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散文诗两首教案 教案古诗两首(汇总8
篇)

中班教案是指中班教师为了指导幼儿全面发展而制定的一种
教学计划。以下是一些针对不同学习情况和教学内容的高二
教案示例，供大家参考和借鉴。

散文诗两首教案篇一

贺知章小时候离开自己的家乡，直到老了才回来。在乡间小
路上碰上了一群孩子，孩子们（）问：“（　）？”

二、填一填

比一比，再组成词语。

客（　）　汪（　）　何（　）　

容（　）　注（　）　河（　）　

三、涂一涂

把认识的词涂上颜色。比一比，看谁先得到红旗。

下面是九个成语，请在空格里填上“两”或者“二”。

（）全其美三心（）意势不（）立

一干（）净三天（）头一穷（）白

三长（）短接（）连三数一数（）



散文诗两首教案篇二

知识目标

1.了解济慈和叶赛宁及其田园诗的特点。

2.理解诗歌内容，把握诗歌的构思艺术。

能力目标

1.诵读体会诗歌的情景、意蕴和诗人的思想感情，理解诗歌
主旨。

2.揣摩精美语句，领悟诗歌的意境美和声韵美。

3.指导学生运用多种方式学习诗歌，培养学生自学诗歌的能
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体察诗人对自然的感应，深入理解生命底蕴，提高学生的审
美意识。

教学重、难点

重点?反复诵读，在诵读中用心领悟田园诗的意境美，体会诗
人的情感。

突破方法：教师和学生共同学习《蝈蝈与蛐蛐》，在反复诵
读中引导学生学习抓住诗歌意象并激发学生的想像和联想来
赏析诗歌画面，体会诗人情感。

难点?自学《夜》。

突破方法：教师引领学生学习《蝈蝈与蛐蛐》，时刻提醒并



总结诗歌鉴赏的方法。然后，指导学生运用这些方法自学
《夜》，也可以提供多种多样的学习方法让学生自由选择自
主阅读。目的是利用好自读课，让学生自主阅读，充分体验
各种自学方式所带来的阅读快乐。

教学方法

1.诵读感悟法：引导学生反复诵读诗歌，把握诗歌主旨及诗
人的情感意蕴。

2.小组学习法：采用小组合作探究的方式，自学《夜》。

教学过程

一、导语设计

设计(一)

在这个单元学习中我们一起赏过了雪，听过了雨，看过了星，
今天我们要来一个垄上行，到田园中去走走。复习田园诗的
知识(指歌咏田园生活的诗歌,多以农村景物和农民、牧人、
渔父等的劳动为题材)，提示学生背诵《过故人庄》《饮酒》
《归园田居》等田园诗，创设浓厚的学习氛围。

设计(二)

地球是我们的家园，当我们将身心投入大自然的怀抱时，她
会以博大的胸怀赋予我们灵感与力量。英国诗人济慈的《蝈
蝈与蛐蛐》和俄罗斯诗人叶赛宁的《夜》，就是他们用身心
和自然熔铸而成的美的赞歌。

二、研读赏析《蝈蝈与蛐蛐》

1.济慈简介。(见“资料链接”)



2.教师范读。学生听读，在课文里标记出节奏、重音与情感。
师生交流朗读体验，选取自己最喜欢、最拿手的片段作朗诵
示范。如开头要读得缓慢深情,“那就是蝈蝈的乐音啊”，感
叹句要语调上扬感情强烈,“大地的诗歌呀，从来没有停息”
反复出现，可以读得快读得高些,结尾句里“鸣叫”要读得悠
长些。

分小组朗读比赛，调动学生的情绪。鼓励学生读出自己的个
性。比如：男同学读这诗就可以读得激情满怀，女同学则可
以读得深情款款。

3.初步理解诗的内容与结构，试给诗歌加一个副标题。

给诗歌添加一个恰当的副标题，如同《雨说》一样。拟题
如“写给大地的赞歌”“歌咏大自然”“四季的歌”等，都
表达出诗歌的主旨。

提示：“盛夏的豪华”让我仿佛看到夏日午后的阳光透过密
密的枝叶，撒在林间草地上的点点碎碎的笑容。

“飘荡”和“沉醉”让我仿佛看到静寂的树林里，蝈蝈开始
吹响号角，奏起欢快而喜悦的节奏。

“在寂寞的冬天夜晚，当严霜凝成/一片宁静”让我仿佛看到
大雪纷飞的夜晚，屋外寒风呼啸，万籁俱寂，屋内温暖如春，
安详静谧。玻璃窗上水汽弥漫，作者拥着火炉，昏昏欲睡，
朦胧中听到蛐蛐的歌唱，以为又回到了夏天。

