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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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经〉》教学设计一等奖及反思 

《《〈诗经〉》教学设计一等奖及反思》这是优秀的教学设计一

等奖文章，希望可以对您的学习工作中带来帮助！ 

1、《〈诗经〉》教学设计一等奖及反思 

【教学设想】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我国的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

地位。本节课我们将要学习的《关雎》和《蒹葭》两首诗都是诗经的

名篇，两首诗在主题内容上是相似的，情感基调是相近的，同时在艺

术手法方面也都运用了重章叠唱和赋比兴的方式。 

见于以上两首诗教多的共同性，本节课，我采用了比较阅读的方

法进行教学，引导同学们在反复朗诵中去把握诗歌的优美的意境和古

人的质朴、健康的爱情观;同时，采用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模式，

引导学生在比较两首诗过程中，进一步了解诗的内容及其艺术方法，

提高学生的欣赏能力，并从中得到相应的情感价值观方面的教育，真

正达到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教学效果。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目标： 

⑴ 积累《诗经》的有关知识及赋比兴的艺术手法; 

⑵ 培养学生比较阅读的思维模式; 

⑶ 提高学生的诗歌鉴赏能力。 

2、方法与过程目标： 

⑴ 反复朗读的过程中，引导学生学会把握诗的节奏与语感; 

⑵ 采用比较阅读鉴赏的方式，对两首诗进行解读。 

3、情感、态度、价值观： 

⑴ 正确的认识古代劳动人民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和向往; 

⑵ 增强学生的全面、科学的情商知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教学重难点】 

1、掌握《诗经》中的赋笔兴的艺术手法; 

2、运用比较朗读的方式，对文本进行赏析;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3、品味诗的语言，体会诗歌的意境美、节奏美。 

【教学方法】 

1、反复诵读法。 

2、引导点拨法。 

3、比较阅读法。 

【教学用具】 

多媒体。 

【课时安排】 

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情景导入 

我国是有着五千多年文明的泱泱大国，在这里有数不尽的文人墨

客，读不完的诗词曲赋。今天，我们将在璀璨如星的诗的长河中，撷

去一颗最遥远但又最明亮的星斗──《诗经》，来一同欣赏她那雍荣典

雅、古老质朴的独特魅力。 

导入语：《论语》曰：不学诗，无以言。可见《诗经》的重要影

响力，下面请同学们谈一谈你所掌握的有关《诗经》方面的知识。 

二、知识归纳与拓展 

1、学生自主归纳有关知识。 

2、教师明确、总结。(多媒体显示)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

约五百多年的诗歌 305 篇。《诗经》共有风、雅、颂三个部分。 

《诗经》六义：风、雅、颂;赋、比、兴。 

五经：《诗》、《书》、《礼》、《易》、《春秋》。 

导入语：好诗如美酒，似香茶，在于品!品诗在于读，在于听!下面

请同学们采用自己所喜欢的方式自由朗诵这两首诗。 

3、诵读《诗经》两首，初步认知文本。(多媒体显示诗的内容) 

《诗经》两首 

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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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晰。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泗。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址。 

⑴ 学生自由阅读诗歌，了解诗的内容。 

⑵ 老师范读，指导学生把握诗的节奏与语调的舒缓。 

⑶ 问题导读：请说一说编者把这两首诗设计在一篇课文中的原因。 

学生小组讨论、合作交流，自由回答： 

老师明确：主题内容相同，艺术手法相似。 

多媒体显示： 

相同点： 

1、主题内容相同──都是反映古代青年男女爱情的诗作;都是一方

向另一方表达爱慕之情，但结果不尽如人意的内容。 

2、诗的结构形式相似──都是采用了重章叠唱的手法。 

3、艺术手法相同──都使用了诗经六义中比兴手法。 

⑷ 齐读文章，欣赏诗的意境美。 

导入语：苏轼曾这样评价王维的诗：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

诘之画，画中有诗。可见诗与画诗难以割舍的，请同学们听读诗歌感

受一下诗中有画的特点。 

4、再读诗歌，整体感受文本： 

⑴ 听读诗歌，谈一谈，两首诗给我们带来的那些画面? 

