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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悯农》是唐代诗人李绅的代表作之一，通过描

绘农民劳作的艰辛，表达对农民的同情和关怀。

李绅，唐代诗人，字公垂，生于唐大历七年，润

州无锡人（今江苏无锡）。他的作品多反映社会

矛盾和民生疾苦。

《悯农》以简洁明快的语言和生动的描绘，展示

了农民在烈日下辛勤耕耘的场景，以及丰收在望

的喜悦和担忧。

《悯农》简介及作者背景



诗歌主题与情感表达

通过诗歌的朗诵和解读，引导儿童理解和感受

农民的辛劳和付出，培养他们的感恩之心和尊

重劳动的意识。

情感表达深沉而真挚，体现了诗人对农民的深

厚感情和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

诗歌主题是同情和关怀农民，通过描绘农民的

劳作和生活，呼吁社会关注农民的生存状况。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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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大班儿童处于前运算阶段，思维具有具体形

象性，善于通过直观、具体的事物进行学习

和理解。

大班儿童心理特点分析

02
他们的好奇心强，喜欢提问和探究，对新鲜

事物充满兴趣，但注意力容易分散，需要教

师的引导和帮助。

03
在情感方面，大班儿童的道德感逐渐发展，

开始关注他人的情感和需要，并表现出一定

的同情心和责任感。
04

针对大班儿童的心理特点，教师可以通过生

动有趣的教学方式，如故事讲述、角色扮演

等，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引导他们深入理解

《悯农》的主题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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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与重点难
点



01
准确朗诵诗歌
引导幼儿准确、流畅地朗诵《悯农》，感受古诗的韵律美。

知识与技能目标设定

02
理解诗歌内容
帮助幼儿理解《悯农》所表达的农民劳作的艰辛和粮食的

来之不易。

03
识字与书写
指导幼儿认识并书写诗歌中的部分汉字，提升幼儿的书写

能力。



通过创设农田劳作的情境，引导幼儿亲身体验，

感受农民的辛勤付出。

情境创设法

运用启发式提问，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和探究欲，

引导幼儿深入思考诗歌内涵。

提问引导法

组织幼儿进行小组合作，共同讨论和分享对诗歌

的理解，培养幼儿的协作精神和团队意识。

小组合作法

过程与方法目标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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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粮食意识

通过诗歌教学，引导幼儿认识到粮食的珍贵和重要性，培养幼儿珍惜

粮食、节约资源的良好习惯。

同理心与感恩心

激发幼儿对农民的感激之情，培养幼儿学会感恩、关爱他人的品质。

热爱劳动观念

引导幼儿理解劳动的意义和价值，培养幼儿热爱劳动、尊重劳动人民

的情感态度。

情感态度价值观培养方向



重点

诗歌的朗诵与理解。通过多次练习和情境模拟，加深幼儿对诗歌的理解和感受。

难点
识字与书写。采用游戏化教学、形象记忆等方法，帮助幼儿轻松掌握汉字书写技巧。同时，

对于部分难以理解的汉字，教师可以通过故事讲解、图片展示等方式进行辅助讲解，以降低

幼儿的学习难度。

重点难点剖析及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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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与手段选
择



讲授法
通过教师系统讲解，向幼儿传授《悯农》的知识与情感。此法优点在于

信息量大、效率高；缺点在于幼儿被动接受，可能缺乏兴趣。

问答法
通过提问引导幼儿思考，培养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此法能激

发幼儿思维，但要求教师提问技巧高，且幼儿需有一定知识基础。

传统教学方法及其优缺点分析



利用图片、音频、视频等多媒体手段，生动

形象地展示《悯农》的内容。此法能吸引幼

儿注意力，提高学习兴趣，但需注意避免过

度依赖技术手段。

多媒体教学

创设与《悯农》相关的情境，让幼儿在情境

中体验和学习。此法能使幼儿更深入地理解

和感受诗歌，但实施难度较大。

情境教学

创新教学手段尝试及效果预测



结合儿童心理，优化教学方法

鼓励式教学

及时给予幼儿正面的鼓励和

肯定，增强其自信心和学习

动力。此法能满足幼儿渴望

被认可和赞美的心理需求。

游戏化教学

将教学内容融入游戏中，让

幼儿在玩乐中学习。此法符

合幼儿好奇、好动的心理特

点，能提高学习积极性。



小组讨论
组织幼儿进行分组讨论，鼓励其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感受。此法

能培养幼儿的合作精神和沟通能力。

角色扮演

互动环节设计，提高课堂参与度

让幼儿扮演《悯农》中的角色，通过表演来理解和表达诗歌内

容。此法能增强幼儿的情感体验和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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