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顾炎武》

小学语文《静夜思》第一课时教学设计 

小学语文《静夜思》第一课时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１、学会５个生字，理解诗中的词语。 

２、理解诗的意思，能用自己的话把诗的大意说出来，体会诗人的思想感情。 

３、有感情地吟诵并背诵这首诗。 

【教学重点】 

１、理解诗句的意思。 

２、字理识记 5 个生字。 

【教学难点】体会诗人的思想感情。 

【教学时间】１课时 

【教具】多媒体电脑 

【教学方法】字理识字（析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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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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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过程】 

一、谈话引入 

我们学过哪些诗？（指名答，齐背《锄禾》）我国是一个诗歌大国，许多诗人留下了

优美的诗句。其中唐朝有一个著名的大诗人叫李白，他的诗以精巧的语言、独特的感受成

为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名篇。请看有关李白的动画。 

（ＣＡＩ演示，师口述：冬天，李白和他的亲人们在自家庭院里喝洒吟诗。春去秋来，

李白告别亲人，一个人离开家乡到外地去。秋意越来越浓，李白望着风雪，望着那轮又大

又圆的月亮，思念起家乡的亲人，写下了这首诗。 

（ＣＡＩ出示不带课题的全诗，师念诗） 

二、分析字理，指导学生理解诗句意思 

１、读一读，找节奏，初步感知。 

⑴自读诗文，要求：读准字音。（指名读，齐读） 

⑵师范读，生注意听，找出节奏。（指名答，ＣＡＩ用/画出各句节奏，如床前/明月/

光） 

⑶生按节奏练习读，要求读出抑扬顿挫及节奏。 

２、字理识字，赏析词句。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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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掌握了读好诗文的方法，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呢？ 

⑴教学第一行诗。 

①教学床字。 

（ＣＡＩ出示第一行诗）这行诗里有个生字。 

（ＣＡＩ出示田字格内的床字及读音）齐读正音，怎样记床字？（提示：床是什么结

构？偏旁是什么？） 

（ＣＡＩ演示床字各部分的分解与组合，师提示字理：古时候，用广字头表示房子，

广字头下面是个木字，表何意？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现在床不完全用木头做，

还可以用各种金属和材料制成，方便又舒适。） 

用床扩词（提示：床还可用做量词，如一床被子） 

②师示范解释诗意：床指木床，前指前面，明指明亮，月是月亮，光指光芒。把这几

个词的意思连起来，就是这行诗的意思。 

谁来说说这行诗的`意思？（提示：诗人在什么地方看见什么样的月光？）明月发出

的光是怎样的？（银白色） 

小结：翻译古诗时，把大概意思说出来就可以了，这行诗可以翻译成诗人在床前看见

一片银白色的月光。（ＣＡＩ出示诗意，齐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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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⑵教学第二行诗：诗人把月光当成了什么？（ＣＡＩ出示第二行诗，齐读） 

①教学疑字 

（ＣＡＩ出示田字格内的疑字及其读音）齐读正音，它是什么音节？什么结构？疑字

笔划较多，怎样记住它？可把它分成四部分（ＣＡＩ演示分解的四部分及其象形）左上方

是匕首，左下方是一支箭，右上方是长予，右下方是一名士兵。为了书写方便，右边实际

取的是矛字的上半部分和走字的下半部分。（板书矛走） 

（师讲字理：古代打仗面对强敌时，是用匕首短兵相接，还是用箭远射？是举着长矛

向前冲杀，还是干脆一走了之？真让人疑惑不解。所以疑的本义是指怀疑）（ＣＡＩ演示

兵往右走，四部分再合成一个疑字）在这首诗里是好比、好像的意思。 

（齐书写疑，师范写，生跟写一个） 

②学霜字 

霜也是比较难记的字（ＣＡＩ出示田字格内的霜字及其读者音）齐读正音。谁能用记

形声字的方法记霜字？（师提示：声旁相的读音和霜的读音是不一样的，雨字头表示霜从

天上洒落下来，凡是以雨字头作偏旁的字一般都表示一种自然现象。我们还学过哪些雨字

头的字？（板书雷）什么是霜呢？在气温降到０摄氏度以下时，靠近地面的空气中含的水

汽在小草、树上凝结成的白色冰晶。（师范写霜字）写霜字时，雨了头要写得扁一点，宽

一点，下面相字不要写得太长，注意把字写得紧凑些（生跟写一个）霜还可以用来比喻白

色，如有的老人头上长满了白发，我们说他是一头白霜。诗人在这里把什么当成了霜？为

什么会把月光当成了霜？（提示：它们什么地方相同？）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增广贤文》