5.激发想像，拓展空间：诗人只选取两种景物来写，也只写
了冬夏两幅画面。但诗歌带给我们的感受绝不仅仅是这
些。“大地的诗歌从来不会死亡”，“大地的诗歌呀，从来
没有停息”，从这首优美的诗歌里，你还能想像到哪些画面?
请用优美的诗句，诗意表达。(多媒体出示：读这首诗，我还
能看到……)



鼓励学生积极想像，示例：读这首诗，我还能看到春天树林
间的百鸟千啭。

读这首诗，我还能看到秋天南飞时叫声连连的大雁。

读这首诗，我还能看到冬去春来，冰雪融化时的流水潺潺。

读这首诗，我还能看到山崖上一粒松树的种子在悄悄地发芽。

6.探究领悟：由上一环节的诗意表达，教师自然过渡，引导
学生体会诗歌短小但内涵丰富、风格大气的特点。

诗歌通过联想将两个画面叠印在了一起，诗人只选取两种景
物来写，但留给读者更多想像空间，大自然的歌手还有很多，
大地歌声不断，以少胜多。通过引发读者的想像，丰富诗歌
的内涵。美好的诗歌是动人心弦的，因为它是生命的歌吟。
诗人把蝈蝈和蛐蛐当做大自然的歌手，把它们的鸣唱当做大
自然的诗歌，借以歌颂大自然的无限美好和生机勃勃，表达
了诗人对大自然的无限热爱和由衷的赞美。

7.教师小结：抓住诗中意象，可以体会诗歌的情感;放飞想像
力，可以感受诗歌的美丽。《蝈蝈与蛐蛐》这首诗选取了具
有生命活力的蝈蝈和蛐蛐作为代表，表现了大自然四季“歌
声”不断的特点，构思巧妙、意境精美。这可算是诗人济慈
对大自然的敏锐的心灵感应吧。我们也可以深深感受到诗人
对大自然的无限热爱和由衷的赞美。

学生美读诗歌，放飞心灵，感受济慈如月光般清丽恬静的诗
风。配乐舒伯特《小夜曲》。

三、诗歌创作——为大自然写首歌

1.寻找动听的歌声。



大自然的歌声还有哪些?鼓励学生进行丰富的联想：如蝉的叫
声，池塘里青蛙的“呱——呱——”声，树林里的鸟叫声，
冰雪覆盖下的流水声，深夜里传来狼的嚎叫声，乌云深处传
来奔雷的轰鸣声等。

2.感受大自然的生机。

教师示范：大自然的活力表现在——春天破土的嫩芽。

学生自由想像，如：冬天常绿的青松，雪地吐露芬芳的腊梅，
年年南来北往的大雁等。

3.学生模仿课文自己吟诵一节，课堂朗读交流。鼓励学生大
胆创作，大胆交流。

教师可示范，如：大自然的画卷呀，从来都不会单调。当所
有的树因寒风的袭击而枯黄，点缀在这枯黄的世界中就有一
团青绿，那就是松树的挺拔风姿啊!

