衣裳，浓浓地装
扮一番，看上去很美；如果西施施着薄薄的粉黛，抹着淡淡
的胭脂，穿着素雅的衣裳，看上去也很美。西施之美淡妆。
浓抹总相宜（生接）

师引读：看着眼前西湖的山山水水，人们情不自禁地说。

生轻柔舒缓地念道：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设计意图】

2、入诗细读。

重叠一“潋滟”和“浓抹”

（1）你脑海中出现了怎样的画面？

课件出示波光粼粼的画面。想象说话，你仿佛看到了什么？

（晴天的西湖水平如镜，在艳阳照射之下，波光粼粼，联想
到美女西施带上了珠宝首饰，穿上了华丽的衣裳，浓浓地装
扮，艳丽得让人炫目！）

（2）你会怎样抒发自己的赞叹呢？（鼓励学生读出自己的感
觉）



重叠二“空蒙”和“淡妆”

（1）你脑海中出现了怎样的画面。

湖面上起雾了，一切显得朦朦胧胧。远山近水、亭台小塮变
得空蒙，恍然间，若西施蒙上了面纱，显得神秘淡雅，。这
何尝不是一种动人心扉的美丽呢！

（2）你又会怎样赞叹眼前的景色呢？（鼓励学生读出自己的
感觉）

【设计意图】

“总相宜”：

（1）“晴雨相宜”重叠于“浓淡相宜”

西湖晴时潋滟，雨时空蒙，时而浓抹，忽而淡妆，真让人分
辨不出这是西湖还是西施啊。看得人如痴如醉，欲把。

情境中诵读：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2）“晴雨相宜”继而想象“总（时时处处）相宜”

引生反复吟诵：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设计意图】

3、出诗回味。

关注题目中的“饮湖上”三字，联想到。

一条美丽的画舫上，苏轼与几位好友闲聚。他们或小酌佳酿，
或细品龙井。看着西湖晴时潋滟，雨时空蒙，情不自禁地赞叹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



妆浓抹总相宜。”

在音乐中齐背全诗。

五、对比中丰富深化

1、现在你能说出对这山水的感觉了吗？板书“柔”

如果说西湖如温柔美丽的女子，那么天门山则是。刚强的将
军。板书“刚”

同是二十八个字却给我们带来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美感，不知
同学们是否留意了这两幅书法。

2、书法作品中感受造型笔触之刚柔

引导学生感受《望天门山》的线条要硬一些，正如长江一带
的山水充满了力量感。而《饮湖上初晴后雨》显得柔和，如
西湖水一般。

书法也以他自己的方式向我们诠释着刚柔之美。音乐更是如
此。

3、音乐中感受“刚”“柔”

（音乐1：民乐合奏———奔腾）

师引男生诵读：你感觉到什么？（生：豪情力量阳刚）想到
的是哪首诗。男孩子起立，站得如那天门一般，我们一起读！

（音乐2：古筝曲—平湖秋月）

师缓缓的：听。我们的心也便柔软了起来。一种柔情，在我
们心中荡漾。



女孩子起立，轻轻地向大家诉说这泓多情的西湖水。

小结：诗书琴画各种艺术之间都是相通的，多种形式来体验
美感，能让我们获得的更丰厚。

【设计意图】

4、诗配画：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一首诗端正抄写，并配上相
应的插图。

【教学反思】：

“（古诗教学）讲意思是很没意思的。”如绕口令般的话语，
是特级教师钱正权老师在全国第二届经典诗文诵读研讨会上
做的风趣而又精辟的论述。

如何才能有意思呢？钱老说：“诗歌教学应是教师携学生之
手共进的一次审美旅行。”诗歌平仄相对的音律美，丰富灵
动的形象美，深邃悠远的意境美决定了它较其他阅读课而言
更具艺术性，承载着更多的美学因素。《望天门山》《饮湖
上初晴后雨》两诗分别写了天门山和西湖两处山水，一阳刚
一阴柔，极具美学特质。引领孩子们读这两首诗，如何强化
这种特质呢？如果用“知诗意，入诗境，悟诗情”的路子来
套的话，似乎要经历一个得景悟情的过程。但诗人之“情”
又如何能简而悟之，其背后种种又岂是9岁小孩儿所能明晰的
呢？我不想赶着他们去悟！“情”之美暂不论，得美景即可。
但不止于得景之具象美，更求得景之气神。教学时，紧
扣“淡妆浓抹”铺呈画卷，让西湖美景始终带着恍惚的西施
影像，画面便美得有了神采，读诗时恍若随同苏轼荡舟碧波
轻叹潋滟空蒙，迷茫淡妆浓抹，真正感同身受地感慨“欲把
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课堂上，从文字到音乐
到书法线条到绘画技巧，诗书琴画传统艺术手法的相交相融，
不断锤炼着孩子们的艺术通感，在无所不在的对比中强烈感
受到两诗的神韵。



