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二年级古诗两首教案(大全8篇)
教案应该具备清晰的教学步骤和界面简洁的排版格式。小编
精选了一些特色鲜明的教案模板范文，希望能够给你带来一
些新的启发。

二年级古诗两首教案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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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级古诗两首教案篇二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的意思。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古诗。能背诵这两首古诗。

3、感受古诗的意境之美，提高学生对自然美和艺术美的鉴赏
力。

教学重点：感受古诗的意境之美，从而提高自己对自然美和
艺术美的鉴赏力。

教学难点：想象并写出《村晚》景象。

教学准备：投影仪投影片录音机

课时安排：2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古诗两首》之一《村晚》

教学目标：

1、学会古诗中的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的意思。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背诵古诗。

3、能想象古诗意境，并写出《村晚》所描绘的景象。

教学准备：录音挂图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同学们，绚丽多彩的春天已离我们而去，让人向往的夏日
风情将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欣赏一下宋代
的诗人雷震带来的古诗《村晚》。



2、板书课题——村晚

3、看了课题，想象一下，古诗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二、欣赏古诗

1、共定学习目标。

2、按学习目标自学古诗

3、交流学习的收获。

（1）古诗中的生字：陂衔漪

（2）交流读后的感受。

（3）结合插图谈谈对诗句的感悟，体会古诗意境。草满池塘
水满陂，山衔落日浸寒漪。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
吹。

4、你能把你对诗句的感悟用你的声音来表达吗？

5、你不想把这么美的夏日风情留在记忆中吗？（背诵指导）

三、布置作业有兴趣的同学回去多搜集一些关于夏日的古诗。

第二课时

教学内容：古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古诗，背诵古诗。

2、感受古诗文字和意境的美，培养学生对自然美和艺术美的



鉴赏力。

教学准备：图片

教学过程：

一、创设课堂情境。

1、背诵古诗《村晚》，说说这首诗给我们带来了感悟与体验。

2、出示课题——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二、欣赏古诗。

1、出示古诗。（配乐）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代杨万里）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
荷花别样红。

2、自读古诗，并交流初步感受。

3、欣赏名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过渡：诗
人为何发出这样的感叹：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想象画面，低声吟诵。出示画面，用自己的话说说感受。发
自内心的赞叹：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4、配乐诵读古诗。

5、同桌交流。

三、诗人体验大行动。

过渡：诗人因对景色有独到的感受，就用写诗来表达自己的
想法，同学们，想不想过把诗人隐？播放荷花图片。

小组讨论，现场作诗。



全班交流。

四、作业。

交流课前搜集的夏日古诗和描写花的古诗。

小学语文课文《古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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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级古诗两首教案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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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通过朗读感悟，感受诗中描写的景物，体会诗人热爱祖国
河山的感情。

教学重点难点：

引导学生在语言实践中感悟，体验、受西湖的自然之美，，
感体会诗人热爱祖国河山的感情。

课前准备：



学生准备：课前搜集有关古诗内容及诗人的资料，搜集描写
祖国大好河山的古诗。

教师准备：课件(ppt)。

课时安排：1课时

教学过程：

激情导入：

人们常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在杭州，最有名的景点
要数西湖了。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去过西湖吗?今天，陈老师
把西湖请进了咱们的教室，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播放课件：《动人的西湖》)

旁白：西湖的美景，晨昏各异，四时不同。这儿夏天的荷花
很有名。雪后的西湖是否别有一番风味呢?雨中的西湖又增添
了几分诗意!

西湖美吗?是啊!西湖以其秀美的景色，吸引了无数游客。从
古至今，有无数文人雅士在此留下了他们的笔墨。宋代大诗
人苏轼就在这儿留下了他的传世佳作——《饮湖上初晴后
雨》。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板书课题：《饮湖上初晴后
雨》)从诗题中你读懂了什么?(在西湖上饮酒，开始是天晴，
后来下雨了。)这首诗的作者是谁呢?(苏轼)你了解苏轼
吗?(生答。师补充：苏轼曾在西湖的所在地杭州当通判，用
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当杭州市的市长。他在此为官期间，关
心人民的生活，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深受百姓爱戴。苏轼
曾无数次在西湖漫步，他对西湖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今天，
就让我们跟随大诗人苏轼，一同去领略西湖的美景吧!)

课前谈话：



2.就是这迷人的江南风景，让中国古代许多文人一边走走看
看停停，一边与朋友一起饮酒作诗。仿佛这江南水乡就是他
们的故乡。

一、趣说东坡与西湖，导入诗文。

(一)激趣

1.小朋友们，你们去过西湖吗?谁能用一些词语说说杭州是一
个怎样的地方?(风景如画、山清水秀、游人如织、杨柳依依、
山明水秀、湖水清澈……)

2.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
有眉目。有一位大诗人，他特别喜欢西湖，他第一次来到杭
州就觉得这里特别熟悉，几乎成为了他的第二故乡，他在杭
州两次做官，像爱自己的家一样治理杭州，西湖在当时也会
遇到污染的.问题，他在西湖兴修水利，建起了“苏堤”
和“三潭映月”两道独特的景观。

3.你们知道他是谁吗?(苏轼)杭州西湖究竟是怎样的美呢，今
天我们跟随一位最爱西湖的大诗人一起去看看他眼中的西湖。

(二)揭题，导入诗文

1.诗的题目是(《饮湖上初晴后雨》)。

二年级古诗两首教案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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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级古诗两首教案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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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级古诗两首教案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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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级古诗两首教案篇七

