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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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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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部编人教版】小学五年级下语文 1《古诗

三首》优质课教学设计] 部编版五年级语文下

册 

    1. 古诗三首    【教材分析】    《四时田园杂兴》是诗

人退居家乡后写的一组大型的田家诗，共六十首，描写农村春、

夏、秋、冬四个季节的景色和农民的生活，同时也反映了农民遭

受的剥削以及生活的困苦。   

    《稚子弄冰》这首诗写冬天孩子们的一场玩耍：一块大冰被

穿上彩线，当作钲来敲打，声音倒也清越响亮。突然冰锣敲碎落

地，发出水玉破裂的声音。诗写得清爽明快，稚子的嬉乐与绝望，

仿佛在目。   

    《村晚》是一首描写农村晚景的诗。四周长满青草的池塘里，

池水灌得满满的，太阳刚要落山，红红的火球似乎被山吃掉一样

〔是落山后〕，倒映在冰凉的池水波纹中。放牛回家的孩子横坐

在牛背，他拿着短笛随便的吹奏。诗人即景而写，构成了一幅饶

有生活情趣的农村晚景图。   

    【学情分析】  五年级的学生在古诗学习中已经积存了肯定

的阅历，对文本有独特的阅读体验。课文所描写的情景又都与儿

童有关，反映儿童生活，学生也可能有着相像的亲身经受，符合

学生的心理，简单引起学生情感的的共鸣，进而在阅读古诗中获

得感知，加以仿照，进展想象力，锻炼学生的理解能力和语言表

达能力。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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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  古诗三首   课型  讲读课文   授课  时间  3 课

时   教学  目标  1.自主学习字词，会认“昼、耘、供、稚、漪〞

5 个生字，理解字义，识记字形；  

正确书写会写字“昼、耘、桑、晓〞； 

正确读写课文中的重点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默写《四时田园杂兴〔其

三十一〕》。   

    3.借助注释和插图理解古诗的大意，并能用自己的话说出诗

句的主要意思。   

    4.体会古诗表达的的思想感情。   

    教学  重点   深入理解课文内容，体会的思想感情。   

    教学  难点  理解古诗大意，体会的思想感情。   

    第一课时  教学  目标  1.自主学习字词，会认 “昼、耘、

供〞3 个生字；  

正确书写会写字“昼、耘〞； 

正确读写课文中“耘田〞“绩麻〞等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背诵古诗。默写古诗。   

    3.借助注释和插图理解古诗的大意，并能用自己的话说出诗

句的主要意思。   

    4.通过观看插图、想象画面等方式关心学生体验意境，感受

田园生活带来的情趣，体会诗人对田园生活的喜爱。   

    5.引导学生发觉古诗词的美，培育学生阅读古诗词的兴趣，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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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其对古诗词的喜爱之情，从而使其养成课外主动积存的好习

惯。   

    教具  预备  课件：简介、词语解释、有关图片  教学设计  

设计意图  导入  〔 8 〕分钟  一、创设情境，激情导入。   

    1.同学们，在学习课文和课外阅读中肯定积存了许多古诗，

如今老师给同学们一个自我表现的机会，把你最喜爱的一首描写

春、夏、秋、冬的古诗朗诵给大家听。   

    2.学生自愿举手朗诵古诗。   

    3.教师评议。   

     4.【出示课件 2】谈话揭题：我国宋代有一位诗人，叫范

成大。他十分宠爱农村一年四季的生活，写了许多描写农村四季

的诗歌。今日我们来学习其中描写农村夏日生活中一个场景的一

首。〔板书：四时田园杂兴〔其三十一〕〕  5.朗读诗题，理解题

意：指名学生读课题。〔引导学生理解：“兴〞在这儿读第四声，

在文中的意思是兴致；  

“杂兴〞的意思是各种兴致； 

“四时〞在这诗中表示的是一年四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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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的感想。〕  

6.了解诗人。【出示课件 3】  范成大〔1126 年 6 月 26 日—1193

年 10 月 1 日〕，字致能，一字幼元，早年自号此山居士，晚号

石湖居士。平江府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南宋名臣、文学家、

诗人。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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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杨万里、陆游、尤袤合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激发学生的认知兴趣，使学习成

