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古诗词三首                   

课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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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篱”等6个字，会写“宿、徐”等14个字。 

2.通过看注释，查字典，判断重要字词的意思，从而完整地理解诗意。抓住关键

诗句，体会诗文表达的思想感情。 

3.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三首古诗，能背诵《宿新市徐公店》。 

教学 

重点 
 抓住关键诗句，体会诗文表达的思想感情。 

教学 

难点 

通过看注释，查字典，联系上下文和生活积累推测、判断重要字词的意思，从而

完整地理解诗意。 

第一课时 

教学 

目标 

1. 会认“徐、篱、疏”3 个字，会写“宿、徐、篱、疏、蝶”5 个生字，理解字

义，识记字形。 

2.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古诗，诵读古诗，理解古诗所描绘的美丽景色，想

象儿童在花丛中捕蝶的快乐，体会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3.学习根据诗句理解诗文表达的思想感情。  

教具 

准备 教学课件： 

教学设计 设计意图 

导入 

（  ）

分钟 

一、创设情境，激情导入 

1.【出示课件 2】课件展示春天美景图片。教师导入：

同学们，课件中展示春景美不美？你会用什么词语来形容

这样的美景？你想到了我们以前学过的哪些描写春景的

诗句？ 

预设：词语：万紫千红、诗情画意…… 

诗句：村居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

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今天，我们要跟随南宋诗人杨万里去欣赏暮春时节的

乡村景色。（板书：宿新市徐公店） 

2.认读“宿、徐”。（注意指导把“宿”的平舌音读

正确） 

    

情境导入引入课

题，进而揭示课题，读

好题目，为下面的学习

打下基础。 

 

 

 

 

 

 

 



 

3.解题。你在哪里见过这两个字？知道它们的意思

吗？ 

预设：在招牌上见过“宿”，引导理解“宿”就是住

宿、投宿，这里的“店”就是住宿的客店，就是现在的旅

馆、酒店。在同学等人的姓名中认识了“徐”。“徐公”

指一位姓徐的老人。 

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题目的意思： 

宿新市徐公店：投宿在新市徐公的客店【出示课件 3】 

4.读诗题。现在请你根据诗题的意思把诗题读正确

吧！ 

宿/新市/徐公店 

5.简介作者以及写作背景 

杨万里，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江西省吉水

县黄桥镇湴塘村）人。南宋大臣，著名文学家、诗人，与

陆游、尤袤、范成大并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被誉为

一代诗宗。因宋光宗曾为其亲书“诚斋”二字，故学者称

其为“诚斋先生”。【出示课件 4】 

写作背景：这首诗作于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

诗人在外出的旅途中，经过新市，住在一间姓徐的人开设

的客店里，农村美丽的风光和儿童嬉戏的情景，深深吸引

了他，触发了他的诗兴。【出示课件 5】 

 

 

 

 

了解作者及写作

本篇文章的背景，有助

于学生理解课文，感受

真情。 

 

新课 

教学 

（   

）分钟 

二、初读课文，解决字词 

1.学生自读课文，要求：【出示课件 6】 

（1）大声、流利地读古诗，读准字音，读通诗句。 

（2）遇到自己喜欢的语句，多读几遍。 

2.自学课文生字词，可以用笔在文中圈出来，然后借

助课文注释及其他用合适的方法来解决生字词。 

3.检查学习效果，相机指导。【出示课件 7】 

（1）生字 

 ①注意读准平舌音“宿”，翘舌音“疏”，边音“篱” 

②指导书写“篱、疏” 

注意“篱”上下结构，上窄下宽，倒数第二笔是撇折。 

“疏”左右结构，左窄右宽，第一笔是横撇，下面的

   

 

 

 

鼓励学生自主预

习课文，解决字词障

碍，可以提高自学能

力，培养学生主动理解

词语的兴趣。 

 

 

 

 



 

“止”最后一笔横要变成提。 

（2）词语理解。【出示课件 8】 

新市：地名，在今湖南攸县北。 

疏疏：稀疏。 

阴：树荫。 

三、图文结合，初读感知 

  1.了解景物。自由朗读后交流：杨万里在诗中写到了

哪些景物，在诗句中做上记号。再看看图，说说图上有哪

些景物。 

预设：杨万里在诗中写到的景物有“篱”（篱笆）“树”