多媒体显示： 

《关雎》：(画面)相遇→→相思→→相悦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

《蒹葭》：(场景)蒹葭丛中觅伊人 

⑵ 齐读诗歌，再度走进文本： 

请同学们结合文中的具体诗句，来讲解画面。 

多媒体显示： 

《关雎》： 

求 寤寐思服→→辗转反侧→→ 

君子→→→淑女→→琴瑟友之→→钟鼓乐之 

从 溯洄从之→→溯游从之 

《蒹葭》： 

主人公→→→伊人 在水一方→→在水之湄→→在水之泗 

导入语：上面我们大家一直在寻找两首诗的共同点，我想由于我

们的个性差别，同学们对这两首诗一定都自己的情感倾向，下面请同

学们选择自己所喜爱的一首，仔细的朗诵一下，并谈一谈你喜爱它的

理由。 

5、个性阅读，研知文本： 

⑴ 学生合作讨论，课堂交流。(老师给予一定引导和评价) 

⑵ 老师明确、总结。 

多媒体显示： 

《关雎》重在叙事，故事线索明确;画面形象可见内容明朗清晰。 

《蒹葭》意境含蓄，场景朦胧，情感韵味更加浓郁，较为典型的

重章叠唱的手法具有感染力与音乐美。 

在艺术手法方面，《蒹葭》比《关雎》兴的特点更为突出，蒹葭、

水、伊人交相辉映，浑然一体营构出一个韵味十足的艺术世界。 

导入语：通过了本课的学习，我们可以真正了解到《诗经》所含

有的独特的魅力，那优美的意境，让我们流连忘返，那真挚的情感，

更让我们神往不已。是呀，我们生长在情的海洋之中，沐浴在爱的`阳

光之下，让我们怎能不为之高声赞叹呢! 

6、情感的拓展与渗透： 

⑴ 请同学们运用已学过的诗歌或相关的歌曲，来赞美我们所拥有

的亲情、友情，乃至我们以后所憧憬的爱情。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⑵ 将学生分为三组：一组谈友情，一组：谈亲情，一组谈爱情，

分组交流与合作，归纳出相应的诗词与歌曲，在课堂上进行全班交流。

(老师给予合适的评价) 

7、小结： 

一首首诗词，陶冶了我们的情操;一曲曲乐章，升华了我们的灵魂。

是呀!诗让我们博学多才，诗让我们潇洒多情，最后，让我们在音乐声

中吟诵《关雎》和《蒹葭》，再次领悟一下思无邪的艺术魅力。 

【教学反思】 

本节课我采用的这种比较阅读的教法，形式比较活泼新颖，因此

同学们的兴趣极为浓郁，课堂气氛十分活跃。我基本上采用了：由读

到比到品到赞的教学思路，带领学生走进文本，赏析文本，进而去研

知和拓展文本。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我始终以学生为主体，培养他们

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观念，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并注重他们能力

的培养和价值观的渗透。总而言之，教学方法是教为灵活新颖的，教

学流程是顺畅和谐的。当然，在教学过程中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如：艺术手法讲的不透彻等，相信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加以改正。 

2、《〈诗经〉》教学设计一等奖及反思 

【教学目的】 

１、理解《关雎》所表现的青年男子对美丽善良女子的热烈追求

和青年男女真挚美好的爱情生活 

２、了解作品所运用的反复和赋、比、兴手法 

【教学重点】 

诗歌的反复吟唱所表现出的情感 

【教学难点】 

比兴手法的运用。 

【教学课时】 

１课时。 

【教学过程】 

一、介绍文学常识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自西周初年到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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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中期五百多年间产生的诗歌作品３０５篇，当时称为《诗》，又称

