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洪应明》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部编版小学五年级上册语文第 21 课《古诗词三首》教案及板书设计 

课题        古诗词三首         课型        讲读课文         授课 

时间        3 课时  

教学 

目标        1.会认“浣、聒”等 6 个生字，会写“孙、泊”等 6 个生字，掌握“更”

这个多音字。 

2.有感情地朗读这三首诗，掌握这三首诗的意思，并背诵这三首诗，默写《枫桥夜泊》。 

3.体会诗中的动态美和静态美。 

4.通过景物描写体会作者情感。 

教学 

重点         1.会认“浣、聒”等 6 个生字，会写“孙、泊”等 6 个生字，掌握“更”

这个多音字。 

2.掌握这三首诗的意思。 

教学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

 

难点        体会通过景物描写表达人物情感的方法。 

第一课时 

教学 

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古诗，掌握这首诗的意思。 

2.体会王维诗歌“诗中有画”的特点。 

3.认识王维诗歌中流露出来的隐逸倾向。 

教具 

准备        课件 

教学设计        设计意图 

导入 

（  ）分钟           一、激趣导入：（出示课件 2） 

1.今天，我们来学习王维的一首诗《山居秋暝》。 

板书：山居秋暝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丹青不知老将至，贫贱于我如浮云。——杜甫

 

2.作者介绍（出示课件 3） 

王维（约 701-约 761），字摩诘，蒲州（今山西永济）人。唐代山水田园诗人。其诗

似浅而实深，似淡而实腴，体物精细，状写传神，具有独特成就。他又精通绘画，擅作平

远之景，擅绘人物、丛竹等。有《王右丞集》。  

【设计意图：这个环节能让学生们了解作者，并加深对作品的理解。】 

新课 

教学 

（   ）分钟        二、诗歌朗读指导 

1.听朗读。 

2.结合注释，读懂全诗。 

3.诵读全诗。 

诵读指导（出示课件 5） 

诗的首联点题，交代时间、地点，可用叙述口吻读。 

颔联、颈联是诗的主体部分，写的是傍晚时分山村的旖旎风光，同时寄托了诗人闲适

的感情，当用轻快的调子诵读。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尾联出句是陪衬，对句“王孙自可留”是全诗主旨所在，要用肯定的语气缓慢读出，

表现诗人对隐居生活的满足心情。 

三、诗中有画 

（一）题解（出示课件 6） 

标题：“山居秋暝”，“山居”即其隐居的别墅，点明了地点；“秋”点明了季节；“暝”，

傍晚，点明了具体时间。整首诗所写的景物即秋天傍晚在山居所见的景物。 

（二）诗中有画（出示课件 7） 

诗人用淡淡的几笔就勾画出一幅雨后山村的晚景图，清新宁静而又洋溢着和平安乐的

气氛，这里犹如世外桃源一般。 

板书：诗中有画 

（出示课件 8 ）既然说“诗中有画”，我们就把诗还原为一幅古典的卷轴画。 

1.我们首先找出诗中的写景部分。（出示课件 9）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

 

2.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首联写出了什么样的意境？（出示课件 10） 

明确：山雨初霁，万物为之一新，又是初秋的傍晚，空气清新，景色美妙。这给全诗

创造了一个寂静，清新，幽雅的环境。 

板书：寂静，清新，幽雅 

首联与诗题有什么联系？（出示课件 11） 

明确：首联紧扣诗题，点出了时间、地点、季节。 

3.颔联“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和颈联“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都是写景，

有什么不同？（出示课件 12） 

明确：颔联用了“明月、松、清泉、石”等意象，表现出山村的自然美。颈联用了竹、

莲、浣女、渔舟等意象，表现出了山村的生活美。颔联侧重写物，颈联侧重写人。 

板书：山村生活美 

颔联与首联有何联系？（出示课件 13） 

空气清新方可见月光之皎洁；新雨之后才能显清泉之声响。 

4.颈联写得十分热闹，这与作者要创造一个寂静，清新，幽雅的环境是否和谐？并说

说原因。（出示课件 14）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

 

明确：是。写浣女、渔舟的热闹，正是为了烘托出山村环境的寂静、清幽。如同“蝉

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一样。人们从这些热闹的景物中，很自然地体味出一种和平恬静，

体味出恬静中的一片勃勃生机。这里有动有静，动静结合，以动衬静。 

5.六句写景的句子，哪几句可以作为画面的主体？学生概括。（出示课件 15） 

明确：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6.请同学们用自己的语言把画面具体地描绘出来。 

     【设计意图：在朗读中既能理解诗歌的意境，又能品味诗歌的节奏美和韵律美，

从而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 

【设计意图：先从题目入手，紧接着抓住重点诗句来品味诗中的意境，给学生以美的

感受，能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同时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课堂小结及拓展延伸（  ）分钟         四、拓展延伸 

网上搜集王维的其他诗，选择自己喜欢的诗，背诵下来。 

五、布置作业。 

1.背诵这首诗。 

2.用自己的话说说这首诗的意思。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3.预习。        【设计意图：设置拓展延伸这个环节，有利于扩宽学生的视野，增