“菜花”（油菜花）“儿童”“黄蝶”； 

预设：从图中还能看到田边小路。 

根据学生交流情况指导理解： 

“篱落” 指的就是篱笆； 

“树头”是指树枝上。 

“小路”就是诗中所写的“小径”。（板书：篱落、

一径、枝头（静）儿童、黄蝶、菜花 （动）） 

  2.再读诗句，读通顺。 

  四、重点突破，理解诗意 

  1.看看图，说一说这些景物分别是怎样的？【出示课

件 9】 

  （  ）的篱落   （  ）的小径 

  （  ）的儿童   （  ）的蝴蝶 

  （  ）的菜花   （  ）的树 

2.读诗句，作者是怎样描写这些景物的？说一说。 

 根据对词语的理解，小组讨论交流。 

选代表展示交流： 

预设：篱笆很稀疏，小路很长。 

指导图文对照了解“疏疏、深”；指导联系“花落知多

少”理解“花落”；看图并根据语境强调“走”在古时指

的就是跑。 

“无处寻”用你自己的话该怎么说？（没有找到） 

我们学过的哪句诗句里中的“无”也是指“没有”的

 

 

 

 

 

 

 

 

 

 

 

故事导入为下一

步的学生编故事做了

一个很好的示范与情

境营造，也为学生打开

了学习古诗“欣赏风

景”的小窗。从诗中找

景，再与图对应，能使

学生快速把握诗的主

景，领略诗中风光，在

潜意识中形成一定的

学习方法。 

 

 

 

 

 

 

 

 

以正确的字词理解为

基础，在理解过程中，

辅以画面帮助，在联系

中发现古诗理解的规

律，在一定程度上梳理

了知识，掌握了语言规



 

意思？（草色遥看近却无中“无”是没有的意思。） 

3.再读诗句，读好节奏。【出示课件 10】 

宿新市徐公店 

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新绿//未成阴。 

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五、吟吟诵诵，渐入诗境 

1.我们读着诗句，就仿佛跟随诗人杨万里欣赏到了田

园风光，请你把欣赏到的景色说给大家听吧！ 

小组交流说诗意，再在全班交流：【出示课件 11】 

（诗句的大意：稀疏的篱笆旁有一条深长的小径，树

上的花儿谢了，露出一些新绿，叶子还没成阴。儿童奔跑

着追赶黄色的蝴蝶，蝶儿飞进黄山的菜花丛中没法找寻。） 

（板书：黄 新绿 黄） 

2.看着这样的景色，这样的情景，诗人杨万里会想些

什么，他有怎样的感受呢？【出示课件 12】 

预设：诗人被这美丽的景色吸引了，非常喜爱这乡村

田园风光。（板书：情：喜爱） 

请你把最喜爱的最有感受的诗句读一读。 

  3.配乐一齐读诗。这是诗人的感受，更是大家的感受，

请你随着音乐把诗诵读一番，读出自己的感受。 

  六、图文对照，学编故事 

  1.这首诗虽然只有二十八个字，但在诗人眼里不仅仅

是一个短短的镜头，展开想象，把你“见”到的说给同学

听听吧。【出示课件 13】 

  （这时，从小路的远处，跑来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

他正在追赶一只黄色的蝴蝶。黄蝶儿忽高忽低，忽左忽右，

忽上忽下，好像故意与他捉迷藏。追了一会儿，黄蝶儿大

概也飞累了吧，它停了下来，歇在路旁的篱笆上，小男孩

也停住了脚，眼睛紧盯着蝴蝶，一边用袖子去擦脸上的汗

珠。诗人这时仔细地打量起眼前的小男孩：圆圆的脸上嵌

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透出他的天真和可爱。淡紫色的短

褂，蓝色的长裤在暮春的田野里显得更加艳丽。说时迟，

那时快，小孩双手一拢，猛地朝蝴蝶扑去。可是还没等他

律，使学习有规律可

循。 

 

 

 

 

入诗境、悟诗情在

交流中强调情感的激

发，让学生与诗人的

情、诗句的境形成共

鸣。 

 

 

 

 

 

 

 

 

 

 

 

以诗为媒介开展听

说训练，既发展了学生

的语言，又深化了诗的

意境，使诗境丰满，境

入人心。 



 