四、指导自读《夜》

四人小组合作共同学习《夜》，具体方法：

1.小组成员共同完成“读一读”部分，“写一写”和“画一
画”部分自由选择独立完成。

2.展示学习成果，体验成功感受。请各个小组课堂展示自己
的学习成果，师生自由点评。在自学和点评的过程里，教师
只起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要让学生感到自主学习的快乐，
评价时多关注学生的优点，注意保护学生的积极性。

五、课堂小结

教师：面对大自然，诗人总有唱不完的歌。即使是极为平常
的昆虫叫声，在诗人笔下也会变得情味浓郁，富有内涵;即使



是极为平常的夜景，在诗人笔下也能变得美丽而熠熠生辉。
人们常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每个人对诗歌
的感悟有所不同。但是，赏析诗歌的方法是相通的。今天的
课堂只是为同学们提供了一次学习赏析实践的机会，希望以
后你们能运用我们今天学到的方法，真正进入诗歌美妙的境
界。

六、布置作业

课下阅读外国优秀诗篇，并选择几首背诵。

散文诗两首教案篇三

孤独的帆儿闪着白光！……

它到遥远的异地寻找什么？

它把什么抛弃在故乡？

呼啸的海风翻卷着波浪，

桅杆弓着身在嘎吱作响……

唉！它不是要寻找幸福，

也不是逃离幸福的乐疆！

下面涌着清澈的碧流，

上面洒着金色的阳光……

不安分的帆儿却祈求风暴，

你在欢乐中倾注了你的翅膀！



你在欢乐中倾注了你的心。

你不是太阳，你不是月亮，

难道你的乐趣就少了几分？

你完成了你的生存，

你点亮了你自己的灯；

你所有的都是你自己的，

你对谁也不负债蒙恩；

你仅仅服从了

你内在的力量。

你冲破了黑暗的束缚，

你微小，但你并不渺小，

因为宇宙间一切光芒，

都是你的亲人。

散文诗两首教案篇四

面对大自然，诗人有唱不完的歌。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敏
锐地捕捉到两种极为平常的昆虫的叫声，发出“大地的诗歌
从来不会死亡”的感叹；而在俄国田园诗人叶赛宁的笔下，
夜是那么静谧、美好，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

蝈蝈与蛐蛐[1]



济慈

大地的诗歌从来不会死亡：

当所有的鸟儿因骄阳而昏晕，

隐藏在阴凉的林中，就有一种声音

在新割的草地周围的树篱上飘荡，

那就是蝈蝈的乐音啊！它争先

沉醉于盛夏的豪华，它从未感到

自己的喜悦消逝，一旦唱得疲劳了，

便舒适地栖息在可喜的草丛中间。

大地的诗歌呀，从来没有停息：

在寂寞的冬天夜晚，当严霜凝成

一片宁静，从炉边就弹起了

蝈蝈的歌儿，在逐渐升高的暖气，

昏昏欲睡中，人们感到那声音

仿佛就是蝈蝈在草茸茸的山上鸣叫。

夜[2]

叶赛宁

河水悄悄流入梦乡，



幽暗的松林失去喧响。

夜莺的歌声沉寂了，

长脚秧鸡不再欢嚷。

夜来临，四下一片静，

只听得溪水轻轻地歌唱。

明月撒下它的光辉，

给周围的一切披上银装。

大河银星万点，

小溪银波微漾。

浸水的原野上的青草，

也闪着银色光芒。

夜来临，四下一片寂静，

大自然沉浸在梦乡。

明月撒下它的光辉，

给周围的一切披上银装。

研讨与练习

二反复朗读《夜》，完成下列各题。

1．用你自己的话，描绘一下诗中所写的夜景。



2．这首诗传达出诗人怎样的心境？

3．这首诗与郭沫若的《静夜》给你的感受有什么异同？

三从下面两题中选做一题。

1．以“大地的诗歌从来不会死亡”或“大地的诗歌呀，从来
没有停息”为题，写一段抒情性的文字。

2．去感受夜色，写一篇抒情短文或几行小诗。

蝈蝈与蟋蟀

济慈

大地富诗意，绵绵无尽期：

日炎鸟倦鸣，林荫且栖息。

竹篱绕绿茵，芳草新刈齐；

其中忽有声，绕篱悠悠起—

原是蝈蝈歌，欢乐渠为首；

仲夏多繁茂，泛若不系舟，

享之不能尽，歌来不知愁；

偶然有倦意，野草丛中休。

大地富诗意，绵绵永不息：

冬夜洵凄清，霜天多岑寂，



此时有灶炉，火焰暖人心。

蟋蟀乘雅兴，引吭吐妙音；

主人嗒然坐，似眠又似醒，

莫非蝈蝈歌，来自远山青。

（孟光裕译。孙梁校）

散文诗两首教案篇五

1．借助拼音读准本课出现的生字“丫”，读读记记“花苞、
柔软、柳絮、喧闹、梳妆、虎牙、水墨画”等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通过朗读课文，感受儿童丰富的想象力，体会童年生活的
快乐。感悟儿童诗的特点。