为他们自身迫切的需要，是引导学生主动探究、自主学习的前提。   

     新课  教学  〔 28 〕分钟  二、初读课文，解决字词。   

    1.初读诗歌，读准生字。   

    〔1〕学生自由读，要求读准字音，读通诗句。   

    〔2〕【出示课件 4】指名学生读，师生评议，重点指导读准

“昼、耘、供〞。   

    〔3〕【出示课件 5】指导书写会写字“昼、耘〞。   

    ①学生观看生字，沟通生字的书写特点。   

    ②老师范写,学生仔细观看。   

    ③学生练习书写,教师巡察指导。   

    ④展示书写正确、美观的学生习字，让学生互相沟通、互相

借鉴。   

    2.理解词语。   

    让学生结合注释和自己的学习阅历，相互沟通对古诗中词语

的理解。   

    三、借助注释，理解诗意。   

    1.学生熟读古诗。自由读、同桌读、小组读、开火车读、竞

赛读。   

    2.借助注释相互沟通：用自己的话说说诗句的意思。   

    3.全班沟通，教师评议并小结：白天出去给田里锄草，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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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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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回家搓麻绳，农家男女都各自挑起家庭的重担。儿童不明白

怎么耕田织布，但也在桑树下学着大人的样子种瓜。   

    四、品读欣赏，深入探究。   

    1.赏析诗句“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板书：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出示课件 6】  〔1〕小

组沟通：这两句诗写了什么内容？〔农民劳动的繁忙景象。〕〔板

书：辛勤劳动〕  〔2〕想象沟通：   

 ①“昼〞和“夜〞分别指什么？〔白天和晚上。〕  ②农民们除

了“耘田〞“绩麻〞还要干些什么农活？〔插秧、收割、犁地、

积肥……〕。   

    ③看到此情景会对“村庄儿女〞说些什么？〔农家男女都各

自 挑 起 家 庭 的 重 担 。 你 们 虽 然 辛 苦 ， 但 生 活 是 欢 乐

的。〕        鼓舞学生运用多种方法识记生字、理解词语，表

达学生学习的主体性、主动性和自觉性，养成学生良好的学习习

惯。   

     〔3〕指导朗读。〔读出对“村庄儿女〞的敬重和赞美之情，

读出诗的节奏。〕〔板书：赞美〕  ①指名读，师生评议。   

    A．读出农民的辛苦。   

    B．读出农民的劳碌，表现繁忙的劳动场面。   

    C．读出农家生活的和谐。   

    ②反复读：自由读、指名读、教师读、学生再读、齐读。   

    〔4〕教师小结：从短短的诗句里我们感受到了农民劳动的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增广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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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和劳碌，但在当时这种男耕女织的生活却是诗人这种文人墨

客所憧憬的。劳碌了一天，晚上一家人各自做着各自的事情，这

种温馨，使人们劳动的疲乏和劳累一扫而光，这种欢乐与满足就

是人们从劳动中得到的。再次齐读课文，试着把这种满足与欢乐

通过朗读表现出来。   

    2.赏析诗句“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板书：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出示课件 10】  〔1〕课

件出示课文插图，引导学生观看图画，抓住儿童神态、动作，想

象儿童会说些什么。用自己的话描述自己想象到的当时的情景。   

    〔2〕你们了解了这些孩子的什么特点？〔天真、勤劳、好

学、可爱、爱劳动……〕〔板书：天真可爱〕  〔3〕教师引读：

在当时的农村不只是村子里的男男女女各尽其能，做着分内的事，

就连那小孩也——“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4〕

【出示课件 12】小组沟通：从“童孙〞“学种瓜〞中你感受到

了什么？   ①孩子们很懂事：父母的勤劳感染了村庄的“童孙〞，

孩子们也喜爱上了劳动。   

    ②孩子们的欢乐：他们感受到劳动的欢乐，心里也想到了丰

收时收获的欢乐。   

    ③孩子们的可爱：从孩子们的神情、动作感受到他们的童真

童趣，俏皮可爱。   

    〔5〕指导朗读：在朗读中表现出孩子们的自豪；  

读出孩子们的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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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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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出小孩子的淘气可爱； 