把手合拢，那蝴蝶已机灵地扇动翅膀，飞进油菜花丛里去

了，再也找不到了。看着那一片金黄的菜花。小男孩非常

懊恼，满脸的不高兴。他瞅了诗人一眼，便蹦跳着跑开，

去寻找新的快乐了。） 

2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和默写。 

你能看着图吟诵给同学们听吗？（指导有感情背诵） 

在背诵的基础上，把这首诗默写下来，注意不要写错别字。 

课堂小

结及拓

展延伸

（  ）

分钟 

七、课堂总结，再现课文。【出示课件 14】 

1. 古时候的乡村生活真是太美了，诗人对乡村生活

更是充满了喜爱之情，请你想象乡村生活的画面，用喜爱

的语气再读一读全文吧！ 

2. 本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同时也是一个有趣的

故事，请把这个故事写下来，看谁写得生动，想象丰富。 

 

   

板书 

内容 

诗  宿新市徐公店【出示课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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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堂作业新设计【出示课件 16-18】 



 

一、一字多音我会选。 

xiǔ   sù 

  1.昨天晚上，我在同学家住了一宿（ ）。 

2.下了晚自习，同学们都要回宿（ ）舍。 

二、读拼音，写汉字。 

  黄昏时分， 一只蜻蜓 xú xú （    ）落在 xīshū（     ）的 lí bɑ（     ）上，准备

要在这儿借 sù（   ）一晚。    

三、火眼金睛，辨字组词。 

  宿（   ） 未（   ） 径（   ）   菜（   ） 

  宜（   ） 味（   ） 经（   ）   彩（   ） 

四、读读古诗，说说自己的理解。 

1.这首诗是________代诗人________写的。诗中描写了________种景物，分别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表达了诗人                        之情。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一句写出了儿童在花丛中捕蝶的欢乐

情景。 

【答案】 

一、 徐徐  篱笆  生疏   

二、住宿  适宜  未来  品味  小径  经过  白菜  彩色 

三、1.xiǔ    2.sù 

四、1.宋  杨万里  6  篱落、一径、枝头 儿童 黄蝶 菜花 对田园生活的喜爱  

 2.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教学反思 

成功之处： 

反思整个教学过程，成功之处有以下方面： 

  1.注重诵读指导。诵读的自然在于各个学习时段安排不同形式的读，读出质量。初读

时要读，指名读，听读，齐读，把字音读正确，把诗句读正确；理解诗句时要读，默读，

落重音读，把停顿读正确，把节奏读正确；吟诵时要读，配乐读，看图诵读，把诗意读出

来，把情感读出来。 

  2.图文结合，读中理解诗意，悟出诗情。图文结合讲求自然，切忌牵着学生的鼻子走，



 

在需要帮助时引导学生看看图，在部分学生关注时一起分享“成果”来看看图学一学；感

受诗情讲求自然，诗人有诗人的情，读者有读者的情，时空不同，老少有异，只要个性的

理解来自于对诗意的正确把握，来源于学生的心灵深处，一切情皆可融入那明艳的“暮春

扑蝶图”中。 

    不足之处： 

在朗读方面下的功夫还不够。 

今后应该多联系生活，谈体会和感悟的基础上，自然过渡到感情朗读，多多培养学生

的感情朗读古诗的能力。 

 

第二课时（《四时田园杂兴》）  

教学 

目标 

1.了解诗词内容，感受古诗词中描绘的乡村风光，体会诗人在诗文中表

达的思想感情。 

2.自主识字，会读“杂”字，会写“杂、稀、蜻、蜓”等 4 个生字。正

确读写“杂兴”“菜花稀”“蜻蜓”等词语。 

3.有感情地朗读、背诵古诗，默写古诗。 

4.随机渗透学习古诗的方法，会借助注释理解古诗的大意，并能用自己

的话说出诗句的主要意思。通过看插图、想象画面等方式帮助学生体验意境，

感受田园生活带来的情趣，体会诗人对田园生活的热爱。 

教具 

准备 
 课件 

教学设计 设计意图 

导入 

（  ）分

钟 

一、创设情境，激情导入 

1.揭题。一年之中有哪几个季节？你能用一首诗

来告诉同学们你喜欢哪个季节吗？【出示课件 20】 

（学生交流）是呀！在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就学习

了有关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古诗，今天我们再学习一

首古诗《四时田园杂兴》，板书课题：《四时田园杂

兴》注意“杂”字，下面的部分，不是“木”。 

2.读诗题，解题意。 

请同学来读诗题。 

“四时”“兴”是什么意思？谁能用自己的话说

  