引导学生独立阅读课文，体会儿童丰富的想象力，感受童年
生活的快乐，激发学生读儿童诗的兴趣。

学生搜集喜欢的儿童诗

一课时

一、谈话引入

出示童年图，孩子们回忆童年中的趣事，讲给大家听听，一
起分享快乐。

二、初读儿童诗，整体感知

1．自由读诗，读通顺，读流利。



2．找喜欢的伙伴读诗、互评、互相正音。

3．再自由读诗，把不理解的词语勾画出来。

（三）再读儿童诗，交流学习

1．再读诗，把你印象最深的地方勾出来

2．指名学生读自己喜欢的`诗

你最喜欢哪首诗？为什么？

预设：《我想》写了一个孩子一连串美妙的幻想，想把小手
安在桃树枝上，想把脚丫接在柳树根上，想把眼睛装在风筝
上，想把自己种在土地上，童年美好幸福。表示动作的词既
准确又形象，如“安、接、装、种、悠、长、望、飞”

《童年的水墨画》使我感受到童年快乐

3．小组内读诗，

4．全班齐读此诗。

（四）想象画面，体会情感

1．教师配乐朗读，学生闭目想象。

2．把所想象到的画面说给大家听。

散文诗两首教案篇六

诗歌通过联想将两个画面叠印在了一起，诗人只选取两种景
物来写，但留给读者更多想象空间，大自然的歌手还有很多，
大地歌声不断，以少胜多。通过引发读者的想象，丰富诗歌
的内涵。美好的诗歌是动人心弦的，因为它是生命的歌吟。



诗人把蝈蝈和蛐蛐当作大自然的歌手，把它们的鸣唱当作大
自然的诗歌，借以歌颂大自然的无限美好和生机勃勃，表达
了诗人对大自然的无限热爱和由衷的赞美。虽然描绘景物不
同，但诗歌的情感前后一致。

令人欣慰的是大家都积极参与了诗歌的感悟，意外地发现，
学生头脑里面有教师所想象不到的潜能和想法，有时他们能
够给我们的教学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实现师生互教
互学，彼此形成一个真正的“学习共同体”，是我在教学设
计时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实践证明，学生通过反复诵读，
围绕教师设计的“我感受到”“我发现了”“我不理
解”“我欣赏”等几个环节，很好地掌握了第一首诗的学习
要点。教师及时做了一番学法总结后，学生自学第二首诗歌
时得心应手，完成效果相当不错。课后让学生完成小诗：草，
还是很不错的。