饮湖上初晴后雨教案设计一等奖篇七

教学目标：

1、认识“亦、妆”两个字。

2、有感情地朗读、背诵诗句。

3、用自己的话说说诗句的意思，体验诗句情感，培养热爱祖
国山河的感情。

4、在小组交流中，体验合作的方法、乐趣，增强竞争意识。

5、巩固学习方法，丰富学习经验，激发学生对祖国传统文化
的热爱。

教学流程及设计意图：

一、谈话切入，尝试背诗，创设情境，欣赏画面，引出新诗。

二、师生商讨，激发动机，渗透学法，组织合作，自主探究。

三、小组汇报，组际竞争，相互评价，理解内容，突出重点。

四、创设情境，引导读背，加深感悟，增强体验，提高能力。

五、拓展学习，开发资源，引导创新，促进实践，综合发展。

饮湖上初晴后雨教案设计一等奖篇八

一、引入：

过渡语：上节课，我们从李白的诗句中领略了天门山夹江对
峙，长江波澜壮阔的雄奇景色。这节课让我们在苏轼的妙笔



下欣赏风景如画的西湖。

师：大家知道西湖吗？（学生回答）

（出示课件：西湖风光）

教师配音：西湖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因湖在城西，而得
名“西湖”。西湖景色宜人。以“断桥残雪”、“平湖秋
月”、“南屏晚钟”、“雷峰夕照”等“西湖十景”著称于
世。是我国十大风景名胜之一。

过渡语：从古至尽，许多名人志士都曾用最美好的语言赞美
过它。北宋苏轼写下了一首千古流传的七言佳句“饮湖上初
晴后鱼”。（师范读诗句）

二、读诗：

过渡语：请同学们自渎古诗，读准字音。

1、检查学生自渎。

师：谁来读一读这首诗？（指名读）

生：读诗。（2人）

师：谁来说说读的怎么样？

生：评价。（1~2人）

师：评价。

2、纠正字音。

过渡语：你们读的很正确，诗中有几个生字，去掉拼音你还
认识吗？



师：出示课件（课件出示：潋滟、空蒙、亦、妆），指名读、
齐读。注：“妆”读并组词

生：读。

师：我们再来读一下古诗。

生：齐读古诗。

三、学古诗。

1、小组学习。

过渡语：

师：读了这首诗，你想知道什么？

生：答想知道……

师：我把大家的想法归纳了以下几点：（出示课件）

（1）、解诗题；

（2）、知诗人；

（3）、明诗意；

（4）、悟诗情；

（5）、感情读；

师：下面同学们就按照以上步骤分小组学习古诗。

生：小组学习古诗。



2、小组汇报。

（1）、解诗题；

师：哪个小组汇报解诗题；

生：汇报（在西湖饮酒，起初天气晴朗，后来下起了雨所看
到的景色。）

师：指导读诗题。

（2）、知诗人。

师：谁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诗人苏轼？

生：介绍。（课件出示诗人简介）

（3）、明诗意，（4）、悟诗情，（5）、感情读。

师：结合书下注释说一说前两句诗句的意思？

生：汇报前两句诗意。（小组成员及其它小组成员补充2~3人）

诗意：在灿烂阳光的照耀下，西湖水波荡漾，波光闪闪，十
分美丽。在雨雾笼罩下，西湖周围的群山云雾迷茫，若有若
无，十分奇妙。

师：这两句分别写了西湖什么时候的景色。

生：晴天、雨天。

师：这两句诗描写了西湖晴天和雨天的湖光山色。下面就让
我们来欣赏一下。

a、出示晴天组图。



师：看了西湖的景色，你有什么感受？

生：感受（很美）

师：那诗人是怎样描绘这幅美景的呢？（出示“湖光潋滟晴
方好”诗句）

指名读：2~3人。师指导读：语速慢，轻柔舒缓。

b、大家读的真好。那西湖雨天又是怎样的一幅景象呢？（出
示雨天组图）。

（出示“山色空蒙雨亦奇”诗句）

指名读：2~3人；小组读；齐读。

师：谁来说一说后两句诗的意思？

生：回答诗意：我想把西湖比做西施，无论是淡妆还是浓抹
都很适合。

师：为什么要把西湖比做“西子”呢？

生：……

师：西施是春秋时代越国有名的美女，西湖和西施同在越国，
同有一个“西”字，他们都具有天然美色，西施无论淡妆，
还是浓妆，总能展现美的风姿。西湖无论晴姿雨态，都美妙
无比，令人神往。所以诗人把西湖比作“西子”，从此人们
又把西湖称作“西子湖”。