谁能把两行诗连起来说一说？（提示：诗人看见什么，觉得怎么样？） 

③小结：这两行诗写在安静的夜里诗人所看到的景象，用霜比作月光，渲染出一种夜

深人静的清幽境界，表达了诗人独在他乡的孤独心情。 

（板书看疑霜） 

⑶教学第三行诗：（ＣＡＩ出示第三行诗）师读。 

①举头是什么意思？（抬头）诗人抬头干什么？（看月亮） 

（ＣＡＩ出示举头望明月比较：这两句有什么不同？为什么用望举头看明月）不用看？

（因为望字上面有个月亮，月亮高高挂在天上，要看离我们很远很远的东西方，用望字比

较好） 

②这行诗是什么意思？（板书明月）（指名答） 

⑷教学第四行诗：这时诗人想到了什么？（ＣＡＩ出示第四行诗）齐读。 

①教学思字 

思是本课生字。 

（ＣＡＩ出示田字格内的思字及读音）齐读正音。它是什么结构的？为什么是心字底？

心上面是个田字？（师：古代农民大部分从事农业生产，心里想着怎样把田种好，田放在

心上就是思。）思是何意？（想，思念）用思念说话。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增广贤文》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②故乡指什么？（家乡）思故乡是什么意思？（思念家乡）谁来说说这行诗的意思？ 

③除了思念家乡，还会思念什么？（亲人）亲人包括哪些人？谁能把诗人思乡的感情

吟诵出来？（自练，集体点评：语调要低一些，慢一些） 

④（ＣＡＩ出示后行诗） 

小结：这两行诗写诗人触景生情，由望月想到月下的故乡，从举头到低头，触动了思

乡的情怀，陷入深深的思念之中。（板书望思乡） 

⑸这首诗的意思大家都懂了，谁能把这首诗的意思连起来说一说？（同桌互说，指名

说） 

３、识内化，给诗取名 

⑴写诗人在安静的夜里思念家乡，根据诗意，谁能给这首诗取名？（板书：６静夜思）

这就是第６课，齐读。 

⑵教学静字 

（ＣＡＩ出示田字格内的静字及读音）它是什么结构？合起来是什么意思？（没有声

音）不争吵，就安静、清静了。（扩词）师范写：静第五笔是竖，不要写成撇。（生跟写） 

⑶扩展想象 

（ＣＡＩ回到原图，包括题目）诗人看着这个又大又圆的月亮，这可能是什么节日？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中秋）小朋友们可能在与父母干什么？（吃月饼，看月亮）但诗人却一个人在外地，此

时此刻，如果你是李白，一个人在外地，你会做什么？想什么？ 

⑷感情配乐读文 

４、课堂练习（随机） 

⑴填写诗句，说出带点字的意思 

，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 

⑵根据意思，很快说出诗句 

①诗人看见床前地上一片银白色的月光。（） 

②好像地上结了霜。（） 

③抬头望高高挂在天空中的月亮。（） 

④低下头思念起家乡。（） 

⑶齐背这首诗 

【板书设计】 

６、静夜思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看）月光──凝霜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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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游到纸上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第二课时功亦逆境过亦逆境导学案】 

张掖五中五环节高效课堂教学模式导学案 

第十课《顺境与逆境的双重变奏》 

第二课时：“功亦逆境，过亦逆境” 

教学目标：1、了解逆境的含义； 

2、认识逆境对人的成长与发展的消极作用和积极作用； 

3、能客观分析逆境的双重意义； 

4、正确面对生活中的逆境，在逆境中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努力上进。 

教学重点：逆境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 

教学难点：如何正确对待逆境。 

教学过程 

一．情景导入，揭示目标 

学生说出自己祝福过同学朋友的话语和朋友祝福过自己的话语。思考：这些话语能实

现吗？为什么？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二、创设情境自主探究 

] 

2．逆境的消极影响 

3．逆境的积极影响 

4．阅读 P104 至 P105，思考下列问题：顺境和逆境有何关系？ 

三、展示交流点拨提升 

马克思一生贫困潦倒，衣食无饱，却创立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人类解放指明

了方向和道路。歌德失恋后出版了轰动世界文坛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司马迁遭受宫刑

后，忍辱负痛，为后世留下了历史巨著《史记》。曹雪芹在“举家食粥粥常佘”的困境中

写出了鸿篇巨著《红楼梦》。孙中山一生，历经多次失败，终于取得了辛亥革命的伟大胜

利，成为伟大的民主革命家。 

（2）这一问题给他们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3）搜集并分析在逆境中奋进的人物？ 

四、师生互动拓展延伸 

五、达标测评巩固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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