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级国学经典诵读教案 

1.秋浦歌月日第节 

教学目标： 

1、借助教材注释，结合课外资料，通过独立自主地研究，

正确理解这首古诗的大概意思。 

2、咀嚼和体悟同类诗的情味，在反复诵读与融情想象中，

感受诗歌的情绪和意象，受到心灵的熏陶和滋养。 

3、在两首古诗的对比参读中，初步感受 XXX 与 XXX 写

作风格的区别。 

4、能有感情地背诵这首诗，并能默写。 

教学重难点：感悟诗情 

教学准备：课件 

教学活动及过程： 

一、导入 

1、我们在校本课程“名人名诗”中学了近二十首 XXX 的

诗。XXX 成了我们跨时空的朋友。出示 XXX 图片，对这朋友

了解多少呢，谁来说一说。 

2、这节课，我们再来研究一首 XXX 的《秋浦歌》。秋

浦在今安徽省贵池县西，是唐代银和铜的产地之一，XXX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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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贵排挤出长安后十年，漫游到此，写了一组诗，共十七首，

这是其中的第十五首。这时他已经五十多岁了。 

「知人论诗、整体观照，实为古诗研究之重要门径。本案

设计，巧在开课伊始，即利用学生以前的积累，穿越时空，一

千多年前的 XXX 仿佛就是近在身边的朋友。」二、初读，了

解诗意 

1、谁先来跟 XXX 打了招呼，字正腔圆地念一念这首

《秋浦歌》。指名读——齐读丈、长、霜是押韵的韵脚，后鼻

音读准才有味道。 

2、诗读准了，读通了，接下来要了解诗意，大家有甚么

好办法？ 

多读，借助教材中的注释、图片，结合课内外的资料，争

取自己读懂这首诗。3、课本中有哪几个字的注释？缘，由于，

因为。现在我们使用的缘故、缘由都有这个意思。 

谁先来交流一下自己的理解？ 

你能读一读这首诗吗？ 

4、我的白发有三千丈，因为我的愁怨也是这样长。我竟

不知道明镜里映出的白发，是从哪里来的？ 

是啊，我们仿佛看见 XXX 对镜自怜、自悲、自叹，最后

竟背转身不忍再看了。你看。5、播放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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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立足于学情，让学生有充分的时间自学、交流。

之后，与信息手艺相结合，播放此首诗的动画，起到理解与感

悟的升华。」 

三、探究，体悟诗情 

1、这首诗表达了 XXX 若何的情绪，诗中用了哪一个字？ 

2、朋友之间贵在知心。你们知道 XXX 愁甚么，以致白

发三千丈吗？以你对 XXX 的了解，静下心想想，假如你就是

镜子前的 XXX ，见到自己满头的白发，你会想到些甚么？交

流、朗读 

3、师激情：往事的种种都涌上心头，自己空怀远大的抱

负，但屡遭挫折。如今，满头白发，日趋衰老。难道我的终身

就要这样过去吗？我的理想难道永远不克不及实现了吗？他不

禁大声吟出：齐读。 

4.学生背诵古诗。 

板书设计：秋浦歌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不知明镜里，那边得秋霜。 

2.秋夜寄 XXX 员外月日第节 

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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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借助教材注释，结合课外资料，通过独立自主地研究，

正确理解这首古诗的大概意思。2、咀嚼和体悟同类诗的情味，

在反复诵读与融情想象中，感受诗歌的情绪和意象，受到心灵

的熏陶和滋养。 

教学重难点：感悟诗情 

教学活动及过程： 

一、导入 

1、。出示 XXX 图片，对这个诗人了解多少呢，谁来说

一说。 

2、这节课，我们再来进修一首 XXX 的秋夜寄邱二十二

员外。 

秋夜寄邱二十二员外》是唐代著名花间派代表诗人 XXX

的作品。原文为“XXX 属秋夜，漫步 XXX 。XXX 松子落，幽

人应未眠。”XXX 的五言绝句，一向为诗论家所推崇。这首诗

是他的五绝代表作之一。它给与读者的艺术享用，第一就是这

一古雅闲淡的风格美。XXX 在《岘佣说诗》中曾歌颂这首诗

“幽静不减摩诘，皆五绝中之正法眼藏也”。它不以强烈的语言

打动读者，只是从容下笔，淡淡着墨，而语浅情深，言简意长，

使人感到韵味悠永，玩绎不尽。 

二、初读，了解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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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谁先来跟 XXX 打了招呼，字正腔圆地念一念这首