师：表达了诗人对西湖怎样的感情呢？

生：诗人对西湖美景的喜爱之情。



师：（指名、小组、齐读）读后两句。

3、配乐读诗，整体感悟。

过渡语：诗人用手中的妙笔把西湖的晴姿雨态，描绘的淋漓
尽致，我们仿佛身临其境，让我们带着对西湖美景的无限向
往，有感情地再来读一读这首诗。

（1）、指名读诗（配乐）；

（2）、男、女生分别读（配乐）；

（3）、谁想读就站起来读；（配乐）

（4）、全班齐读；（配乐）

4、背诵古诗。

师：我们能不能试着背诵这首古诗呢？

生：试背

学生汇报。（能背下来的就站起来背一下）

5、拓展。

拓展1：师：请同学们闭上眼睛，在诗句中想象西湖的美景。

（音乐响起）

师：睁开眼睛，你仿佛看到了什么？

生：回答。

师：课后，请你把你想象到的画面画下来，准备参加班级的



诗文配画展。

（课件出示）

拓展2：诗人苏轼当日在西湖共写了两首诗，这是其中的第二
首。让我们来读一读另一首。

四、诗小结。

晴天的西湖明艳妩媚，雨中的西湖清秀淡雅。它就象一位美
丽的女子，时时展示美的风姿，让人产生喜爱之情。请大家
齐颂古诗。

饮湖上初晴后雨教案设计一等奖篇九

学习目标：

1、学习生字，理解诗句。

2、体会情感，有感情朗读诗句，背诵诗句。

3、感受诗中美景。

学习过程：

一、导入

学生背诵《游园不值》。

师：我们上节课学了《游园不值》，这首诗写的是（春天的
景色），现在我们来看看夏天在诗人的的眼里是怎样的？
（读全诗）

二、学习新课



1、解决生字（学生自己解决）

潋滟：与水有关，所以是三点水。亦：也。西子：西施。相
宜：合适。

2、介绍作者

3、师：生字、词你们都懂了，现在自己试着用自己的话把这
首诗的意思说一下，然后小组之间互相说。

4、举手发言。

5、引导学生理解题目。

6、师：这首诗是写，这四句诗都写了西湖的美景。

师：同学们怎么说不是呢？

师：西湖就显得更美了，那现在同学们自己想象西湖的美，
这么美的景色，我们一起来体验。

7、背诵全诗

自由背诵然后检查

课后反思《饮湖上初晴后雨》这首诗是写西湖的景色，作者
通过大胆的想象，用西施来比喻西湖，增添了西湖的美丽和
奇妙。学习这首诗，主要是让学生通过读来体验作者的感情，
通过对诗中“美”的理解来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把“美”用
读的形式表达出来。

在理解古诗的字、词时，我几乎把诗中所有的字、词都拿来
和学生分析了，在学生理解字词的基础上，很快就领会诗句
的意思了。学生懂得诗句的意思后，就让他们讨论这首诗表
达了作者怎样的感情？然后一起分析，最后通过对作者感情



的理解，有感情朗读这首诗，体验这首诗中的“美”。

在理解题目时，我用提出质疑的办法，来激发学生思考的积
极性，加深了学生的印象。我觉得我再让学生体会作者感情
和体验诗中的“美”之一环节做得不好，我只是通过让学生
思考和提问的方式]还解决这一问题；而学生体验的机会就少，
主要是听我讲和听其他学生讲，很多同学都没有自己感受到，
只懂得有这么一回事。

所以他们读诗句时，没有融入感情。如果能让学生多读几遍
写景物的诗句，让学生自己在读中体验诗句的“美”和领悟
作者的感情，然后再有感情朗读全诗，效果会更好。这篇课
文事故时，学生读的机会较多，有较多的表现机会，课堂气
氛较活跃，整个效果比较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