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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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

9.古诗三首 

课题 古诗三首 课型 讲读课文  
授课 

时间 
3 课时  

教学 

目标 

1.会认“仞、岳”等 6 个生字，理解字义，识记字形；正确书写会写字“仞、岳、

摩、遗”等 6个生字；正确读写课文中的重点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古诗，背诵古诗，默写《从军行》《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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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古诗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 

教学 

重点 
 深入理解古诗内容，学会背诵古诗。 

教学 

难点 理解古诗大意，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第一课时 

教学 

目标 

1.自主学习字词，理解字义，识记字形；正确书写会写字；正确读写课文中的词

语。 

2.有感情地朗读、背诵并默写古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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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看插图、想象画面等方式帮助学生体验意境，体会诗人情感。 

教具 

准备 课件 

教学设计 设计意图 

导入 

（ 8 ）

分钟 

一、创设情境，激情导入 

1.同学们都很喜欢古诗，现在老师给同学们一个自我表现

的机会，把你最喜欢的一首古诗朗诵给大家听。 

2.学生自愿举手朗诵古诗。 

3.教师评议，相机出示古诗。【出示课件 2】田园诗：《乡

村四月》《望庐山瀑布》《村夜》   

4.教师小结：我们刚刚交流的古诗多以自然风光、农村景

物和农民、牧人、渔夫等的劳动为题材，这种诗被称为田

园诗。 

5.谈话过渡：谁能给大家朗诵一首与田园诗风格不同的古

诗。 

 

 

 

 

小学生在学习和

阅读中接触到的边塞

诗很少，对于当时的历

史、地理情况了解也很

少。我们要针对学生现

状，通过田园诗和边塞

诗的对比，引导学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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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6.学生自愿举手朗诵古诗。 

7.教师评议，相机出示古诗。【出示课件 3】边塞诗：《出

塞》《凉州词》《塞下曲》 

8.引导交流：同学们，你们发现没有，这些诗都是反映什

么的？（战争）在唐诗中，有很大一部分诗歌是反映边疆

地区自然风光和边地军民生活的，这些诗我们称之为边塞

诗。 

边塞，也就是边疆地区的要塞。如阳关、玉门关等就

是著名的要塞。在古代，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称中原地

区，长城以外称塞外或塞北。唐朝与周边外族政权先后发

生过许多战争，一些诗人或从军边塞，或去边塞旅行，于

是将所见所感诉诸笔端，于是就有了许多边塞诗。 

9.谈话揭题：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从军行》，就是一首边

塞诗。（板书：从军行） 

10.出示《从军行》。【出示课件 4】  

11.引导了解从军行：【出示课件 5】 

“从军行”：乐府曲名，内容多写边塞情况和战士的;

生活。 

12.简介作者。【出示课件 6】  

王昌龄 （698— 757），字少伯，河东晋阳（今山西

太原）人，又一说京兆长安人（今西安）人。盛唐著名边

塞诗人，擅长七言绝句，被后人誉为“七绝圣手”。 

解边塞诗。从几首反映

战争的边塞诗引入，为

学生更好的理解课文，

感受课文中戍卒的怨

情打好感情基础。 

 

新课 

教学 

（ 28 

）分钟 

二、初读课文，解决字词 

1.初读古诗，读准生字，指导书写。【出示课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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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指导书写会写字。【出示课件 9】 

2.理解词语：结合注释和自己的学习经验，互相交流对古

诗中词语的理解。 

玉门关    楼兰 

三、借助注释，理解诗意【出示课件 10】 

1.学生熟读课文：自由读、同桌读、小组读、开火车读、

比赛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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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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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借助注释互相交流：用自己的话说一说诗句的意思。 