《秋夜寄邱二十二员外》。指名读——齐读 

2、诗读准了，读通了，接下来要了解诗意，大家有甚么

好办法？ 

多读，借助教材中的解释、图片，结合课内外的资料，争

取自己读懂这首诗。3、课本中有哪几个字的解释？谁先来交

流一下自己的理解？ 

你能读一读这首诗吗？XXX 的五言绝句，一向为诗论家

所推崇。XXX 在《诗薮》中说：“中唐五言绝，苏州最古，

XXX 、XXX 。”XXX 潜在《说诗晬语》中说：“五言绝句，右

丞之自然、太白之高妙、苏州之古淡，并入化境。”上面这首

诗是他的五绝代表作之一。它给与读者的艺术享受，首先就是

这一古雅闲淡的风格美。XXX 在《岘佣说诗》中曾称赞这首

诗“清幽不减摩诘，皆五绝中之正法眼藏也”。它不以强烈的语

言打动读者，只是从容下笔，淡淡着墨，而语浅情深，言简意

长，使人感到韵味悠永，玩绎不尽。 

如果就构思和写法而言，这首诗还另有其值得拈出之处。

它是一首怀人诗。前半首写作者自己，即怀人之人；后半首写

正在临平山学道的 XXX ，即所怀之人。首句“XXX 属秋夜”，

点明季节是秋天，时间是夜晚，而这“秋夜”之景与“XXX”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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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彼此衬映的。次句“散步 XXX”，承接自然，全不着力，

而紧扣上句。“散步”是与“XXX”相照应的：“凉天”是与“秋夜”

相绾合的。这两句都是写实，写出了作者因 XXX 而在 XXX

之夜徘徊沉吟的情景。接下来，作者不顺情抒写，就景描述，

而把诗思飞驰到了远方，在三、四两句中，想象所怀念之人在

此时、彼地的状况。而这三、四两句又是紧扣一、二两句的。

第三句“山空松子落”，遥承“秋夜”、“凉天”，是从眼前的

XXX 之夜，推想临平山中今夜的秋色。第四句“幽人应未眠”，

则遥承“XXX”、“散步”，是从自己正在怀念远人、徘徊不寐，

推想对方应也未眠。这两句出于想象，既是从前两句生发，而

又是前两句诗情的深化。从整首诗看，作者运用写实与虚构相

结合的手法，使眼前景与意中景同时并列，使 

备注：怀人之人与所怀之人两地相连，进而表达了异地相

思的深情。 

4、「立足于学情，让学生有充分的时间自学、交流。之

后，与信息技术相结合，播放此首诗的动画，起到理解与感悟

的升华。」 

三、探究，体悟诗情 

1、这首诗表达了作者若何的情绪，诗中用了哪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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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整首诗看，作者运用写实与虚构相结合的手法，使

眼前景与意中景同时并列，使怀人之人与所怀之人两地相连，

进而表达了异地相思的深情。 

3、交流、朗读.齐读。 

4.学生背诵古诗。 

板书设计：秋夜寄 XXX 员外 

XXX 属秋夜，散步 XXX 。 

山空松子落，幽人应未眠。 

3.秋风引月日第节备注：教学目标： 

1、借助教材注释，结合课外资料，通过独立自主地研究，

正确理解这首古诗的大概意思。 

2、咀嚼和体悟同类诗的情味，在反复诵读与融情想象中，

感受诗歌的情绪和意象，受到心灵的熏陶和滋养。 

3、在初步感受 XXX 写作风 

教学重难点：感悟诗情 

教学准备：课件 

教学活动及过程： 

一、导入 

1、。出示 XXX 图片，对这个诗人了解多少呢，谁来说

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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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节课，我们再来研究一首 XXX 的秋风引。XXX 曾

在偏远的南方过了一个长时期的贬谪生活；这首诗可能作于贬

所，因秋风起、XXX 而触动了孤客之心。诗的内容，其实就

是 XXX 《休上人怨别》诗开头两句所说的“西北秋风至，

XXX 悠哉”；但诗人没有在客心上多费笔墨，而在秋风上驰骋

诗亿。 

「知人论诗、整体观照，实为古诗研究之重要门径。本案

设计，巧在开课伊始，即利用学生以前的积累，穿越时空。 

二、初读，了解诗意 

1、谁先来跟 XXX 打了招呼，字正腔圆地念一念这首

《秋风引》。指名读——齐读丈、长、霜是押韵的韵脚，后鼻

音读准才有味道。 

2、诗读准了，读通了，接下来要了解诗意，大家有什么

好办法？ 

多读，借助教材中的注释、图片，结合课内外的资料，争

取自己读懂这首诗。3、课本中有哪几个字的注释？谁先来交

流一下自己的理解？ 

你能读一读这首诗吗？ 

4、诗以“秋风”为题；首句“那边秋风至”，就题发问，摇

曳生姿，而通过这一同势高耸、下笔飘忽的问句，也显示了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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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的不知其来、忽然而至的特征。如果进一步推寻它的弦外之