加学生的积累。】 

板书 

内容        山居秋暝 

诗中有画 

寂静，清新，幽雅 

山村生活美 

课堂作业新设计 

背诵《山居秋暝》这首诗，并说说这首诗的意思。 

参考答案： 

空旷的群山沐浴了一场新雨，夜晚降临，空气凉爽，仿佛已经到了秋天。 

皎皎明月从松隙间洒下清光，清清泉水在山石上淙淙流淌。 

竹林喧响知是洗衣姑娘归来，莲叶轻摇想是上游荡下轻舟。 

春日的芳菲不妨任随它消歇，秋天的山中王孙自可以久留。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第二课时  

教学 

目标        1.利用教材注释以及课前预习所收集到的资料，通过自读自学，正确理

解诗的意思。  

2.通过反复地诵读、比读，清晰地感受诗的意象与情境；通过咀嚼和品评重点词句，

深刻地感悟诗人“愁”的意蕴与情怀，使学生的心灵受到感染与启迪。  

3.在反复诵读、比读的过程中，感受诗人的愁思与景物交融、契合的写法，体会诗人

复杂的情感，初步领悟做人的哲理。  

教具 

准备         课件 

教学设计        设计意图 

导入 

（  ）分钟        一、揭示课题，解字读题  

1.板书课题 

2.题解：（出示课件 16）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泊”： 停泊。 

板书：枫桥夜泊 

     【设计意图：通过题解引入课文，让学生明白题目的意思，并进一步引导他们探

究全诗，提高学生的兴趣。】 

新课教学 

（   ）分钟        二、初解诗意，读出韵味。（出示课件 17） 

1.看能不能读出诗的节奏与新的感觉来。  

2.学生自学自读。  

3.指名生读。请大家认真听，听一听他的朗读停顿是否合理，节奏是否恰当。 

指导： “到——客——船”，这节奏一放慢，声调一降低，就有一种余音袅袅的感觉。

来，一起来读后两句。  

学生齐读全诗。  

三、感“眠”悟“愁”，“对”出愁思  

1.抓一“眠”字，进入情景。（出示课件 19）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1）请同学们默读古诗，想一想：哪些字眼、哪些词语向我们透露出张继没有睡觉的

消息？  

（2）学生默读、圈画。  

（3）停。谁来说说你从哪些字眼看出张继的不眠？  

月落。他看到月亮落下去了。 

板书：月落  

乌啼。他听到了乌鸦的啼叫。耳闻乌啼，所以未眠。 

板书：乌啼 

（出示课件 20）霜满天。张继还看到了霜满天的景象。满天的霜有谁看见过？哦，霜

满天其实写的是作者的什么感受？对，是诗人感觉到的。诗人身感霜气的降临，他怎么能

睡得着呢？ 

板书：霜满天。  

诗人看到了枫树和渔火。 

板书：江枫、渔火 

张继因为未眠，所以听到了寒山寺的钟声响起。 



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汤显祖》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

 

板书：半夜钟。  

（4）在这深秋之夜，张继目睹月落，耳闻乌啼，身感霜气的降临，他怎么睡得着呢？

带着失眠者的心态读《枫桥夜泊》。  

学生齐读全诗。  

2.抓一“愁”字，感受愁意。（出示课件 21） 

（1）旅途本辛劳，本应该早点歇息，张继却久久不眠，为什么？ 

学生回答。  

一个字，愁。学生说带“愁”字的词语。  

板书：愁 

（出示课件 22）（2）是的。请你看看古诗，到底是什么勾起了张继的愁思、愁绪和愁

怀？是什么拨动了诗人的愁心与愁弦呢？  

是月落、是乌啼、是江枫…… 抓住这些词语读出感觉。 

（3）学生自由地读、圈、想、读。  

（4）交流：月落能带给人一种失落感，一种孤独感。带着这种感觉，来读读第一句。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板书：月落----失落感、孤独感 

乌啼---凄凉 

霜满天-----寒冷 

学生齐读《枫桥夜泊》。  

3.抓一“对”字，感悟“愁”思（出示课件 23） 

（1）读“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思考：这里的“对”字是什么意思？  

板书：对（出示课件 24） 

“对”在这里的意思是“面对、对着、陪伴”的意思，那么请你们纵观全诗，想一想：

是什么在陪伴着孤独的诗人呢？  

哦，是冷月、悲鸦与寒霜在和诗人做伴，是江枫、渔火和钟声在与诗人作陪，这一对，

对出了什么？  

学生回答。 

（2）张继到底在愁什么？此时此刻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呢？  

生带着“愁”来读。 （出示课件 25） 



丹青不知老将至，贫贱于我如浮云。——杜甫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列传》

 

教师范读。但是，这里什么都没有，这里有的只是——  

学生齐读《枫桥夜泊》。  

板书：愁 

四、钟声叩心，释放愁怀  

1.钟声响起，述说情怀（出示课件 26） 

请问，这午夜的寒山寺的钟声似乎在向张继述说着什么呢？请拿起笔，写下你的述说。  

2.交流评析，释放情怀  

学生述说着钟声的述说。  

学生在钟声的伴奏下齐读全诗。          

【设计意图：用各种形式的读，在读中把握诗歌的内容，初步理解诗歌的意思，能为

下个环节打下基础。】 

【设计意图：抓住重点的词语来理解诗句的意思，进一步把握作者的思想感情，并指

导学生在把握思想感情的基础上进行带感情的朗读，从而加深学生对诗歌的理解和把握。】 

【设计意图：练习写话这个环节有利于加深学生对诗歌含义的理解，并梳理思绪进行

写作，提高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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