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独坐敬亭山教案设计(大全8篇)
大班教案的编写需要教师认真分析学生的学习情况，灵活调
整教学方法和教学资源。这些教案不仅涵盖了各个年级和学
科，还适用于不同的教学环境和学生群体。

独坐敬亭山教案设计篇一

《独坐敬亭山》是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学习，《独坐敬亭山》一诗的生字。

理解诗歌的意思，由诗句想象画面。

朗读诗歌，背诵诗歌。

教学准备

课前布置学生自学生字词，自主了解诗人的生平。

教学图片

教育过程

导入新课

了解李白。

由《早发白帝城》一诗引出李白



李白简介：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
诗人。其诗风雄奇豪放，想象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
谐多变。他善于从民歌、神话中汲取营养私素材，构成其特
有的瑰丽绚烂的色彩，是屈原以来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新高
峰。与杜甫并称李杜。

学生自由讨论有关李白的诗或故事

写作背景

敬亭山在宣州(现在安徽宣城)，宣州是六朝以来江南名郡，
大诗人如谢灵运、谢i等曾在这里做过太守。李白一生曾七游
宣城，这首五绝写于天宝十二年(753)秋游宣州时，是李白离
开京城长安后，经过了长达十年的漫游，来到宣城时写的。
长期飘泊生活，使李白饱尝了人间辛酸滋味，看透了世态炎
凉，从而加深了对现实的不满，增添了孤寂之感，然而傲岸
倔强的性格仍一如既往。这期间，他写了大量的借游仙、饮
酒的方式排遣苦闷的诗，也写了许多寄情山水、倾诉内心情
感的诗。此诗写独坐敬亭山时的情趣，正是诗人带着怀才不
遇而产生的孤独与寂寞的感情，到大自然怀抱中寻求安慰的
生活写照。

板书课题《独坐敬亭山》，学习生字亭

独坐敬亭山教案设计篇二

“皇上，如果您再听信杨国忠那个奸臣的谗言，我们大唐就
要完了！”我一边走过玄武门，一边这样想着。

我叫李白，心中有一套治国的方法，多么想推荐给皇上啊！
可是，当朝的大奸臣杨国忠，深知这套方法对他不利，于是
就横加阻拦，还在皇上面前尽说我的'坏话。最后，我被罢官，



开始了四处流浪的生活。

今天，我来到敬亭山的脚下，想登上敬亭山，去欣赏一下敬
亭山的美景，来排解我心中的郁闷。于是，我大约用了半个
时辰就登上了敬亭山。“山上的景色真美啊！”突然，我看
见几只鸟儿，我原本以为它们能够陪伴我，同我一起欣赏美
景，但我刚一走近，它们就扇着翅膀飞走了；我抬起头，望
着天空，空中有一朵白云，心想：看来你才是我真正的同伴，
但不一会儿它也飘走了。此刻，我感到非常孤独，看着眼前
的敬亭山，敬亭山也在一动不动地看着我，我恍然大悟：只
有这座美丽的敬亭山才是我真正的知己。于是，我就写下了
这首：

众鸟高飞尽，

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

只有敬亭山。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独坐敬亭山教案设计篇三

1、每部分诗句理解大部分学生谈的不够充分。这首诗对于学
习中上的学生来说，已明确大意，但对于表述不清晰，想象
力不丰富的学生来说，不能用自己的语言顺利的表达。应侧
重于对这部分学生的引导。

2、诗句的理解若图文并茂，配上音乐，在学生想象、理解的
基础上给以直观感受，学生通过对环境描写的认知，进而体
会诗人情感会更深刻。

3、本节课朗读着力于体现学生的朗读发展。学生在经历初读、
理解感受、回顾、想象绘画的基础上，再配乐指导朗读技巧，
学生在一节课内的朗读发展会有层次。朗读技巧指导包括停
顿、重音、蕴含感情的过程。最后熟读成诵后还能吟唱。