读出小孩子的聪明好学； 

读出对他们的宠爱之情     引导学生在反复朗读中细细品味，

练习有感情地诵读，不但让学生领悟诗句的表层意思，还要领悟

诗句的深层意思，体会诗句语言的感情色彩，体会诗人丰富的思

想和情感内涵。 

      ……〔板书：宠爱〕  3.了解写法。   

    〔1〕在这首诗中以什么为写作题材？〔农村生活。〕  〔2〕

是怎样描写农家生活的？〔抓住农家生活的片段，运用通俗的语

言，如“耘田、绩麻、村庄、儿女、  童孙、耕织、种瓜〞等词

语，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3〕教师小结：在这首诗中运用

平白、朴实、自然的语言勾画出质朴的乡村生活的画面，具有浓

浓的乡村生活气息。   

    课堂小结及拓展延长〔 4 〕分钟   五、课堂总结，拓展阅

读。   

    1.《四时田园杂兴〔其三十一〕》是南宋诗人范成大所作的

一首田园诗，是其所创组诗《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中的一首，

诗人抓住村庄男女的劳动局面描写，男的外出劳作，女的在家劳

碌，就连孩子们也深受家长勤劳品质的影响，学着做一些力所能

及的事，真实地再现夏日乡村农忙时的质朴生活。那生活充溢着

辛劳，也充溢着恬适。   

    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对儿童的〔    〕，对劳动人民的〔    〕，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尽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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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对乡村生活的〔    〕。全诗语言平白、朴实、自然，具有

浓浓的乡村生活气息。   

    宠爱    赞美    喜爱  2.学生自由阅读。【出示课件 13】  

四时田园杂兴〔其二〕  (宋)范成大   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

洁白菜花稀。   

    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蛱蝶飞。   

    3.搜集并阅读《四时田园杂兴》中的其他诗句。   

          在学习完课文之后，补充《四时田园杂兴》的其他诗

句，鼓舞学生自读自悟，激发学生收集和阅读田园诗的兴趣。   

    板书  内容  四时田园杂兴  【宋】范成大  昼出耘田夜绩

麻，  村庄儿女各当家。   

     辛勤劳动    赞美     童孙未解供耕织，  也傍桑阴学种

瓜。   

     天真可爱    宠爱    课堂作业新设计  一、默写古诗《四

时田园杂兴〔其三十一〕》，并完成后面练习。   

     四时田园杂兴〔其三十一〕   昼出耘田     ，村庄儿女

各当家 。   

     ，也傍    学种瓜 。   

    1． 选择以下加点词语的正确意思。   

    耘田  〔    〕①在田里锄草   ②犁地  傍    〔    〕

①靠近     ②并排  2．用自己的话写出这首诗后两行的意思。   

        二、查资料，抄写一首自己喜爱的其他田园诗。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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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一、1.夜绩麻   童孙未解供耕织   桑阴   

2.①   ①  3. 儿童不明白怎么耕田织布，但也在桑树下学着大

人的样子种瓜。   

    二、乡村四月    ：翁卷 (宋)    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

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第二课时  教学  目标  1.自主学习字词，读准“稚〞字音，

理解字义，识记字形；  

正确书写会写字“晓〞； 

正确读写课文中“稚子〞等词语。 

    2.有感情的朗读、背诵古诗。   

    3.借助注释和插图理解古诗的大意，并能用自己的话说出诗

句的意思。   

     4.凭借语言文字注解、图片等，在反复诵读的基础上，想

象诗歌所描绘的情景，体会诗人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感受诗歌的

语言美和内蕴美。   

    5.领悟的感情，感受童年生活的情趣和快乐。   

    教具  预备  课件：简介、词语解释、有关图片  教学设计  

设计意图  导入  〔 8 〕分钟  一、创设情境，激情导入  1.

同学们，你们了解我国古代诗人杨万里吗？  2.学生沟通与杨万

里有关的资料。   

    3.教师评议。【出示课件 3】学生自由阅读。   

    杨万里〔1127 年 10 月 29 日-1206 年 6 月 15 日〕，字廷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增广贤文》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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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江西省吉水县〕人。南宋有名文学家、

爱国诗人，与陆游、尤袤、范成大合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

被誉为一代诗宗。   

    杨万里一生写作勤奋，相传有诗二万余首，现存诗四千二百

首。有《诚斋集》行世。   

    4.引导学生沟通读过的杨万里的诗。【出示课件 4】  宿新

市徐公店  宋代：杨万里  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阴。   

    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舟过安仁  宋代：杨万里  一叶渔船两小童，收篙停棹坐船

