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古诗独坐敬亭山教案 独坐敬亭山
教案(模板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
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
案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幼儿园古诗独坐敬亭山教案篇一

这篇课文是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
（二年级下册）第六组的第三篇课文，这组教材围绕人物的
优秀品质来选编课文，以诚信，孝敬贯穿始终，把优秀的思
想品质教育融合在生动有趣，感人肺腑的故事中。课文中的
三个儿子面对着三个妈妈，当他们的妈妈拎着沉重的水桶走
来时，力气大的只顾翻跟头，嗓子好的只顾唱歌，他们对妈
妈手里的水桶视而不见；而那个“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的
儿子，却能帮助妈妈拎水桶，这样的儿子才是真正的儿子。

1.会认6生字，会写9个生字。

2.分角色朗读课文，读准人物说话时的语气。

3.欣赏课文，懂得要孝敬父母的道理。

欣赏课文，懂得要孝敬父母的道理。

多媒体课件，生字卡片

两课时

第一课时



1.学会本课生字

2.理清课文脉络，熟读课文

识记生字，熟读课文

一、创设情境，诱发兴趣

二、初读课文，学习生字

1.借助拼音，学习生字，掌握识字方法

2.指导书写生字

三、感知课文，理清脉络

1.分段轮读课文

2.检查读文情况

3.自由读课文，理清脉络

四、巩固练习

第二课时

1、复习生字。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读出人物说话时的语气。

3、欣赏课文，懂得要孝敬父母的道理。

欣赏课文，懂得要孝敬父母的道理。

:多媒体课件，生字卡片



第二课时

（课前互动：手操游戏，唱歌）

一、谈话导入，巩固识字

1.真诚地表扬，导入新课

2.复习生字词，巩固读音

3.出示图片，激发阅读兴趣

二、细读文本、合作探究。

1.自读课文，找出三个妈妈的话，用“-”划出来。

2.交流：你都找到哪几句话，指名读

3.品读三个妈妈的话，体会阅读乐趣

（1）自由练读：把自己当成妈妈，你会怎样夸奖你的儿子？
会用怎样的语气？

（2）进入角色，感情朗读

品读一：第一个妈妈的话。

a、指名扮演角色读，听听她怎么夸自己的孩子。

b、评价

c、生读后访问：这位妈妈，您说这句话的时候在想什么呀？
相机指导朗读

品读二：第二个妈妈的话。



挑战读，评价，指名演读

品读三：第三个妈妈的话

a、指名读，理解“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b、范读、齐读、分角色读

c、小结方法

（三）读读说说，体会“孝敬”美德。

1、三个妈妈打完水走回家，她们走走停停走走停停，这是为
什么？

2、从文中的哪些词或句子看出水很重的呀？相机理解“晃
荡”

3.体会妈妈提水的辛苦。

4、三个儿子看到自己的妈妈在提水，他们是怎么做的？

默读课文，用“

找出三个儿子的做法。

（1）出示课件：“一个孩子翻着跟头，像车轮在转，真好看；
一个孩子唱着歌，歌声真好听。另一个孩子跑到妈妈跟前，
接过妈妈手里沉甸甸的水桶，提着走了。”

读读议议三个儿子的不同做法

（2）说话训练：一个（只）

一个（只）



另一个（只）

说一段话。

5.合作探究：为什么老爷爷说只看见一个儿子?

（1）课件播放一个妈妈与老爷爷的对话

（2）分角色朗读。

（3）讨论：明明有三个儿子，老爷爷为什么说只看见一个儿
子？

三、总结拓展，明理导行

1.联系生活说说你该怎样做个孝敬父母的孩子？

2.颂读《三字经》，升华主题。

四、指导书写

1.课件出示生字“晃荡”（田字格）

2.引导观察，演示书写顺序

3.师范写，提醒关键笔画

3.生练写，评价书写

板书设计

23、三 个 儿 子

贴图 贴图 贴图 孝



翻跟头 唱歌 提水 敬

幼儿园古诗独坐敬亭山教案篇二

?独坐敬亭山》是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学习，《独坐敬亭山》一诗的生字。

理解诗歌的意思，由诗句想象画面。

朗读诗歌，背诵诗歌。

教学准备

课前布置学生自学生字词，自主了解诗人的生平。

教学图片

教育过程

导入新课

了解李白。

由《早发白帝城》一诗引出李白

李白简介：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
诗人。其诗风雄奇豪放，想象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
谐多变。他善于从民歌、神话中汲取营养私素材，构成其特



有的瑰丽绚烂的色彩，是屈原以来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新高
峰。与杜甫并称李杜。