3.全班交流，教师引导学生总结诗意。 

四、品读欣赏，深入探究 

（一）谈话过渡：同学们，要想学好古诗，首先要熟读古

诗，然后借助注释和插图理解古诗，这样才能让古诗深深

地印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先来朗读和理解古诗的前两句。 

（二）学习诗句。 

1.学习诗句：青海长云暗雪山 

（1）读一读： 

指名朗读，师生评议。说一说如果让你来读，你觉得该怎

么读？（指多个学生读。） 

（2）说一说： 

①小组交流：读了“青海长云暗雪山”这句诗，在你的眼

前仿佛出现了一幅怎样的景象？你从“暗”这个字中读出

了什么？【出示课件 12】 

②小组派代表做汇报发言，师生评议，教师相机小结。暗，

荒凉，阴沉。（板书：青海  暗雪山） 

（3）看一看：【出示课件 12】雪山景象。 

①学生欣赏雪山景观。 

②互相交流，用自己的话说说自己看到的景象，说说自己

的感受。 

（4）想一想。 

①根据课件，想象场景，再次试着用自己的话说说这句诗

的意思。 

②全班交流，教师小结。 

（5）全班再次齐读——青海长云暗雪山。 

2.学习诗句：孤城遥望玉门关 

（1）谈话过渡：青海上空的阴云遮暗了雪山。诗人将目

光移到远处，看到的又一种景象：“孤城遥望玉门关”。

【出示课件 13】（出示图片） 

（2）“孤城”是什么意思？（孤零零的一座城池。）“遥

望”是什么意思？（远远地望去。） 

（3）为什么特别提及青海与玉门关呢？ （这跟当时民族

 

 

 

 

 

 

 

 

 

 

 

 

 

 

 

 

 

 

 

 

 

 

 

 

 

 

 

 

 

 

 

 

 

以“孤城”为突

破口，引导学生体会边

塞荒凉的地理环境，感

悟戍卒的离愁别恨。以

“读”为依托，引导学

生品读感悟，进入古诗

的情境，感悟诗人的情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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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间战争的态势有关。 “青海”地区，正是唐军与敌人

多次作战的场所；而“玉门关”外，则是敌人的势力范围。） 

了解玉门关。【出示课件 14】出示玉门关相关资料 

请同学说一说：看了图片及文字，你觉得玉门关处在

一个怎样的地方？（玉门关在茫茫戈壁滩上，显得那么荒

凉、孤寂、冷清。） 

（3）你觉得“孤城遥望玉门关”一句中哪个字让你感受

最深？（孤）为什么？ 

引导总结：①“孤城遥望”让人感受的城“孤”，已有萧

索感、荒凉感。而背景的辽阔，更反衬出它的萧索；背景

的雄奇，更反衬出它的荒凉。这样一座孤城，在万丈高山

的衬托下，就更显得孤单和渺小。 

②“孤城遥望”让人感受到“孤城”中的人“孤”，这“孤

城” 不是居民点，而是驻防地。将士们久住“孤城”，

举目无亲，孤苦伶仃，思家怀乡。（板书：孤城  玉门关） 

（4）试着用自己的话说说这句诗的意思。  

（5）指导朗读，在朗读中表现出环境的荒凉、孤寂、冷

清，表达出戍边将士孤独和思乡怀亲的思想感情。  

（6）小结过渡【出示课件 15】：青海上空的阴云遮暗了

雪山，站在孤城遥望着远方的玉门关。如此冷清和寂寞的

地方，自然愁绪满腹，相思满怀。戍边将士们又是怎么做

的？怎么想的呢？  

3.学习诗句：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三、四两句由情景交融的环境描写转为直接抒情。

“黄沙百战穿金甲”，是概括力极强的诗句。作者在这两

句诗里概括交代了什么？（戍边时间之漫长，战事之频繁，

战斗之艰苦，敌军之强悍，边地之荒凉。） 

（2）“百战”是指一百次战斗吗？（不是，是指战斗的

次数多。） 

（3）从“百战”和“黄沙”你感受到什么？（战争的惨

烈。） 

（4）从“百战”而至“穿金甲”你又感受到什么？（更

可想见战斗之艰苦激烈，也可想见这漫长的时间中有一系

感。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增广贤文》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列“白骨掩蓬蒿”式的壮烈牺牲。）（板书：百战  穿金

甲） 

（5）但是，金甲尽管磨穿，将士的报国壮志却并没有销

磨，而是在大漠风沙的磨炼中变得更加坚定。哪句诗写出

了身经百战的将士豪壮的誓言？（“不破楼兰终不还”）

（板书：不破  终不还） 

（6）教师小结【出示课件 16】：“黄沙百战穿金甲”一

句把战斗之艰苦，战事之频繁越写得突出，“不破楼兰终

不还”一句便越显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7）试着用自己的话说说“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