4、问题设计，渲染语言不够精炼，环节预设不够科学。

5、预设课堂中的缺失。

a、基本能按设计思路进行，但还有环节的缺失。比如：学生
绘画后应给学生展示说的时间，说说画中有什么?为什么这样
画?从画面中感受到的李白的心境如何?这首诗的前两句和后
两句通过图画表现，应该是一幅环境渐变的图画，在图画渲
染的环境中，提炼李白的情感，回归诗题诗眼“独”所表达
的中心思想。

b、朗读技巧指导，当堂背诵，归纳表达方法(借景抒情)，课
外拓展(毛泽东《沁园春.雪》)、比较阅读等环节有所疏漏。

《独坐敬亭山》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独坐敬亭山教案设计篇四

《独坐敬亭山》是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学习，《独坐敬亭山》一诗的生字。

理解诗歌的意思，由诗句想象画面。

朗读诗歌，背诵诗歌。

教学准备

课前布置学生自学生字词，自主了解诗人的生平。

教学图片

教育过程



导入新课

了解李白。

由《早发白帝城》一诗引出李白

李白简介：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
诗人。其诗风雄奇豪放，想象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
谐多变。他善于从民歌、神话中汲取营养私素材，构成其特
有的瑰丽绚烂的色彩，是屈原以来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新高
峰。与杜甫并称李杜。

学生自由讨论有关李白的诗或故事

写作背景

敬亭山在宣州(现在安徽宣城)，宣州是六朝以来江南名郡，
大诗人如谢灵运、谢朓等曾在这里做过太守。李白一生曾七
游宣城，这首五绝写于天宝十二年(753)秋游宣州时，是李白
离开京城长安后，经过了长达十年的漫游，来到宣城时写的。
长期飘泊生活，使李白饱尝了人间辛酸滋味，看透了世态炎
凉，从而加深了对现实的不满，增添了孤寂之感，然而傲岸
倔强的性格仍一如既往。这期间，他写了大量的借游仙、饮
酒的方式排遣苦闷的诗，也写了许多寄情山水、倾诉内心情
感的诗。此诗写独坐敬亭山时的情趣，正是诗人带着怀才不
遇而产生的孤独与寂寞的感情，到大自然怀抱中寻求安慰的
生活写照。

板书课题《独坐敬亭山》，学习生字亭

独坐敬亭山



亭

点击查看图片

指出亭字是后鼻韵母。

朗读课文，读准字音

学习诗歌，有感情的朗读诗歌

听录音

划出节奏

独坐/敬亭山

众鸟/高/飞尽

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

只有/敬亭山

词语意思

独坐：

敬亭山：在宣州(现在安徽宣城北郊)，古名昭亭山，山上有
敬亭

众鸟：

高飞尽：



独去闲：

厌：

了解诗句意思。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的意思是：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意思是：

赏析本首诗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看似写眼前的景象，其实，把孤独
之感写尽了：

诗人以闲写出了孤云的状态，突出了离去的过程，让我们在
品味孤云离去的状态时，感知诗人内心的不忍和无奈，令人
回肠荡气。

尽闲两个字，把我们引入一个静的境界：仿佛是在一群山鸟
的喧闹声消除之后格外感到清静;在薄云离散之后感到特别的
清幽平静。它们都似乎有灵性，不愿与诗人为伴，远离诗人
而去，只留下一个阔大茫茫的空间，诗人坐在这样的空间之
中，更显孤独和渺小。其实，山林的鸟是飞不尽的，云也不
会飘游到天外。在诗中，众鸟孤云都离诗人而去，这是诗人
情感外露的结果，是诗人有意创造为表现自己的孤独情感的
茫茫空间。这种生动形象的写法，能给我们以联想：李白坐
在那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眼看着众鸟、孤云渐渐飞去，
众鸟和孤云都离开了敬亭山，只有自己依旧坐在那里欣赏着
它，勾画出他独坐出神的形象，为下联相看两不厌作了铺垫。

三、四两句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用浪漫主义手法，将敬
亭山人格化、个性化。尽管鸟飞云去，诗人仍没有回去，也
不想回去，他久久地凝望着幽静秀丽的敬亭山，觉得敬亭山



似乎也正含情脉脉地看着自己。他们之间不必说什么话，已
达到了感情上的交流。相看两不厌表达了诗人与敬亭山之间
的深厚感情。相两二字同义重复，把诗人与敬亭山紧紧地联
在一起，表现出强烈的感情。同时，相看也点出此时此刻唯
有山和我的孤寂情景与两字相重，山与人的相依之情油然而
生。结句中只有两字也是经过锤炼的，更突出诗人对敬亭山
的喜爱。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鸟飞云去又何足挂齿!这两句诗
所创造的意境仍然是静的，表面看来，是写了诗人与敬亭山
相对而视，脉脉含情。实际上，诗人愈是写山的有情，愈是
表现出人的无情;而他那横遭冷遇，寂寞凄凉的处境，也就在
这静谧的场面中透露出来了。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
青山见我亦如是。与这一句非常类似。

众鸟、孤云的动与敬亭山这静对比更加突出了诗人的无奈!