 

 

导入环节的设计，

回顾旧知，引起新知，

激发情感，为学习新课

做好准备。 

 



 

一说题目的意思？并猜想一下诗文会写些什么内

容？ 

【出示课件 21】( “四时田园杂兴”的“兴”，

四声。“即兴”意思是：对眼前景物有所感触，临时

发生兴致而创作。这里的“兴”，兴致，兴趣，“四

时田园杂兴”，从一年四季的田园风光引发的各种即

兴作品。) 

“四时”在这儿表示的是——一年四季，那么整

个题目的意思连起来说就是——诗人看到一年四季

不同的田园景色而产生了很多的感想。 

师：你看，抓住重点词突破，然后连起来用上自

己的话来说就是题目的意思！带着自己的理解，再一

起读读题目。 

《四时田园杂兴》共 60 首。分“春日”“晚春”

“夏日”“秋日”“冬日”五组。今天咱们所要学的

只是这其中的一首。 

2. 简介作者以及写作背景【出示课件 22】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号石湖居士，

吴郡（今江苏苏州）人，绍兴二十四年进士。其诗题

材广泛，对农民的痛苦，官吏的残暴等都有反映，诗

风清逸淡远。著有《石湖居士诗集》《石湖词》《吴

湖录》等。） 



 

新课 

教学 

（   ）

分钟 

二、初读课文，自学字词 

1.认识生字：【出示课件 23】杂、稀、蜻、蜓。 

注意读准平舌音“杂”，后鼻音“蜻、蜓”。 

2.指导书写【出示课件 24】 

“蜻、蜓、稀”都是左右结构，且左窄右宽，特

别是“蜓”字，右边不要写成“延”。 

3.反复多读几遍这首诗，通过查字典，结合课文

注释，想想词语的意思，想想这首诗大体写什么。把

不理解的地方勾画出来，小组讨论。 

4.检查学习效果，相机指导。【出示课件 25】 

（1）梅子：梅树的果实，夏季成熟，可以吃。 

（2）麦花：荞麦花。荞麦是一种粮食作物，春

秋都可以播种，生长期很短。花为白色或淡红色，果

实磨成粉供食用。 

（3）蛱（jiá）蝶：蝴蝶的一种。 

三、初读古诗，感知内容 

1.指导读准字音，读出节奏： 

（1）个人自由朗读。 

（2）指名试读，评议。 

2.读了这首诗，你能简要地说说诗歌写的什么情

景吗？ 

3.小声自读，边想画：想想这首诗描写的是什么

季节的田园风光？诗中都写了哪些景物？他们分别

怎么样？【出示课件 26】 

（这首诗写初夏江南的田园景色。诗中用梅子

黄、杏子肥、麦花白、菜花稀，写出了夏季南方农村

景物的特点。） 

引导回答上面问题，并小结板书：  

初夏江南景色：梅子黄、杏子肥、麦花白、菜花

稀 

齐读（正音，注意读出诗的节奏） 

四、学习诗文，探究诗意 

  

 

训练学生自读课文，自

行解决词语的能力，训

练学生的理解能力，为

学习古诗打下基础。 

 

 

 

 

 

 

 

 

 

 

 

 

 

 

 

 

 

    整体感知，初读课

文，整体把握，层层深

入，下面的学习降低了

难度。 

 

 

 

 

 

 

 

 

 

 

 

 

 



 