终不还”的意思。（塞外的将士身经百战磨穿了盔和甲，

不打败西部的敌人誓不回来。） 

（6）指导朗读，在朗读中表达出自己的感受。 

4.感受将士的征戍之苦，体会将士的报国之志。 

结合诗句，你能体会到戍边将士们怎样的情感？【出

示课件 18】 

诗歌通过描写在阴云密布、满眼黄沙的瀚海“孤城”

中担任戍守任务的将士的宽广胸襟，表现了他们立誓破

敌、决战决胜的顽强斗志和爱国主义的豪迈气概。 

教师小结【出示课件 19】： 

 这首诗前两句情景交融，后两句直抒胸臆，将边关

的风貌，和将士们的爱国情怀展现的淋漓尽致。 

五、拓展交流。 

（1）征人思亲人： 

①如果他是已经结婚的战士，他有什么心里话要对妻子倾

诉？如果他家有老母，他将如何对母亲说？如果他已经有

了孩子，他又会对孩子怎么说？请你任选一种角色，说说

战士的心里话。（学生自由发言。） 

②亲人们能听到他的诉说吗？（不能。）他又能怎么办呢？

（奋勇杀敌，保家卫国，平定战争，早日回家。） 

（2）亲人思征人： 

①明月千里寄相思。远在家乡的亲人也一定在思念着长年

在外的战士。此刻，他的妻子遥望着远方，会怎样思念着

 

 

 

 

 

 

 

 

 

 

 

 

 

 

 

 

 

 

 

 

 

充分挖掘文本内

涵，引导学生写一写戍

边将士的心里话，学生

情之所至，定会言之有

物，读写结合，对学生

进行扎实的语言文字

训练。深化古诗内涵，

将立意提升至“反对战

争，维护和平”，赋予

了古诗新意。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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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年迈的母亲坐在昏黄的油灯下又怎样惦记着他？他

的孩子看到别的孩子牵着父亲的手，又有什么话想对爸爸

说？请你任选一种或几种角色说一说。 

②学生自由发言。 

 

 

课堂小

结及拓

展延伸

（ 4 

）分钟 

六、课堂总结，作业布置 

1. 现在，我们拥有和平快乐的生活，但是，这种生活不是

天上掉下来的，需要有人为守护它。让我们珍惜和平的生

活，感谢守护我们的战士们。 

2.课外练笔：假如你是一名久戍边关的战士，你想说些什

么？如果此刻，你就是戍边将士的小孩，你最想对爸爸说

些什么？任选一项写下来。 

4.搜集并阅读边塞诗。 

 

    

板书 

内容 

从军行 

【唐】王昌龄 

青海   暗雪山    孤城   玉门关 

百战   穿金甲    不破   终不还 

 

 

 

 

 

课堂作业新设计 

一、将诗句补充完整，并完成后面练习。  

从军行 

【唐】王昌龄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               。 

1．一、二句中的“暗”、“孤”二字，形象地展现了边塞__________的景象，突出了将士

们戍边生活的孤寂、艰苦。 

2．最后一句写出了将士们的心声，表现了他们_______________的意志和豪情。 

 

【答案】 

一、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终不还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增广贤文》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1.荒凉、严寒、空旷、阴沉   

2 立誓破敌，决战决胜 

 

第三课时 

教学 

目标 

1.自主学习字词，读准字音，准确书写会写字“仞、摩”等。 

2.抓住关键字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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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诗歌所表达的情感。 

3.有感情地朗读、背诵古诗，默写古诗。 

教具 

准备 课件：作者简介、词语解释、有关图片 

教学设计 设计意图 

导入 

（ 3 ）

分钟 

一、创设情境，激情导入 

1.谈话激趣：唐宋，是我们中华历史上文化最为繁荣的两

个时代，无数的诗人就像夏夜的繁星，各自闪耀着夺目的

光芒，今天，让我们走进南宋，一起走进诗人陆游的心灵，

去感受他的情怀。 

2.简介陆游。【出示课件 3】 

陆游（1125—1210），南宋诗人、词人。字务观，号

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少时受家庭爱国思想

熏陶。中年入蜀，投身军旅。晚年退居家乡。一生笔耕不

辍，今存九千多首，内容极为丰富。与王安石、苏轼、黄

庭坚并称“宋代四大诗人”，又与杨万里、范成大、尤袤

合称“中兴四大诗人”。著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

《南唐书》《老学庵笔记》等。 

3.导入课题：陆游是“南宋四大诗人”之一，生前即有“小

李白”之称。他年少的时候就立下“马上击狂胡，下马草

军书”的志愿。他不仅成为南宋一代诗人领袖，而且在中

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今天，让我们来学习他的一

首诗歌，一起感受他在 68 岁写下这首诗的情怀。（板书

课题：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齐读课题，指导学生将

课题读通、读顺。 

4.理解课题。 

 