诗人笔下，不见敬亭山秀丽的山色、溪水、小桥，并非敬亭
山无物可写，敬亭山极目如画，然而风景如画又怎么样?我们
并不知道诗人相对于山的位置，或许是在山顶，或许在空阔
地带，然而这些都不重要了。本诗的写作目的不是赞美景物
或者借景抒情，而是借此地无言的景色，抒发内心无奈的情
感。诗人在被拟人化了的敬亭山中寻到慰藉，似乎少了一点
孤独感。然而，恰恰在这里，诗人内心深处的孤独之情被表
现得更加突出。人世间的深重的孤独之情，诗人人生悲剧的
气氛充溢在整首诗中。

联系自己实际谈问题：

我们有没有过李白的这种孤寂感觉?谁能举例说明?

我们是怎么排遣这种孤寂带来的苦闷感觉的呢?

拓展学习李白的其他写景诗歌

这首诗与上首有许多类似之处



《月下独酌》

【其一】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醒时相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李白是个乐观洒脱的人，这在他的很多诗中都表现出来的，
请大家再看一首：

送友人

李白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课堂小结



布置作业

李白深情地看着敬亭山，轻轻地对他说：……请把他想对敬
亭山说的话，写出来。

对这个孤独哀愁的李白，你想安慰安慰他吗?怎么安慰他呢?

独坐敬亭山教案设计篇五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赏析

前两句“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看似写眼前之景，其
实，把伤心之感写尽了：天上几只鸟儿高飞远去，直至无影
无踪;寥廓的长空还有一片白云，却也不愿停留，慢慢地越飘
越远，似乎世间万物都在厌弃诗人。“尽”、“闲”两个字，
把读者引入一个“静”的境界：仿佛是在一群山鸟的喧闹声
消除之后格外感到清静;在翻滚的厚云消失之后感到特别的清
幽平静,尽既有消失的意思，又有慢慢消失在天际的感觉。闲，
主要是为了表达闲适的感情，是以孤云的闲适衬托作者心境
的闲适。这两个词对“独”有意境上的烘托作用。主要是为
了写作者此刻独坐但情意悠然，很符合李白本人的仙道思想。

因此，这两句是写“动”见“静”，以“动”衬“静”。这种
“静”，正烘托出诗人心灵的孤独和寂寞。这种生动形象的
写法，能给读者以联想，并且暗示了诗人在敬亭山游览观望
之久，勾画出他“独坐”出神的形象，为下联“相看两不
厌”作了铺垫。

这两句的意象以“众星拱月”式并置，前句中心词“鸟”是
中心意象，加上“飞”字形成一个复合意象，强化动态表现



意义。“众鸟”原可以让读者联想到山中闲静宁谧的场景，
群鸟儿在空山中婉转鸣啼，有一种格外的逸趣，而眼前，众
鸟高飞，离人越来越远，“高”字起到一个拓展空间的作用，
抬头仰望，空阔的蓝天上，鸟儿在远走高飞，直至看不见。
一个“尽”字，增强了此句的表现力度，表现出李白此时的
万般惆怅。后句“云”为中心词，与“去”复合，默默的云
也在渐渐飘走。而云并非满天白云，原本就只是“孤云”无
伴，偏偏还悠闲地慢慢地飘离。诗人以“闲”写出了孤云的
状态，突出了离去的过程，让读者在品味孤云离去的状态时，
感知诗人内心的不忍和无奈。

“尽”、“闲”两个字，把读者引入一个“静”的境界：仿
佛是在一群山鸟的喧闹声消除之后格外感到清静;在薄云离散
之后感到特别的清幽平静。它们都似乎有灵性，不愿与诗人
为伴，远离诗人而去，只留下一个阔大茫茫的空间，诗人坐
在这样的空间之中，更显孤独和渺小。其实，山林的鸟是飞
不尽的，云也不会飘游到天外。在诗中，众鸟孤云都离诗人
而去，这是诗人情感外射的结果，是诗人有意创造为表现自
己的孤独情感的茫茫空间。这种生动形象的写法，能给读者
以联想：李白坐在那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眼看着众鸟、
孤云渐渐飞去，众鸟和孤云都离开了敬亭山，只有他自己依
旧坐在那里欣赏着它，勾画出他“独坐”出神的形象，为下联
“相看两不厌”作了铺垫。