音，这一问，可能还暗含 XXX 的意思，与 XXX 《春思》诗

“东风不相识，何事入 XXX”句有异曲同工之处。当然，秋风

之来，既无影无迹，又无所不在，它从那边来、来到那边，本

是无可究诘的。这里虽以问语出之，而诗人的真意原不在追根

究底，接下来就宕开诗笔，以“萧萧送雁群”一句写耳所闻的风

来萧萧之声和目所见的随风而来的雁群。这样，就化无形之风

为可闻可见的情景，从而把不知那边至的秋风绘声绘影地写入

诗篇。诗的后两句“朝来入庭树，孤客最先闻”，把笔触从秋空

中的“雁群”移向地面上的“庭树”，再集中到独在异乡、“归思

方悠哉”的“楚客”，由远而近，步步换景。“朝来”句既承接首

句的“秋风至”，又承接次句的“萧萧”声，不是回答又似回答了

篇端的发问。它说明秋风的来去虽然无处可寻，却又附着它物

而随处存在，此刻风动庭树，木叶萧萧，则无形的秋风明白已

经近在庭院、来到耳边了。诗写到这里，写足了作为诗题的

“秋风”，而篇幅已经用去了四分之三，但是，诗中之人还没有

露面，景中之情还没有点出。直到最后一句才画龙点睛，说秋

风已为“孤客”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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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于学情，让学生有充分的时间自学、交流。之后，

与信息技术相结合，播放此首诗的动画，起到理解与感悟的升

华。」 

三、探讨，体悟诗情 

1、这首诗表达了作者若何的情绪，诗中用了哪一个字？ 

2、这首诗主要要表达的，其实正是这羁旅之情和思归之

心，但 XXX 不从正面着笔，始终只就秋风做文章，在篇末虽

然推出了“孤客”，也只写到他“闻”秋风而止。至于他的旅情归

思是以“最先”两字来表示的。如 XXX 在《诗法易简录》中所

说，“为孤客传神”的正在这两个字，使“无限情怀，溢于言表”。

照说，秋风吹到庭树，每一个人都可以同时听到，不该当有先

后之分。而惟 XXX“最先”听到，可以想见，他对时序、物候

有特殊的敏感。 

交流、朗读 

3、：齐读。 

4.学生背诵古诗。 

板书设计： 

秋风引 

那边秋风至？ 

萧萧送雁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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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来入庭树， 

孤客最先闻。 

4.《弟子规》月日第节 

教学目标： 

诵读《门生规》感悟古典诗文中的做人道理；培养酷爱祖

国文明的情绪。 

教学重难点：接纳各种方法诵读《门生规》，演译《门生

规》，领悟《门生规》的内涵。教学准备：课件 

教学活动及过程： 

一、启发谈话，导入新课。 

同学们我们的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你

们知道的经典性的诗文有哪些呢？ 

（出示课件：《三字经》《千字文》《论语》《弟子规》

四大名著《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图

片） 

今天我们研究《弟子规.》你们猜猜"弟子规"是讲什么的

呢？ 

二、自由诵读、整体感悟。 

1、读一读，想一想，《弟子规》主要的内容有哪些？是

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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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孝、涕、谨、信、爱、仁、学文。） 

2、背一背，唱一唱。原文是怎样介绍这些内容的？ 

3、学生或读、或背、或唱、或演。 

4、提示：在这些内容中，作者为什么把"学文"放在后面

呢？难道研究文化知识不重要吗？ 

二、交流方法展现成果。 

1、同学们运用了那些方法进修《门生规》？ 

（随机板书：唱、诵、舞、讲、画、演） 

2、请自由组合，一同商量商量，准备表演。 

3、学生交流、准备。 

4、展现成果： 

要求：（1）告诉大家，展示的形式；（2）选择这个内容

的理由；（3）其他同学观看是虚心研究。 

表演（老师相机评价，点拨，） 

5、小结：我们班同学真是多才多艺，进修方法很奇妙，

很风趣。例如：把其中的一段话改编成一个小品，唱鼓掌歌；

画一幅画；编舞蹈等等。希望同学们在今后的进修中，也能用

上这些风趣的方法，还可以创造更多的新方法，使我们的进修

更加风趣。同学们欣赏了古腔古韵的《门生规》，有甚么感想

和启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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