 

 

 

 

 

 

 

 

    借助唐宋及诗人

引发交流，并导入新

课，加深了学生对作者

的印象，激发了学生的

学习兴趣。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1）小组交流理解诗题，代表发言，教师相机引导。 

（2）题目中的关键词是哪个呢？（感）说说自己对题目

中关键词语的理解。（感想、感受、感慨。） 

（3）从课题中，你知道诗人感受到了什么呢？（凉） 

（4）试着用自己的话说说这首诗题目的意思。（秋天夜

里，天快要亮了，走出篱笆门不禁感到迎面吹来的凉风十

分伤感。） 

5.谈话过渡：诗人仅仅只是感受到秋日的清凉吗？来，让

我们带着这个问题来学习这首古诗。 

6.了解写作背景。【出示课件 4】 

南宋时期，金兵占领了中原地区。诗人作此诗时，中

原地区已沦陷于金人之手六十多年了。此时爱国诗人陆游

被罢黜归故乡，在山阴(今浙江绍兴)乡下向往着中原地区

的大好河山，也惦念着中原地区的人民，盼望宋朝能够尽

快收复中原，实现统一。 

新课 

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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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 

二、初读古诗，解决字词 

1.初读诗歌，读准字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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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指导读准字音，读通

句子。 

2.理解词语：结合注释和自己的学习经验，互相交流对古

诗中词语的理解。【出示课件 5】 

三、借助注释，理解诗意【出示课件 6】 

1.学生熟读课文：自由读、同桌读、小组读、开火车读、

比赛读。 

2.借助注释互相交流：用自己的话说说诗句的意思。 

3.全班交流，教师评议并引导学生总结诗意。 

四、品读欣赏，深入探究 

1.三万里河东入海 

（1）这里的“河”指哪条河？（黄河） 

（2）你是怎样理解诗句中的“三万里”的？（“三万里”

形容黄河的长，是夸张的说法；不是实指，黄河实际长一

万多里。）（板书：三万里河）【出示课件 7】黄河图片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及简介 

（3）你还可用哪些词句来形容黄河呢？（气势磅礴、一

泻千里、惊涛骇浪、波涛汹涌……） 

（4）“入”字表现了什么？（“入”字表现出黄河的生

气。） 

（5）试着用自己的话说说这句诗的意思。（三万里长的

黄河奔腾翻滚，向东流入大海。） 

2.五千仞岳上摩天 

（1）这里的“岳”指的是什么？【出示课件 8】华山图片

及简介。 

（2）你是怎样理解诗句中的“五千仞”的？（“五千仞”

也是虚指。形容华山的雄伟高大。）（板书：五千仞岳） 

（3）“摩”是什么意思？这个字表现了什么？（摩擦，

接触。“摩”字突出山的高峻。） 

（4）你能用哪些词语来形容华山？（直插云霄、耸入云

天、高耸入云……） 

（5）试着用自己的话说说这句诗的意思。 

3.“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这两句主要写

景，运用了怎样的写法?(夸张、化静为动，使人感到景物

不仅雄伟，而且虎虎有生气。) 

4.指导朗读： 

①祖国河山如此壮丽，你的心里涌起一股怎样的情怀？

（高兴、激动、自豪、兴奋）（板书：山河壮丽） 

②带着这种心情来读一遍。（让每个发言的学生读） 

5.请同学再读古诗后两句。 

谈话过渡：读完后两句，你又感受到诗人心中有着一种

怎样的心情？（悲凉、悲伤）你是从哪些字眼体会出来的？

（“遗民”“泪尽”“胡尘”） 

6.遗民泪尽胡尘里 

（1）“遗民”“泪尽”“胡尘”是什么意思?（“遗民”

指在金统治地区的原宋朝百姓。“泪尽”眼泪流干了，形

容十分悲惨、痛苦。“胡”中国古代对北方和西方少数民

族的泛称。“胡尘”指金统治地区的风沙，这里指暴政。

 