三、四两句“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用浪漫主义手法，
将敬亭山人格化、个性化。尽管鸟飞云去，诗人仍没有回去，
也不想回去，他久久地凝望着幽静秀丽的敬亭山，觉得敬亭
山似乎也正含情脉脉地看着他自己。他们之间不必说什么话，
已达到了感情上的交流。“相看两不厌”表达了诗人与敬亭
山之间的深厚感情。“相”、“两”二字同义重复，把诗人
与敬亭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表现出强烈的感情。同
时，“相看”也点出此时此刻唯有“山”和“我”的孤寂情
景与“两”字相重，山与人的相依之情油然而生。结句
中“只有”两字也是经过锤炼的，更突出诗人对敬亭山的喜



爱。“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鸟飞云去对诗人来说不足挂齿。
这两句诗所创造的意境仍然是“静”的，表面看来，是写了
诗人与敬亭山相对而视，脉脉含情。实际上，诗人愈是写山的
“有情”，愈是表现出人的“无情”;而他那横遭冷遇，寂寞
凄凉的处境，也就在这静谧的场面中透露出来了。

“众鸟”、“孤云”这种动的意象与“敬亭山”这种静的意
象相反并置，时间和空间的维度里仅仅出现了量的变化，而
心理的维度却产生着质的变化：有理想、有才能而在政治上
遭受压抑的士大夫往往对“逝去”，对“消散”有着特殊的
敏感，人事短暂，宇宙永恒，常常是他们不遇时发出的慨叹。
诗人引恒久的山为知己，可能是“长安不得见”后，不得已
而为之的一种方式了。就算长安招引他，他也不知道自己会
不会随“众鸟高飞”而去。

诗人笔下，不见敬亭山秀丽的山色、溪水、小桥，并非敬亭
山无物可写，因为敬亭山“东临宛溪，南俯城，烟市风帆，
极目如画”。从诗中来看，无从知晓诗人相对于山的位置，
或许是在山顶，或许在空阔地带，然而这些都不重要了。这
首诗的写作目的不是赞美景物或者借景抒情，而是借此地无
言之景，抒内心无奈之情。诗人在被拟人化了的敬亭山中寻
到慰藉，似乎少了一点孤独感。然而，恰恰在这里，诗人内
心深处的孤独之情被表现得更加突出。人世间的深重的孤独
之情，诗人人生悲剧的气氛充溢在整首诗中。全诗似乎全是
景语，无一情语，然而，由于景是情所造，因而，虽句句是
景，却句句是情，就像王夫之所说，是“情中景，景中情”。
沈德潜在《唐诗别裁》评价说：“传独坐之神。”

独坐敬亭山教案设计篇六

本课是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第六册17课的一首古诗。诗中写
了许多鸟高高的飞走了，单独漂浮在在天空中的一片云彩，
也悠闲的越飞越远。只有作者和敬亭山两个怎么看也不厌倦。
选编的意图一是让学生了解古代诗歌，增加传统文化的积累；



二是激发对古诗的喜爱，并在背诵中陶冶爱美的情趣。

独坐敬亭山教案设计篇七

《独坐敬亭山》是唐代大诗人李白于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
秋游安徽省宣州时所作，当年李白被迫离开长安已达十年，
世态炎凉，长期的漂泊生活使他饱尝了人间辛酸的滋味，孤
寂之感倍生。由此寄情山水，抒发自己因怀才不遇而产生的
孤独寂寞的感情。

俗话说：“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怎么样帮助上课的学
生不胆怯，拉近师生之间的情感距离，又为下面的教学服务？
这无疑是值得探究的课堂教学智慧。所以，在开课之初，我
没有过多的语言渲染，繁琐的导入设计，师生间的对话一直
紧紧地围绕着“李白”。老师从作者入手，让学生回忆李白
背一背李白的诗，使学生多角度、重新认识了李白。使学生
知道李白是个非常丰满的人物：乡愁满怀的李白、寄情山水
的李白、有情有义的李白，既而非常自然地带领学生去认识
更丰满的李白，去了解李白的内心深处。这样开课，既巩固
了所学，又丰富了对李白的认识，也为学习李白的新诗《独
坐敬亭山》定下了良好的情感基调。