学生自由讨论有关李白的诗或故事

写作背景

敬亭山在宣州(现在安徽宣城)，宣州是六朝以来江南名郡，
大诗人如谢灵运、谢朓等曾在这里做过太守。李白一生曾七
游宣城，这首五绝写于天宝十二年(753)秋游宣州时，是李白
离开京城长安后，经过了长达十年的漫游，来到宣城时写的。
长期飘泊生活，使李白饱尝了人间辛酸滋味，看透了世态炎
凉，从而加深了对现实的不满，增添了孤寂之感，然而傲岸
倔强的性格仍一如既往。这期间，他写了大量的借游仙、饮
酒的方式排遣苦闷的诗，也写了许多寄情山水、倾诉内心情
感的诗。此诗写独坐敬亭山时的情趣，正是诗人带着怀才不
遇而产生的孤独与寂寞的感情，到大自然怀抱中寻求安慰的
生活写照。

板书课题《独坐敬亭山》，学习生字亭

独坐敬亭山

亭

点击查看图片

指出亭字是后鼻韵母。

朗读课文，读准字音

学习诗歌，有感情的朗读诗歌

听录音



划出节奏

独坐/敬亭山

众鸟/高/飞尽

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

只有/敬亭山

词语意思

独坐：

敬亭山：在宣州(现在安徽宣城北郊)，古名昭亭山，山上有
敬亭

众鸟：

高飞尽：

独去闲：

厌：

了解诗句意思。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的意思是：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意思是：

赏析本首诗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看似写眼前的景象，其实，把孤独
之感写尽了：

诗人以闲写出了孤云的状态，突出了离去的过程，让我们在
品味孤云离去的状态时，感知诗人内心的不忍和无奈，令人
回肠荡气。

尽闲两个字，把我们引入一个静的境界：仿佛是在一群山鸟
的喧闹声消除之后格外感到清静;在薄云离散之后感到特别的
清幽平静。它们都似乎有灵性，不愿与诗人为伴，远离诗人
而去，只留下一个阔大茫茫的空间，诗人坐在这样的空间之
中，更显孤独和渺小。其实，山林的鸟是飞不尽的，云也不
会飘游到天外。在诗中，众鸟孤云都离诗人而去，这是诗人
情感外露的结果，是诗人有意创造为表现自己的孤独情感的
茫茫空间。这种生动形象的写法，能给我们以联想：李白坐
在那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眼看着众鸟、孤云渐渐飞去，
众鸟和孤云都离开了敬亭山，只有自己依旧坐在那里欣赏着
它，勾画出他独坐出神的形象，为下联相看两不厌作了铺垫。

三、四两句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用浪漫主义手法，将敬
亭山人格化、个性化。尽管鸟飞云去，诗人仍没有回去，也
不想回去，他久久地凝望着幽静秀丽的敬亭山，觉得敬亭山
似乎也正含情脉脉地看着自己。他们之间不必说什么话，已
达到了感情上的交流。相看两不厌表达了诗人与敬亭山之间
的深厚感情。相两二字同义重复，把诗人与敬亭山紧紧地联
在一起，表现出强烈的感情。同时，相看也点出此时此刻唯
有山和我的孤寂情景与两字相重，山与人的相依之情油然而
生。结句中只有两字也是经过锤炼的，更突出诗人对敬亭山
的喜爱。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鸟飞云去又何足挂齿!这两句诗
所创造的意境仍然是静的，表面看来，是写了诗人与敬亭山
相对而视，脉脉含情。实际上，诗人愈是写山的有情，愈是
表现出人的无情;而他那横遭冷遇，寂寞凄凉的处境，也就在
这静谧的场面中透露出来了。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
青山见我亦如是。与这一句非常类似。



众鸟、孤云的动与敬亭山这静对比更加突出了诗人的无奈!

诗人笔下，不见敬亭山秀丽的山色、溪水、小桥，并非敬亭
山无物可写，敬亭山极目如画，然而风景如画又怎么样?我们
并不知道诗人相对于山的位置，或许是在山顶，或许在空阔
地带，然而这些都不重要了。本诗的写作目的不是赞美景物
或者借景抒情，而是借此地无言的景色，抒发内心无奈的情
感。诗人在被拟人化了的敬亭山中寻到慰藉，似乎少了一点
孤独感。然而，恰恰在这里，诗人内心深处的孤独之情被表
现得更加突出。人世间的深重的孤独之情，诗人人生悲剧的
气氛充溢在整首诗中。

联系自己实际谈问题：

我们有没有过李白的这种孤寂感觉?谁能举例说明?