《诗三百》。到了汉代，被尊为儒家经典，才定名为《诗经》。《诗

经》按体裁分为“风、雅、颂”三类。而“风、雅、颂、赋、比、

兴”，《毛诗序》称之为“六义”。《诗经》由于其内容丰富，在思

想和艺术上的高度成就，在中国以至世界文化史都有重要地位。它的

广泛而深刻地描写现实、反映现实的'精神，对后代文学影响很大。 

二、学习《关雎》 

１、老师范读课文，学生跟读，解决字词。 

２、学生看注释，借助工具书，老师点拨，弄清课文的意思。 

首章从对雎鸠的和鸣，触动了男女爱慕的心情，联想到淑女是君

子的佳偶。 

第二章再用采荇起兴，接着步步加深地描述日夜思念，梦寐以求

的心情。重叠“游哉”，用以表现思念之深；“辗转反侧”，形象地

写出了求而未得时的苦闷焦躁。 

第三章用了类似第二章的复叠方式，意思却有进一步发展。男子

以音乐挑动女子，博取她的欢心，借美妙的音乐，达成美满婚姻。 

３、讨论全诗用了“兴”的表现手法。 

４、主题归纳： 

《关雎》是一篇民间情歌，描述了一个男子对一个姑娘一往情深

的追求。表现了古代劳动人民内心的朴实愿望，这是日常生活中思想

感情的自然流露，所歌唱的是他们生活中真实感受到的，具有浓厚的

乡土气息和生活情趣。抒发的感情热诚真挚、纯洁朴实，全无庸俗虚

伪之态，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纯真之美。 

三、学习《蒹葭》 

１、老师范读，学生跟读，然后自读。 

２、学生看注释，老师点拨，弄懂课文的意思。 

⑴通过“溯洄”“溯游”的连用，侧面刻画了诗人追求的一往情

深与执著、内心的焦急与忧愁。再结合最后的“宛在”，由这种一往

情深与执著得到的始终却只是“可望而不可即”，就更突出了这种一

往情深与执著带来的无尽的惆怅。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⑵虚实相间，富于朦胧美。“伊人”的理解可以千千万万、彼此

不同，是为虚也；诗人的追求是实的，感情的惆怅凄切是实的。虚实

相间给了本诗巨大的想象空间。 

⑶通过“重章叠句”的运用、押韵、叠词，一方面增加了句式的

齐整、音律的优美，使之琅琅上口，收到一咏三叹之效；另一方面，

通过三次重复“溯洄”、“溯游”、“宛在”、“所谓伊人，在

水……”，以及“为霜”、“未晞”、“未已”的变换，都侧面刻画出

了诗人等待时间之长、追求之坚持不懈，并通过这种复现增加了全诗

惆怅凄迷的兴味。 

⑷《蒹葭》这首诗的每章开头的前两句都是写景：蒹葭苍苍，白

露为霜”“蒹葭凄凄，白露未晞”，“蒹葭采采，白露末已”。这些

景物描写给人展现了秋天的清晨，河边的苍苍芦苇沾满了霜露的景象，

给人以萧瑟冷落之感。此情此景，使得热恋者感到分外的凄凉，更加

思念“在水一方”的恋人，于是他去寻找“在水一方”的恋人。因此

这每章开头的前两句是“兴”，从而引起正文。 

⑸描写了河水的苍茫浩淼、飘忽不定，更写出了它把诗人与“伊

人”隔绝造成的痛苦与无奈。 

⑹善于营造意象。所谓意象，指客观物象经创作主体独特审美活

动而创造出来的固化的一种艺术形象，是主体与客体、心与物、意与

象的有机融合，是主观情思与客观物象相融合的产物，是融入了主观

情意的客观物象或借助客观物象表示的主观情意。 

中国古典文学中亦不乏意象，如岁寒三友、四君子、杜鹃、莲花、

菊花、灞桥柳、月亮、香草美人、秋天、乌啼等等。 

四、小结 

五、布置作业 

3、《〈诗经〉》教学设计一等奖及反思 

刘浩中心小学许夏敏 

教学目标：1 进一步加深学生对方程意义的理解，巩固用等式的性

质解简易方程的方法，理解简单实际问题中数量关系，并能根据等量

关系解决实际问题。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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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进一步理解公倍数和公因数，最小公倍数和最大公因数的意义，

掌握求最大公因数和最小公倍数的方法。 

3 通过小组合作交流，培养学生的数学交流能力和合作能力。 

教学重点：理解方程的意义，巩固解方程的方法，进一步掌握求

最小公倍数和最大公因数的方法。 

教学难点：理解实际问题中的数量关系，根据数量关系列方程解

答。 

教学实施：一、疏通概念 

1、同学们，本学期的内容已经全部学完了。从今天开始，我们要

对所有的知识进行整理与复习。首先让我们一起走进“数的世界”，

在十个单元中哪些是与数打交道呢？根据学生回答板书方程 

公倍数与公因数 

认识分数 

分数的基本性质 

分数的加减法 

2、揭题 

今天这节课我们先来复习方程，公倍数与公因数（出示课题） 

3、讨论与思考：本学期学习了方程的哪些知识？ 

什么是公倍数与公因数？ 

怎样求两个数的最小公倍数和最大公因数？ 

二、专项练习 

1、方程的复习 

⑴整理与练习第 1 题，在方程下面打√，集体汇报时说出为什么不

是方程？ 

等式 

方程 

X+2.5＜828-12=165a 分别叫什么？你觉得方程与等式有什么关

系？你能用一副图来表示吗？ 

⑵整理与复习第 2 题 

提问：根据什么来解方程？指名 4 人板演，校对时说说是怎么想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的？ 