课题：2古诗两首课型：新授课时数：2课时上课时间：主备
人：梁桂珍审核：二年级语文组执教：

智慧导学案

教案一、初读课文，扫除生字障碍（查字典）1、自学掌握生
字的音、形、义，会写会用并积累词语。2、给“我会写”的
生字各组2个词。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3、找出本课的多音字。二、
走进作者相关搜索。白居
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杨万
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三、通读课文，
疏通词句。理解诗句中词语，会用自己的话讲解诗句。四、



整体感知，理清思路。1、解诗
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草》主要写什
么___________________，表现了什
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3、《宿新市徐公店》
主要写什么_______________，表达了作
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思想感情。五、细读
诗文，深入思考，质疑解疑。问题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问题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六、总结提升。
读后你想到了什么？想说点什么？（要联系生
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阅读拓展。

你想到了哪首诗？写在下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八、模仿写。你想赞美什么，试
着写一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教学目标：1、自学掌握生字音形义；会写会用。2、朗
读诗句，了解内容，疏通诗句。3、会背诵。二、学时：2节
三、教学过程：1、自学反馈2、交流质疑3、分组展示4、课
后检测四、课后反思：

二年级古诗两首教案篇八

教学目标：



1．学会生字，理解诗句

2．通过理解诗歌内容，体会诗人喜悦的心情

3．有感情朗读、背诵这首诗

4．培养学生运用方法理解诗句的能力

教学重点、难点：

体会诗的意境，体会诗人的感情

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一张

教学时间：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揭题、释题、了解作者：

1、以前我们学过哪些描写春景的古诗？《咏柳》、《绝句》、
《春晓》，这些古诗都从不同侧面、角度向我们展示了春天
的勃勃生机和美丽。今天，我们再学习一首有关描写春景的
古诗《宿新市徐公店》。

2、以前学习古诗理解诗句时常用哪些方法？（释、调、连、
补、留）

3、今天也用这“五字法”理解这首诗。范读。同时大屏幕打
出背景图。配乐范读、齐读

4、介绍诗人：

这首诗是宋代诗人杨万里写的。他一生为官清廉，为奸相所
害，被罢官闲居十五年。他的诗大量吸收民间语言，描述细



腻，形象鲜明，平易自然。因为他长期居住农村，，对农村
的田园生活十分熟悉，所以描写自然景物也就更加真切感人，
别有风趣。

5、下面光看题目意思：

宿：过夜新市：地名

二、小组自学，初读理解。要求：

1．不理解的字、词划出讨论，初步理解每句诗意。

2．诗中抓住哪些景物写出了暮春时节的美丽。

三、导读古诗，感受诗意。

1．指名读，检查读的情况。

2．你读懂了什么？还有哪些不理解的字、词提出来，一起讨
论、交流。

3．齐读一、二句：

a．写了哪几种景物？有什么特点？

篱落：篱笆疏疏：稀疏径：小路深：深远

理解时“调”一下：稀疏的篱笆旁边，有一条小路深向远方。

板书：篱笆一径

b．齐读第二句，又抓住了什么景物？

板书：树头



理解：树头：树枝头未：没有阴：树荫

为什么没形成树荫？（因为叶子未长大）。理解时应“补”
枝头上的花已经落了，但叶子还未长大，还没有形成树荫。
这一点，可见这一天天气怎样？（丽日当空，地面上有斑驳
的树影，星星点点的光斑。）

c．同桌对说这两句诗意--指句说--齐读这两句（多媒体出示
画面）

d．这稀疏的篱笆，长长的小路，叶儿不浓密的树，构成了一
幅清新、质朴的农村景色图，你们看画面，这叫静态描写
（板书）。在这一背景下，作者又看到一幅更为活泼生动的
图画，那就是后两句所表达的。

多媒体出示后两句画面（齐读三、四句）

4、理解三、四句：

a．抓住哪些景？板书：儿童黄蝶菜花

走：跑急走：快跑

诗意：儿童奔跑着追逐黄色的蝴蝶，追到没有？

b．女生读第4句：

处：地方寻：寻找为什么无处寻？

f．检查：指名读全诗，齐读

板书：喜爱

一、重点赏析，体会情感。



1．诗中抓住哪些景物写出了暮春时节的美呢？（多媒体出示）

（几个孩子在丽日当空，花香扑鼻的大好春光中，正自由自
在，无拘无束地奔跑着，追逐着黄色的蝴蝶……，仿佛听到
了孩子们的嬉笑声、欢呼声、失望的叹息声，……）

作者看到这一切感到多么富有情趣，多么富有诗情画意（板
书）呀！

3．边想象画面边背诵。（配乐）

二、绘幅彩画，深化理解。

1．这首诗有静有动，有声有动，情意盎然，充满童趣。如果
我们把这首诗画下来，要画哪些景物？（篱落一径枝头儿童
黄蝶菜花）

2．在这些景物中，要用上哪些颜色？

板书：黄（绿）（黄）

补充板书，完成板书。

3．自由动手绘画。（配乐）

（我们学了这首诗，看到了一幅春意盎然的村童扑蝶图，感
受到了诗人对春天和乡村生活的爱，多么富有诗情画意呀！
真是诗中有情，诗中有画啊！想画下来吗？）

4．评析学生作品（实物投影打出）

三、课外延伸，引导练笔

按这首诗的三、四句的意思进行改写，描写捕蝶这一场面，
写时要注意动态描写，扣住“急走、追、寻”等词语去进行



想象发挥。题目为《捕蝶》。

四、板书：

诗宿新市徐公店

情喜爱

画：篱落、一径、枝头（静）

画追入

儿童黄蝶菜花（动）

意色：黄（绿）（黄）

[《宿新市徐公店》教学设计(鄂教版一年级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