我们是怎么排遣这种孤寂带来的苦闷感觉的呢?

拓展学习李白的其他写景诗歌

这首诗与上首有许多类似之处

?月下独酌》

?其一】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醒时相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李白是个乐观洒脱的人，这在他的很多诗中都表现出来的，
请大家再看一首：

送友人

李白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课堂小结

布置作业

李白深情地看着敬亭山，轻轻地对他说：……请把他想对敬
亭山说的话，写出来。

对这个孤独哀愁的李白，你想安慰安慰他吗?怎么安慰他呢?

幼儿园古诗独坐敬亭山教案篇三

学习，《独坐敬亭山》一诗的生字。

理解诗歌的意思，由诗句想象画面。

朗读诗歌，背诵诗歌。



课前布置学生自学生字词，自主了解诗人的生平。

教学图片

导入新课

了解李白。

由《早发白帝城》一诗引出李白

李白简介：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
诗人。其诗风雄奇豪放，想象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
谐多变。他善于从民歌、神话中汲取营养私素材，构成其特
有的瑰丽绚烂的'色彩，是屈原以来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新高
峰。与杜甫并称李杜。

学生自由讨论有关李白的诗或故事

写作背景

敬亭山在宣州(现在安徽宣城)，宣州是六朝以来江南名郡，
大诗人如谢灵运、谢朓等曾在这里做过太守。李白一生曾七
游宣城，这首五绝写于天宝十二年(753)秋游宣州时，是李白
离开京城长安后，经过了长达十年的漫游，来到宣城时写的。
长期飘泊生活，使李白饱尝了人间辛酸滋味，看透了世态炎
凉，从而加深了对现实的不满，增添了孤寂之感，然而傲岸
倔强的性格仍一如既往。这期间，他写了大量的借游仙、饮
酒的方式排遣苦闷的诗，也写了许多寄情山水、倾诉内心情
感的诗。此诗写独坐敬亭山时的情趣，正是诗人带着怀才不
遇而产生的孤独与寂寞的感情，到大自然怀抱中寻求安慰的
生活写照。



幼儿园古诗独坐敬亭山教案篇四

学习古诗《独坐敬亭山》。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古诗。

2、理解古诗意思，体会古诗表达的思想感情。

读懂古诗，理解诗句意思。

体会诗人的思想感情。

2．学生表述，教师相机训练学生规范的表述：……是
诗，……是词。

3．教师过渡：诗盛于唐，词盛于宋，所以在文学史上有唐诗
宋词之说。什么意思呢？通俗一点儿说，就是唐朝的诗写得
最好，宋朝的词写得最好。诗和词，既有区别，又有联
系——这些我们先不谈，咱们一首一首地学，慢慢地就明白
了。请一位同学为我们朗读第一首诗《独坐敬亭山》。

4．学生朗读，教师相机评点：是否读正确了？注意“相”字
的读音。

5．运用反复手法，训练几个学生朗读全诗，教师横向评价：
诗味读得最浓的是谁？学生声情并茂地朗读全诗。

7．学生表述，教师相机：

（1）这种感受在诗题里边有没有表现？

（2）在诗句里有没有表现？让学生用自己的话说一遍，着重
注意“闲”和“厌”的解释。



8．教师小结诗中的情感，引导学生体会“只有”一词的深意：
能陪伴

李白的，只有一座无言的敬亭山。这句话当中的“只有”什
么意思？只有，就是除了敬亭山，什么都没有！没有亲人，
没有——朋友，有的只是眼前的青山，身边的'孤独！

9．教师过渡：学了这么久，也不知道同学们学明白了没有，
听老师说一段话，看老师说的是哪一句诗？教师引读：天上
的鸟儿都结伴飞走了，不见了踪影；那一片白云，它也飘走
了，只留下孤孤单单的我。这世界上能陪伴我的，恐怕只有
眼前的这座敬亭山了。

10．训练学生看着课文图反复说一说诗句的意思。教师组织
学生在朗齐诵诗歌，笔记，背诵、默写。

独坐敬亭山

孤独

只有

幼儿园古诗独坐敬亭山教案篇五

本课是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第六册17课的一首古诗。诗中写
了许多鸟高高的飞走了，单独漂浮在在天空中的一片云彩，
也悠闲的越飞越远。只有作者和敬亭山两个怎么看也不厌倦。
选编的意图一是让学生了解古代诗歌，增加传统文化的积累;
二是激发对古诗的喜爱，并在背诵中陶冶爱美的情趣。