学习这首古诗，我带领学生紧紧抓住“独”字，从而一步一
步去深入体会作者那份孤独寂寞之情。

首先通过交流大概了解敬亭山的知识，接着我请同学读诗题，
强调敬亭山前有两个字“独坐”，让学生用“独”组一个词，
学生组了很多，如“独自”、“单独”、“孤独”等等，从
而理解诗题的意思。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这两句诗中写鸟飞云去只有
李白孤独一人坐在敬亭山上，在对比中越发显出作者
的“独”。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此时李白的眼里只有敬亭山，
也只有敬亭山此时能懂李白，我设计了一个写话练习，“1、
李白深情地看着敬亭山，轻轻地说：——；2、敬亭山深情地
看着李白，轻轻地说：——”让学生在本子上写，然后全班
交流，学生在写话中把体会到的作者孤独之情用文字表现出
来，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语文学习中情感的体会用语言的形
式表达出来吧。

《独坐敬亭山》这首诗表达诗人遭贬流放后的孤寂、愁楚。
在教学结束时，补充李白晚年的作品《秋浦歌》，以诗解诗，
引领学生进一步体会诗人的孤寂心情。这里运用对比的教学
方法：同一诗人，同一主题对比。以李白诗导入教学，又以
李白诗结束教学，首尾呼应，结构精致，给课堂教学画上完
整的句号。

课堂教学是遗憾的。在课堂上，学生朗读的充分，但诗文韵
味不是很足，节奏不够清晰，语速快了一点。我觉得学生通
过品读词句感受到了诗文意境之美，形象之美，但对汉语言
的音律之美领悟不够，当然朗读诗文有技巧，这也与学生的
年龄有关。我想，听录音，师示范，让学生感知古诗文的朗
读技巧，此时是比较有效的吧；或通过课堂朗读评价，有针
对性地指导，以点带面，读出个性，也不错吧。

反观全课，情感的基调奠定的是不错，学生的课堂表现也很
积极，读得也很好，如果说就学生本节课的发言来说，应该
是有不少很精彩的，但毕竟这是日常课，我觉得这节课在面
向全体时做得不够，有部分学生始终参与不到课堂学习中来，
对诗的情感体会也不到位。这也是我的日常课堂经常出现的
问题，总是被好生的表现迷惑了我的双眼，以为歌舞升平，
一切大好，但细想之下，还有一部分学生我拽了他他也只是
在原地踏步踏了几下，并没有前行。

《独坐敬亭山》是一首古诗，是四年级下学期的第一篇课文，
这首诗看来非常简单，但是诗中透出的孤独之感对于小学生



来说不好体会。所以，在课的起始阶段把学生紧紧地抓住，
并且带入到学习的情境中就显得至关重要。

我在备课的过程中犹豫再三也不知怎样导入才好，后来就确
定了以学生学过的山水诗为出发点，但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水
平，怕既耽误了时间，又谈不出东西来，最终我确定了从作
者入手。

学生学了很多关于李白的诗，诗作所描写的内容又各不相同，
上课时，我谈话引入：“同学们，唐朝有一位大诗人，他喜
欢游山玩水，几乎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人称‘游仙’；
他喜欢喝酒，人称‘酒仙’；他最喜欢的是写诗，流传至今
的诗作将近千首，人称‘诗仙’。他是谁呢？”学生大声回
答说：“李白。”

“李白一生诗作无数，你会背诵哪些呢？”学生娓娓道来，
随着学生的背诵我引导学生说说这首诗带给我们一个怎样的
李白？如：《赠汪伦》写的是有情有意的李白，《静夜思》
是乡愁满怀的李白，而《望庐山瀑布》中的李白则是浪漫悠
闲的……从而使学生了解诗人的不同侧面，进而转入本诗的
学习中：“那么《独坐敬亭山》又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怎样的
李白呢？”板书课题后请学生齐读课题，解题后请学生说说
从题目中感受到一个怎样的李白？学生回答：“孤独的李白，
寂寞的李白。”“是这样吗？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古诗。”

就这样，学生一开始就抓住了诗文所要表达的意境，为诗句
的学习奠定了很好的感情基调。随后的学习与感悟自然水到
渠成。

独坐敬亭山教案设计篇八

《独坐敬亭山》是九年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语文教材第六册
中的一首古诗，是我国唐代著名的大诗人李白于天宝十二年
秋游安徽省宣州时所作。诗人被迫离开长安已整整十年，世



态炎凉，长期的漂泊生活使他饱尝了人间辛酸的滋味，孤寂
之感倍生。诗中描绘了鸟尽云去，只有敬亭山与作者相伴的
情景，整首诗表现的是作者在政治上遭受打击后，心情郁闷，
到敬亭山寻求慰藉的孤单寂寞的心情。全诗的大意是：仰望
天空，只见几只鸟儿向远处飞去，直到看不见影子；一片白
云也慢悠悠地越飘越远，四周一片寂静。我静静地凝视着山，
觉得山也在看着我，好像在互相交流，彼此总是看不够。此
时此刻，我的心里似乎只有那座敬亭山了。