出示练一练，找出括号中方程的解 

①3x=1.5（x=0.5x=2） 

②x-210=30(x=240x=180) 

③x÷5=120(x=24x=600) 

⑶列方程解决实际问题 

米 11.7 平方米？米 

2.7 米 

6.9 米 3.9 米 

学生独立完成，集体订正时说说根据什么数量关系式列方程的？ 

教师小结，用方程计算可以使很多问题变的简单，容易解决。 

⑷整理与复习第 4 题学生读题后独立用方程解决。 

2、公倍数和公因数的复习 

对公倍数和公因数你有那些了解？怎样求两个数的最小公倍数和

最大公因数呢？ 

出示练习①写出每组数的最小公倍数 

6 和 94 和 82 和 3 

②写出每组数的最大公因数 

18 和 2415 和 602 和 3 

请做得快的'同学介绍经验 

三、全课小结 

今天我们复习了什么，你有哪些收获？ 

四、课堂作业 

整理与复习第 3 题、第 5 题、第 6 题。 

教学反思 

这是一堂复习课，主要复习方程、公倍数和公因数两个单元的内

容。由于课堂时间有限，因此对知识的回顾与整理还不是很系统。特

别是对潜能生而言，教师的提问不能及时沟起他们对知识概念的回忆，

因此跟基础较好的同学相比就形成了鲜明的落差。 

在列方程解决实际问题时，正确掌握题中的数量关系是关键，也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是学生理解中的难点。大部分学生在列方程时，因为没能找出题中的

数量关系而把方程列错，或者方程列到了，却不能把方程抽象成数量

关系式。诸如这些现象，主要是学生的抽象能力还不够完善，分析问

题的能力还不够仔细，深入，有待进一步的发展。 

在公倍数和公因数一单元中，问题不大，主要是求两个数的最小

公倍数和最大公因数。对较大的两个数，如求 100 以内两个数的最小

公倍数和最大公因数，出错率较大。因此课后还应多补充一些相应的

练习。 

4、《〈诗经〉》教学设计一等奖及反思 

一、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能力目标。 

1、初步理解浅易文言文。 

2、能准确朗读并熟练背诵默写课文。 

3、能够读、写、理解“子曰、愠、罔、殆、矣、诲、弘毅、士、

凋、恕、欲”等词语。 

4、学习《论语》中名言警句的简单应用。 

5、简单了解孔子及《论语》。 

（二）过程及方法目标。 

诵读理解 交流质疑 教师点评 全文背诵 学以致用 积累拓展 

（三）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 

1、感受孔子伟大人格魅力，了解他以“仁”为核心的“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以及为人处事的态度、做法和人生价值观，提高

个人思想修养。 

2、联系自身经历，体会课文内涵，端正人生态度，树立正确的价

值观、学习观。 

二、教学重点。 

朗读、背诵、默写文章，评点课文内容，精讲难点章节。 

三、教学难点。 

深层理解〈论语〉内涵，触动学生心灵，感受“至圣先师”的伟

大人格。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增广贤文》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四、教学方法。 

1、诵读法。教师对学生做朗读指导，正音断句。 

2、学生互相质疑法。学生将自己的疑难当堂提出，学生互答。

（也可采用学习小组集中质疑，再互相解答法）。 

3、归纳、总结法。将本文涉及到孔子、《论语》体裁及主要内容、

本文中涉及到的成语、名言、警句等进行归纳记录。 

4、教师评点法。教师针对学生理解进行评点指导，形成统一的、

正确的认识。 

5、延伸应用法。针对本文内容大多通俗易懂的特点进行延伸应用

练习。 

五、教具准备。 

1、教师准备： 

多媒体 CAI 课件 运用 POWERPOINT 系统。 

2、学生课前准备。 

（1）找 4——5 名学生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主题排练一

小品，情节简单明快，用时 3——4 分钟。 

（2）学生搜集、了解有关孔子及《论语》资料，做好上课准备。 

六、教学说明。 

因我所教班级每周有一节学生国学演讲课，主要内容为《四书五

经》中名言或片段，因此学生对孔子及《论语》比较熟悉，故此在对

这两者的处理上可以比较简略。 

七、课时安排。 

2 课时。 

第一课时： 

（一）教学要点 

整体感知文章，朗读、分析文章内容。进行简单应用拓展。 

（二）教学步骤。 

（多媒体课件展示孔子像，背景音乐为古筝曲《高山流水》，进

入上课时间） 

1、导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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