1.交流学法 

同学们，古诗语言简练，但含义深远，所以在学

习的过程中，我们先要了解诗的大概意思，平时遇到

一首新的古诗你是怎么学的？（交流学习方法） 

预设：可以借助课文注释理解。 

预设：可以查字典，查资料理解。 

预设：还可以问老师。 

是的，这些都是学习古诗的方法。接下来，咱们

就先借助诗句下面的注释，来读懂重点字词的意思，

把这些词的意思串起来就是每行诗句的含义，再把每

行诗的意思连起来，用上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整首诗的

意思啦！ 

 2.学生自学 

3.大概说说诗句的意思。（同桌说，指名说） 

  （1）刚才，你读懂了哪句？ 

 （指点“惟有、日长”等重点词在诗句中的意思：

惟有：只有；日长：天长了。） 

（2）知道了这些词在古诗中的意思，谁能把这

首诗的意思连起来，再来说说？  

（3）教师随机点拨，注意语言表述上的流畅。 

  照刚才他的说法，你觉得还缺少些什么？ 

（借助注释，能把意思说完整了；借助工具书，

读懂诗意，是一种学习方法，但在说的时候我们还要

有自己的想法）【出示课件 27】 

4.质疑：还有哪些地方不明白的？ 

四、品词赏句，想象悟情 

1.赏析“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出

示课件 28】 

 （1）诗歌一、二句写了什么内容？ 

 （2）交流： 

（一树树梅子变得金黄，杏子也越长越大了；荞

麦花一片雪白，油菜花倒显得稀稀落落。） 

 

 

 

逐词逐句概括句意，

再用简练的语言概括

段意，并提炼成诗句，

这是教会学生抓住要

点品读感悟的阅读方

法。   

 

 

 

 

 

 

 

 

 

 

 

 

先交流学习方法，

再让学生自学，交流讨

论，并提出质疑，体现

了“以学生为主体”的

教学模式。 

 

 

 

 

 

 

 

 

 



 

 2.赏析“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蛱蝶飞。”

【出示课件 29】 

 （1）诗歌三、四句写了什么内容？ 

 （2）交流：（天长了，农民忙着在地里干活，

中午也不回家，门前没有人走动；只有蜻蜓和蝴蝶

绕着篱笆飞来飞去。） 

（3）读诗思考：【出示课件 30】 

诗人描绘了什么季节的景物？你是从哪里感受

到的？ 

这首诗写初夏江南的田园景色。诗中用梅子黄、

杏子肥、麦花白、菜花稀，写出了夏季南方农村景物

的特点。 

五、再读古诗，交流探究   

 1.整首诗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你最喜欢哪一

句？为什么？【出示课件 31】 

宁静。第三句“日长篱落无人过”写正午时分的

幽静的景象。第四句中写“蜻蜓蛱蝶飞”显得田野静

悄悄的，以动写静。（板书：宁静 以动写静）  

   总结：这首诗在写法上运用了动静相衬的写作手

法。 

4.指导朗读：用轻柔、舒缓的语气朗读这首诗，

体会意境。 

5.尝试背诵：自由背——同桌背——全班背 

六、对比阅读，拓展延伸 

这首诗风格清新自然，语言亲切朴实，富有泥土

气息。描写了安静闲适的田园生活。（板书：清新、

田园、安逸闲适） 

拓展《四时田园杂兴》之一【出示课件 32】 

四时田园杂兴 

[宋] 范成大 

昼出耘田夜绩麻， 

村庄儿女各当家。 

 

 

 

 

 

 

 

 

 

 

 

 

 

 

 

 

 

 

 

 

 

 

 

 

 

 

 

 

 

 

 

 

通过对比阅读，了解

范成大田园诗歌的内

容和表达的思想感情。 



 

童孙未解供耕织， 

也傍桑阴学种瓜。 

 (过渡)师：刚才我们在学习这首诗的时候，除了

借助注释、插图外，还通过发挥想象，（板书）读懂

了、读好了这首诗。请大家再读读范成大的另一首《四

时田园杂兴》，这首诗又是在写什么呢？现在以四人

小组为单位读读这首诗，说说大意，读后谈谈自己的

感受。  

你可以仿照刚才学诗的方法，借助注释，想象画

面，来读懂整首诗的意思。 

2．学生交流，再全班交流。 

（1）指名读， 

（2）说诗句的意思，说说这首诗描写的是什么

季节的风光？ 

3.比较两首诗 

 （1）这两首诗都是写田园风光，前一首呢，诗

人重点在写什么呢？（写景），后一首，诗人着重描

写了村庄里男女劳动时的场景，让我们感受到劳动的

快乐，乡村生活的和谐，这么一种兴致。是呀，同样

是写田园诗，但诗人观察的角度不一样，写作的侧重

点也是不一样的。有写劳动场面的，有写景物的。看

来，这乡村的一草一木，一景一物，还有那各种各样

的人，在诗人眼中都是充满生机、活力的。只有热爱

生活的人才能捕捉到如此有生机和活力的场景。诗人

范成大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让我们把这种情感带进诗

中来读读吧！（读） 

 （2）看着这样喜人的景象，让我们不仅想起了

村庄男女劳动时的场面“昼出……”  