散文诗两首教案篇七

教学目标

1．查阅有关资料，了解莱蒙托夫、休斯的经历以及其创作。

2．反复朗读，感受诗中艺术形象，体会诗人传达的情感。

3．质疑讨论，品味、明确诗歌意象以及传达的情感。

4．熟读成颂，体会诗歌或平实见真情或深邃闲自豪的特点。

教学重点

1．复朗读，感受诗中艺术形象，体会诗人传达的情感。

2．质疑讨论，品味、明确诗歌意象以及传达的情感。



教学难点

1．反复朗读，感受诗中艺术形象，体会诗人传达的情感。

2．熟读成颂，体会诗歌或平实见真情或深邃闲自豪的特点。

教学方法

诵读、讨论

教学手段

多媒体

教学设计

二课时

板书设计

祖国

我爱祖国（奇异的爱情）

我爱草原、森林、大海、小路、灯光

轻烟、车马、山头、白桦

打谷场、农家茅房、小窗、节日夜晚

（景物、家乡的人民）

黑人“我”------黑人种族

谈浓郁的寻根意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河流熟知的、孕育黑人古老文化的河流，如：

幼发拉底河、刚果河、密西西比河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

亲爱的同学，爱国主义是诗歌永恒的主题，更是诗人永恒的
歌唱素材。今天，我们就将一同走进《外国诗歌两首》，一
同去聆听俄罗斯诗人莱蒙托夫的爱国心声。

结合查阅的资料，请给大家介绍一下莱蒙托夫的生平。

参考：

莱蒙托夫（18---1841年），俄罗斯十九世纪继普希金之后伟
大的诗人。14岁开始创作诗歌，1837年他为普希金因决斗而
死写的《诗人之死》一诗名震文坛。短短的十三年创作生涯
里，他一共写下了四百多首抒情诗，名篇有《帆》、《浮
云》、《祖国》。诗人继承了普希金的传统，把热爱祖国和
歌颂自由作为诗歌创作的基本主题，风格沉郁中有钢劲。

《祖国》在怎样的背景下开始创作呢？

（参考）

《祖国》，发表于1841年四月号的《祖国纪事》。针对1839
年俄国斯拉夫派诗人霍米亚柯夫创作的歌颂沙皇的《祖国》，
针锋相对、感情热烈地指出俄罗斯的伟大并不在于百姓的温
顺和对东正教的虔信，而是另有其他的因素。

今天，我们就将一同学习莱蒙托夫的《祖国》，一同去探究



一下这篇充满强烈感情的作品。

二．自读，体会诗歌表现的意象以及传递的情感

1．生自读感受，结合工具扫清生字障碍。

2．质疑讨论，师生合作解决生字障碍。

（投影）

重要的字音：

虔信慰藉镶嵌

重要的词义：

颤抖覆盖镶嵌

三．讨论，明确诗歌表现的意象以及传递的情感

讨论明确：

表达对祖国的情感，祖国往往被人们化身为母亲（长者）的
形象；在本诗中的祖国却被赋予了情人的形象，如：我爱祖
国，用的是奇异的爱情！

2．“我”对祖国的爱“奇异”在何处？

讨论明确：

连我的理智也不能把它制胜。无论是鲜血换来的光荣，无论
是充满了高傲的虔信的宁静，无论是那远古时代神圣的传言，
都不能激起我心中的慰藉的梦幻。

4．诗中三节开始，“我”所爱的景物与上文有何异同？



讨论明确：

我爱草原、森林、大海、小路、灯光

轻烟、车马、山头、白桦

打谷场、农家茅房、小窗、节日夜晚

（景物、家乡的人民）

四．听读，明确诗歌表现的意象以及传递的情感

1．诗中哪些词语体现出了诗人对祖国的爱？

讨论明确：

爱、奇异；也不能、无论是、无论是、无论是、都不能；但、
凄清冷漠的沉静、随风晃动的无尽的森林、汹涌的河水的奔
腾、爱乘、奔上村落间的小路、透过那苍茫的夜色、惦念、
点点颤抖的灯光、爱、轻烟、大队车马、闪着微光的白桦；
人所不知的快乐、堆满、打谷场、覆盖、农家茅房、镶嵌、
小窗、直、更深夜半。

2．听读，明确重音部分。

五．熟读成颂

第二课时

一．导入

结合资料，请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国诗人、小说家，黑人文艺
复兴的领导者休斯的生平以及创作。

（生畅所欲言）



参考：

休斯，被誉为“黑人桂冠诗人”。写国小说、剧本、自传以
及诗歌，以诗歌的成就最高。代表作《哈姆雷的莎士比亚》、
、《单程票》、《延迟的梦之蒙太奇》。

休斯的创作植根于美国黑人生活，对他们的痛苦生活给予同
情，讴歌了他们美好的情感，悠远流长的文化。创造性地把
黑人民歌引入诗歌创作，形成了轻松、活泼、豪迈奔放的风
格，对美国黑人诗歌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今天，我们就将学习他的一篇佳作《黑人谈河流》。