二、说教学目标、重、难点

我根据教材特点和学生实际，确定认识生字，有感情地朗读
课文，感受江南山水的自然美，受到美的熏陶为教学目标。
朗读、感悟、想象诗歌所描绘的情景为教学重点，体会诗人
的思想感情为教学难点。

三、说教学辅助手段及教学准备：

1.可播放画面，配上古筝音乐，来创设意境。

2.拓展文字资料，介绍诗人的写作背景，以及李白的其他的
诗。

3.学生收集李白的古诗和与课文相关资料。

四、说教法设计、学法指导

自读自悟法：让学生自己通过注解来尝试理解诗句的意思。

熟读成诵法：让学生在反复的朗读中，感悟语言，培养语感，
积累语言。

五、说教学流程设计

（一）简介诗人，引出诗题。



1.课件出示诗人李白的画像，学生根据收集到的有关李白的
资料进行介绍。

2.借机引出写诗背景——李白在政治上遭受打击后，心情郁
闷，到敬亭山寻求慰藉，于是写下了这首诗，师板书课题
《独坐敬亭山》，并边播放动画边吟诵此诗，让学生初步感
知古诗的节奏。

（三）自读感悟，合作交流。让学生凭借课文中的注释，联
系上下文理解诗句的意思。这样可以使学生有一个独立思考
的过程，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1.初读，扫清障碍。

（1）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多读几遍古诗，要求读准字音，读
通顺。

（2）同桌互读，纠正字音。听别人读，达到对这首古诗有一
个初步的感受。

2.再读，感悟诗的内容。

（1）小组按自学要求合作学习，理解诗意，初步体会诗人的
思想感情。

（2）交流汇报：重点读通诗句，理解诗意（扣重点词训练），
大致说出诗人看到的景象，整体感知古诗的内容。

（四）细读品味，体会感情。

1.朗读一、二行诗句，品味“众鸟”、“飞尽”、“孤
云”“独去闲”。想象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的景象，说
说诗句的意思，并联系作者的遭遇和看到的景象体会作者的
心情。（孤独、寂寞）



2.朗读后两行诗句，结合实际品味“相看”、“两不厌”。
（后两行是说只有敬亭山没有嫌弃他，抛弃他，而是和他彼
此做伴，彼此相看，却总觉得看不够。）领悟作者从敬亭山
上寻到一丝丝慰藉的感情，并感悟作者赋予山灵性的表现方
法。随机进行人山对话练习。课件出示写话练习：

李白深情地看着敬亭山，轻轻地对他说道：（）敬亭山深情
地看着李白，轻轻地对他说道：（）

（五）诵读诗句，体会意境。

让学生根据理解读出感受，在配乐朗读中想象画面，根据课
件出示的画面，给画配诗。播放画面、背景音乐想象那是怎
样的一番情景。利用画面和古筝背景创设情景，会把学生带
到当时的情景中去，使学生更好地感受诗歌的意境，体会诗
人的情感。

（六）感悟创新，拓展延伸。

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展示对本首诗的学习情况（朗读、背诵、
默写、画一画、演一演、编故事……）。

2.收集有关李白的诗歌，准备开一个诗歌朗诵会。

设计这样的教学思路，首先是根据《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
“在语文教学中重视培养学生的语感和整体把握的能力。”
我始终把“朗读”和“背诵”这一理解古诗内容、体会诗人
思想感情的有效途径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让学生多读，使
学生掌握五言诗的朗读方法，把握朗读的节奏。在读中感悟，
在读中理解，在读中品析，在读中体会，在读中想象，逐渐
达到培养语感和整体把握的目的。其次，建立新型的师生关
系。教学中，处处以学生为主，让学生在自读自悟、合作交
流、讨论的过程中感受语言，积累语言，体验情感，真正把
学生融入语言文字训练的过程中。师不作过多的讲解，只是



在适时处指导、引导，让学生充分调动各种感官主动地、生
动活泼地学，体现了知识是自己学会的这一理念。再次，根
据教材特点和学生实际，抓住古诗所描绘的情景和诗人所要
表达的思想感情，通过读、悟、品、诵、拓展的方式，使学
生在实践中创新，真正受到美的熏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