 （3）虽然只字不提劳动场面，但景物的描写同

样让人感受到了那农村的勃勃生机，劳动的喜悦。来，

让我们再一起读读这两首诗吧！ 



 

课堂小结

及拓展延

伸 

（  ）

分钟 

七、总结交流，拓展阅读【出示课件 33】 

 

1.说说这首诗描绘了怎样的景象？你从中体会到

了什么乐趣？ 

这首诗描写的是初夏农村的自然景色。让我们从

中体会到田园之美，自然之趣，劳动之乐。 

   2.搜集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的其他诗篇，阅

读欣赏。 

  

课堂延伸，训练学

生的概括能力和搜集

资料的能力。 

板书 

内容 

        四时田园杂兴【出示课件 34】 

 

初夏江南景色：梅子黄、杏子肥、麦花白、菜花稀 

清新、田园、宁静、 安逸、闲适 

课堂作业新设计【出示课件 35-37】 

一、拼一拼，写一写。 

傍晚时分，夕阳照在 xī （ ）疏的篱笆上，几只 qīnɡ tínɡ （       ）正落在上面

休息。 

二、形近字组词。              

梅（    ）  麦（     ）   唯（     ）  蛱（     ）   

海（    ）  青（     ）    惟（     ）  峡（     ）    

三、一字多音，我会判断（对的打“√”，错的打“×”）。  

1.今天得到老师的表扬，我很高兴．（xīng）。（    ） 

  2.刚才听到爸爸说要给我买台电脑,我听后兴．（xīng）奋极了。（    ） 

3.日长（cháng）篱落无人过。（    ） 

四、读读诗句，理解词语和句子。 

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蛱蝶飞。 

1.篱落：              蛱蝶：             惟有：            

2.说说读了这两句诗，你眼前浮现出怎样的画面？ 

                                                                             

【答案】 

一、稀 蜻   蜓 



 

二、梅子  小麦  唯一  蛱蝶  大海  青草  唯有  山峡  

三、1.× 2.√3.√ 

四、1.篱笆   蝴蝶的一种  只有  2.天长了，农民忙着在地里干活，中午也不回家，

门前没有人走动；只有蜻蜓和蝴蝶绕着篱笆飞来飞去。 

教学反思 

成功之处： 

反思整个教学过程，我自己认为成功之处有以下方面： 

一、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初读课文，并在此基础上，扫清字词障碍。培养学生的自主阅读能力，掌握生字词，

能够读通课文，为理解课文打下基础。对整首诗歌有个整体感知，初步体会田园生活的美

好。 

二、研读品味，理解诗情。 

这一教学环节是这节课的主体，通过理解词语，初步感知古诗内容，探究诗意，了解

诗情，步步深入，层层理解，通过抓住重点词句，理解诗人表达的思想感情。在教学时，

首先让学生了解作者及诗题，然后给予学生充分的时间去品读、感悟。在熟读诗歌的基础

上，梳理诗中的重点词句，抓住文中的字眼，理解整首诗的诗意。通过自学、小组交流、

全班反馈的形式充分调动学生的主体意识，引导学生层层深入。在此基础上，想象诗歌的

意境，体悟作者表达的情感。 

三、对比阅读，拓展延伸 

本课选取了《四时田园杂兴》“春日”组和本课的“夏日组”对比阅读，通过对比阅

读，既容易让学生体会诗句表达的思想感情，又拓展了学生的类文阅读，可谓一举两得，

学生学习兴趣浓厚，教学效果不错。 

不足之处： 

但教学永远是有缺憾的，在本课时的教学中，我认为还有不足的地方。存在的不足如

下： 

古诗的朗读力度还远远不够。今后应该在古诗朗读的节奏、韵律上下功夫。可以配乐

朗读，教师范读带动，让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入情入境地读，真正喜欢古诗，喜欢朗读。 

 

第三课时  

教学 

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认识“锄、剥”2 个字，会写“茅、檐、翁、锄、赖、剥”等6 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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