 

 

 

 

 

 

 

 

 

 

 

 

 

 

 

 

 

 

 

 

教学中，引导学生

通过朗读感受祖国河

山的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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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指胡人骑兵的铁蹄践踏扬起的尘土和金朝的暴政。（板

书：遗民泪尽） 

【出示课件 9】从“遗民”“泪尽”“胡尘”看出了百姓

饱受战乱之苦，北方沦陷区老百姓在异族统治下受尽折

磨，眼泪都哭干了。 

7.南望王师又一年 

（1）“南望”“王师”是什么意思?（ “南望”远眺南

方。“王师”指宋朝的军队。） 

（2）从“望”字你感受到什么？（全诗以“望”字为眼，

表现了诗人希望、失望，千回百转的心情。）（板书：南

望王师） 

（3）“遗民”就这样“望”了多长时间。教师引读： 

①一年过去了。——（读）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

一年。 

②五年过去了。——（读）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

一年。 

③十年过去了。——（读）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

一年。 

④65 年过去了。——（读）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

一年。 

（4）试着用自己的话说说诗句的意思。（他们盼望南边

的宋朝军队收复北方失地，解救他们，盼了一年又一年。） 

（5）同学们，“遗民”们的盼、他们的望，实现了吗？

他们渴望的王师来了吗？他们期待的南宋君臣到底在干

些什么？ 

【出示课件 10】“遗民”年年岁岁盼望着南宋能够出师北

伐，可是岁岁年年此愿落空。当然，他们还是不断地盼望

下去。人民的爱国热忱真如压在地下的跳荡火苗，历久愈

炽；而南宋统治集团则正醉生梦死于西子湖畔，把大好河

山、国恨家仇丢在脑后，可谓心死久矣，又是多么可悲！

有诗为证。【出示课件 11】题临安邸  

（6）“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北师又一年。”这两句诗

主要描写了什么？反映了作者怎样的情感？（这两句描述

 

 

 

 

 

 

 

 

 

 

 

 

 

 

 

 

 

 

 

 

 

 

 

 

 

 

 

 

 

 

 

 

 

 

 

 

补充资料，有助于

激发学生对祖国大好

河山的热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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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山河破碎，北方人民的境遇和盼望解放的急迫心情，表

现了作者对当沦陷地区人民的同情，和对当权者不去收复

失地的不满。）（板书：山河破碎） 

4.感情朗读，背诵古诗。 

（1）交流了解朗读节奏。【出示课件 12】 

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 

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2）学生练习感情朗读，熟读成诵。 

五、总结古诗主旨。 

这是一首爱国主义诗篇，作于 1192 年(宋光宗绍熙三

年)的秋天，陆游当时在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 南宋时

期，金兵占领了中原地区。诗人作此诗时，中原地区已沦

陷于金人之手六十多年了。此时爱国诗人陆游被罢斥归故

乡，在山阴(今浙江绍兴)乡下向往着中原地区的大好河

山，也惦念着中原地区的人民，盼望宋朝能够尽快收复中

原，实现统一。 

 

 

 

 

 

 

 

 

 

 

 

 

 

 

 

 

 

 

 

 

 

 

 

课堂小

结及拓

展延伸

（4）分

钟 

 六、课堂总结，拓展阅读 

1. 尽管南宋君昏臣庸，但诗人那对祖国的热爱，那报国

的赤子之心至死不渝，他在临终之际，留下一纸遗嘱

《示儿》。【出示课件 13】 

此时此刻，你一定深深地被诗人的心诗人的情所震撼

了，你深切地感受到诗人怎样的情怀？（板书：忧国忧民） 

2.陆游最终带着满腔的遗憾离开人世，但是他那忧国忧民

的情怀、那对祖国无限的热爱，那一字一句始终萦绕在我

们心头。——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

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3.作业设计： 

（1）你想对谁说些什么？选择一处，把你最想说的话以

书信的形式写一写。 

①面对终日寻欢作乐、醉生梦死的南宋权贵们，你想说什

么？  

②面对侵略者铁蹄下苦苦挣扎、度日如年的百姓，你想说

通过阅读拓展资

料，引导学生进一步了

解当时的时代背景，调

动学生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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