根据三年级的学生的知识结构及课程标准对古诗教学的要求，
应鼓励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多读，通过读去感悟，用自己
喜欢的方法识字，理解词的意思。把不理解的地方画出来，
并与同学交流、讨论。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及合作能力。



根据诗的描述进行想象，在脑海里浮现画面。在这些环节中，
学生可能对古诗的意境感悟需要老师点拨，因为诗人写诗的
心境生无法理解，这需要师适当介绍诗人当时的背景，朗读
方面可能没真正把诗人的心情溶入情境中，可能交流时有的
学困生被冷落，教师重要的是要生通过反复读，想象画面，
体会意境，弄懂古诗的意思体会诗人苦闷的心情。

1、知识与能力目标：学会生字亭，理解诗中词语意思，能正
确、流利，有感情的诵读并背诵古诗。

2、过程与方法目标：在理解感悟诗的过程中，能通过想象和
朗读，了解古诗意思。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能感悟古诗内容，意境，体会诗
人感情。

1、事先布置学生收集有关李白的资料。

2、多媒体课件

3、古筝音乐

(一)导入课题，揭题。

2、揭题：是啊，李白一生写了很多诗，今天我们再学习他的
一首诗：独坐敬亭山。

3、解题：独坐是什么意思?题目是什么意思?

齐读课题

设计的意图：从上一课的请教知识自然过渡到新课上，并同
时营造了平等和谐的课堂氛围，从课题入手，激发学生学习
的愿望，让生的的思维调动起来，使他们积极投入学习中。



(二)初读，识字，引入意境。

1、学习生字。播放课件：(字理识字)亭字的读音注意什么?
亭是什么样的(顶尖，角飞翘下面有柱子。)怎样记亭字?(简
笔画画亭的样子)亭字的一点象亭尖，口字象亭尖下面的部分，
飞起的角象秃宝盖，所以写宽些，丁字象亭檐及柱子。请同
学们在生字表下照着写一遍。

1、听音朗读，初识古诗。

2、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朗读古诗。

(1)把诗读通读顺。

(2)个人读，小组读，齐读，同桌读。

设计意图：在教育改革过后的今天，我们发现了许多问题，
比如忽视了基础教育，我们在困惑、反思的今天，我们才意
识到语文教学应该扎实抓好字、词。所以设计了比较形象的
字理识字，并让学生写好字。采用多种方式的读也体现了生
的自主学习。

(三)再读，感悟诗意。

1、同学们再读诗，看有哪些词不理解的，可以通过看注释或
者解决，也可以和同桌交流讨论，理解。

2、集体交流词的意思。(众鸟许多鸟;高飞尽都高高的飞走
了;孤云孤单的云;独独自;闲悠闲;相看互相看;不厌不满足;)

3、小组讨论交流诗句的理解。

4、全班交流对诗句的理解。

5、这首诗描写了那些景物?(鸟飞尽，云飘走了，孤山。)给



人什么样的感觉?(凄凉)诗人的心情怎样?(孤单寂寞)结合版
书：

鸟飞尽

云独闲 孤单寂寞

山相对

课件介绍背景：李白少年时就博览群书，以才闻名天下，很
有文采。他写这首诗时正被权贵迫害，长期流落他乡，饱尝
了人间辛酸，世态的炎凉。

6、如果你是李白，遇到这样的处境，你会怎么想?

设计意图：设计让学生自读自悟，不理解的与同学交流，讨
论，目的是要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重视学生的合作参
与，让每一位学生有效参与。适时补充李白不得志的材料、
设计假如你是李白，你会怎么想?是寻找学生与文本的撞击点，
引起学生共鸣。因为李白距离学生久远，他们无法理解诗人
当时心情，引导他们进行说话，也加强了语言的训练，使语
言的人文性和工具性得到了升华。

(四)朗读，背诵。

1、诗人如此心情读的时候该怎样去读?请你把自己当做李白
来诵读古诗。(课件出示图，看图朗读)

2、配乐朗读朗读。

3、指名读。

4、学生齐读。

5、背诵。



(五)扩展。

1、闭上眼睛听配乐诵读，边听边想象诗的画面。

3、交流。

设计意图：这一环节主要也是引起生与文本语言的撞击，重
要是培养生的想象能力，给诗配画一环节也体现了尊重个性，
面向全体的设计理念，让学生把自己想象的的情景通过画表
现出来，使学生的想象能力得到提升，还促进了他们的动手
能力的发展。

板书设计： 独坐敬亭山

鸟飞尽

云独闲 孤独寂寞

山相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