中。   

    怪生无雨都张伞，不是遮头是使风。   

    4.谈话揭题：以上两首诗都与儿童生活有关。《宿新市徐公

店》是一首描写暮春农村景色的诗歌，诗中描绘了儿童捕蝶的快

乐场面，将儿童的天真活泼、好奇好胜的神态和心理刻画得惟妙

惟肖，跃然纸上。《舟过安仁》浅白如话，充满情趣，展示了无

忧无虑的两个小渔童的充满童稚的行为——以伞当帆来使船前

进。其行为中透出了只有儿童才有的奇思妙想，表达了两小童的

可爱与聪明。今日我们再来学习杨万里描写儿童生活的另一首古

诗《稚子弄冰》。   

    沟通学生熟识的古诗，创设童年生活的童趣画面，引领学生

自觉走入诗的意境。为课堂营造轻快、愉悦的学习气氛，激发了

学生的学习情趣。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丹青不知老将至，贫贱于我如浮云。——杜甫

 

- 11 - 

    〔板书：稚子弄冰〕  5.朗读诗题，理解题意：指名学生读

课题。〔“稚子〞在这儿的意思是幼小的孩子；  

“弄〞是“玩〞的意思。整个题目的意思连起来说就是幼小的孩

子玩冰。〕  6.了解写作背景。【出示课件 4】  此诗作于宋孝宗

淳熙六年〔1179〕春，杨万里当时在常州任上。打春牛是古时

的风俗，立春前一日，用土牛打春，以示迎春和劝农。这首诗写

儿童看到大人们鞭打春牛的场面后进行仿照的情景，这一场景引

起诗人对丰收的联想。 

     新课  教学  〔 30 〕分钟  二、初读课文，解决字词  1.

初读诗歌，读准生字，指导书写 。   

    〔1〕学生自由读，要求读准字音，读通诗句。   

    〔2〕指名学生读，师生评议，【出示课件 5】重点指导读准

“稚〞。   

    〔3〕指导书写会写字“晓〞。   

    ①学生观看生字，沟通生字的书写特点。   

    ②老师范写,学生仔细观看。   

    ③学生练习书写,教师巡察指导。   

    ④投影展示书写正确、美观的学生习字，在互相沟通中引导

学生互相借鉴。   

    2.理解词语：学生结合注释和自己的学习阅历，相互沟通对

古诗中词语的理解。   

    三、借助注释，理解诗意【出示课件 6】  1.学生熟读课文：



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白居易》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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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读、同桌读、小组读、开火车读、竞赛读。   

    2.借助注释相互沟通：用自己的话说说诗句的意思。   

    3.全班沟通，教师评议并小结【出示课件 7】：早晨，满脸

稚气的小孩，将夜间冻结在盘中的冰块脱下，用彩线串起，当做

银钲。提在手中，轻轻敲打，冰块发出穿林而过的响声。当欣赏

者正醉心于那穿林而过的响声时，突然却听到了另一种声音—

—冰块落地，发出了水玉破裂的声音。   

      四、品读欣赏，深入探究  1.指名学生朗读全诗，其他同

学闭眼想象，然后找同学说一说，你眼前出现了怎样的场景。全

班同学齐读诗歌。   

    2.小组沟通，说说自己的感受。   

    3.全班沟通，教师评议，相机小结。   

    〔1〕在这首诗中抓住瞬间快景避开直接描写，用生动形象

的“穿林〞响声和贴切的比方，用老者的目光欣赏稚子的情趣。   

    〔2〕诗中孩子“弄冰〞的场景，充满了乐趣。【出示课件 8】  

①心态上：虽然在寒冷的天气里“弄冰〞，但孩子兴趣深厚。   

    ②色泽上：“金〞盆“彩〞丝串“银〞冰。〔板书：色泽上—

—金盆  彩丝  银钲〕  ③形态上：是用“金盆〞脱出的“银钲〞，

圆形。〔板书：形态上——圆形〕  ④声音上：有 “玉罄穿林

响〞的高亢，忽又转作“玻璃碎地声〞的清脆。〔板书：声音上

——玉罄穿林响  玻璃碎地声〕  〔3〕全诗形色兼具，赏心悦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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