二．自读，体会诗歌表现的意象以及所传达出的情感

1．生自读感受，结合工具扫清生字障碍。

2．质疑讨论，师生合作解决生字障碍。

（投影）

重要的字音：

深邃潺潺瞰望

重要的词义：

晨曦黝黑

三．讨论，明确诗歌表现的意象以及所传达出的情感

1．诗中的黑人化身为怎样的形象？

2．“我”谈河流，谈到了怎样的河流？



讨论明确：

河流的古老黝黑预示着历史的悠久；我反复出现在古老河流
边，预示着文明的创造离不开黑人的努力；灵魂像河流，预
示着我牢记祖先悠久的文明与历史，充满了民族的自豪感。

4．诗中“我”仅只作者吗？

参考：

黑人“我”------黑人种族

谈浓郁的寻根意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河流熟知的、孕育黑人古老文化的河流，如：

幼发拉底河、刚果

四．听读，体验诗歌表现的意象以及所传达出的情感

五．熟读成颂

[外国诗两首教案教学设计]

散文诗两首教案篇八

教学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并背诵、默写古诗。

2.体会诗人在庐山时，观察的地点和角度不同，所看到的景
象也不一样。

3.理解诗句的意思，体会诗人的心境，能把读诗的感受与他
人交流。



教学重点

1.借助以前学过的读诗方法，理解诗句的意思，体会诗人的
心境。

2.引导学生把握好朗读的节奏，掌握抑扬顿挫。

教学难点

体会诗人“*者迷，旁观者清”的思想，说说自己的感受。

教学课时

1 课时

教学准备

1.橡皮泥。

2.学生收集有关苏轼的资料。

oint。

教学过程

一、导入

(师吟诵)：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师：你们都知道老师吟诵的是哪首古诗吧?(题西林壁)今天，
让我们随着诗人一起，到庐山去领略一下那神奇的自然风光。
请全班打开课本第22面，齐读古诗《题西林壁》。

(生读古诗，师板书课题)

解诗题，知作者

抓字眼，明诗意

多诵读，悟诗情

二、学习课文

(一)解诗题，知作者

1.师：请结合课文的注释，理解一下本诗题目的意思。(书写
在西林寺墙壁上的诗)

2.师：谁知道苏轼的生平?(生交流苏轼的资料。)

(苏轼，字子瞻，好东坡居士，北宋文学家、书画家、是“唐
宋八大家”之一，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被合称为“三苏”。
他一生坎坷，屡遭贬谪。本文是苏轼在被贬途中经过庐山时
写下的五首游记诗之一。)

(二)抓字眼，明诗意

1.(师指名读古诗)其他同学一边听一边思考，你们从这首诗
中读懂了什么。

2.师：四人小组合作交流，你们从这句诗中读懂了什么?



3.师：谁来说说你从这首诗中读懂了什么?(作者)

横看成岭侧成峰：横着看，庐山是一条山岭，连绵不断;侧着
看却仿佛变成了一座山峰。

4.师：你们能用橡皮泥捏出苏轼描绘的这座山吗?

远近高低各(重读)不同：向远处、近处、高处、低处看，看
到的庐山景色都不相同。

5.师：从这两句诗中，你知道为什么庐山在苏轼的眼中，会
有怎么多种变化吗?

(苏轼站在不同的地方，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庐山)

7.师：这一句里有一个字很难写，谁知道呢?(“缘”字)让我
们一起来疏通一下笔画。

(三)多诵读，悟诗情

多诵读：

1.师：老师有一个问题：作者为什么要描写庐山?(作者喜爱
庐山)作者从多个角度，细致地观察了庐山，简洁而生动地描
绘了庐山的奇特景象，可见他对庐山的奇丽景色流连忘返。
你们说，你们能不能把作者那赞美之情用优美的嗓子朗读出
来?好，现在让我们用自己喜爱的方式朗读这首古诗。谁还记
得读古诗的方法有几种?(齐诵、轮诵、唱诵、表演读、叠
诵……)好，现在就请你们用自己喜爱的方式读这首古诗。

2.四人小组表演

悟诗情

师：刚才同学们非常有感情地朗读了《题西林壁》。但吴老



师有一个地方却怎么也不能理解：作者为什么说自己“不识
庐山真面目”呢?他不是已经说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了
吗?(因为他所站的位置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是站在远处看
的，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则是身在庐山时看的。也就是人们常
说的“*者迷，旁观者清”。所以我们要想对事情有一个全面
地了解，就要多听一听其他人的意见。)

三、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