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诗寻隐者不遇教案(汇总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优秀的教
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
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古诗寻隐者不遇教案篇一

一、教学目的：

1、 以《寻隐者不遇》为例，学习并运用读懂古诗的一种方
法——把“话”变成“画”。

2、 训练学生把对语言文字的抽象思维变成生动画面的形象
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二、教学重点：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学习古诗的一种方法——把“话”变成
“画”。

三、教学难点：

如何把“话”变成“画”。（即：如何使抽象思维变成形象
思维。）

四、教学准备：

复合遮挡的文字投影片一张、图画场景投影片两张、录有古
曲的音乐磁带一盘。

五、教学时间：



一课时

六、教学过程：

（一） 导入学法

1、 指名请学生背诵课内、课外学过的古诗。

2、 根据学生的背诵情况相机小结，谈话导入：

同学们，我们伟大的祖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古
诗可以说是其中的一颗明珠，好多古诗都描写了引人入胜的
景色，进而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所以，我们在学习古诗的
时候，不仅要理解字面的意思，还要把语言文字变成自己头
脑中的画面，使自己进入到诗的意境中去，从而正确领悟诗
人的思想感情。今天，我们就共同来学习读古诗的一种方
法——把“话”变成“画”。

（打出投影，出示复合遮挡的文字投影片，师生一起对照投
影片审题、解题，搞清楚“话”和“画”的含义。）

（二）指导学法

1. 抓字眼、明诗意

逐字逐词逐句弄懂诗的字面意思。（可以通过联系上下文、
查字典的方法，教师作适当的点播。）

2. 提问题、想诗境

以“松下问童子”这一句为例。

（1） 逐词就诗句提出问题。

例如：什么样的松树下面？谁问童子？怎么问？问什么？童



子什么样？11

（2） 就问题在头脑中形成画面并用语言描述出来。

（打出投影，出示第一张图画场景投影片，帮助学生形成画
面。鼓励学生大胆想象，合理想象，结合生活实际和看过的
电影、电视剧、图书等进行想象。）

（3） 学生借助投影片，根据想象描述画面。

3、 悟诗情、咏诗句

（1） 根据你所描述的画面，体会诗人当时是怎样的感情。

（2） 把体会到的感情通过读表达出来。

（三） 总结学法

（再次出示复合遮挡的文字投影片，师生一起总结归纳学法。
）

（四） 迁移巩固学法

在老师适当的点播下，运用学法学习古诗后三句 。

1、 抓字眼、明诗意

2、 提问题、想诗境

（出示第二张图画场景投影片，学生填充内容、描述画面。）

3、 悟诗情、咏诗句

（播放古曲，配乐咏诗，引学生进入到广阔而幽深的山中境
界，从而体会诗人对隐者这种与世隔绝，甘与大自然为伍，



自得其乐的采药生活羡慕和神往之情。）

（五） 独立运用学法

学习古诗宿新市徐公店

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阴。

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六） 布置作业

用把“话”变成“画”的方法学习古诗江畔独步寻花。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

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七） 板书设计

寻隐者不遇

贾岛

松下问童子，   （兴奋）

言师采药去。

（回答）

只在此山中，   （羡慕）

（就）（这）

云深不知处。   （向往）



（弥漫，缭绕）

附复合遮挡的文字投影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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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寻隐者不遇教案篇二

1．学会6个生字。认识5个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难点：

学会生字。朗读、背诵课文。

本课生字卡片，朗读课文录音带

2课时。



一、提示课题

1．认生字。课题上有4个字，读一读：

寻隐者遇

2．释题。这首诗的作者是唐代诗人贾岛。

寻：寻找，寻访。隐者：独居大山林里的人。遇：碰见，遇
上。

这首诗说的是诗人去访问隐者却没有遇见。

3．质疑：读了这个题目，你想知道什么？（引导学生围绕寻
思考。如，诗人为什么没遇上？有没有问问其他人？为什么
不在那等一会儿？）

二、自学课文

1．借助汉语拼音读课文。

2．画出本课要求学会和认识的生字，读一读。

3．看插图想想：图上画的是什么人，他们在干什么？

三、读诗句，认生字

1．检查课文朗读情况。注意读准平、翘舌音的字：松、采；
师、深。只是多音字，文中读zhi。

2．提问：（1）图上画的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完整
通顺地回答问题，相机识字：松、童。）

（2）图上谁是诗人，谁是童子？诗人要找的隐者是童子的什
么人？识字：师



（3）诗人找到了童子，怎么没遇上他师父呢？

相机识字：言采药深

（4）朗读课文。

四、指导朗读

引导学生椵想自己是诗人在松下遇上童子，体会向童子询问
时的心情，把这种心情读出来。教师先放录音，同学再练习
朗读。

松下／问／童子，（满怀期望）

言师／采药／去。（感到失望）

只在／此／山中，（又有了希望）

云深／不知／处。（无可奈何）

五、识字、写字指导

松：用学过的木字旁和熟字公记字形。组词：松树、放松。

童：上下结构。上面是立，下面是里。这个字横画多，但长
短不一。首横最短，次横最长，最后一横又比它上面一横长
些。组词训练：童话、儿童、童年。

言：发言、说话的意思。首横最长，中间两短横。

师：左边是一短竖和一撇右边是横下一个巾。组词：师父、
老师。

采：上面是爪字头，表示手，下面木表示树，手伸到树上表
示采摘的动作。第一笔为平撇，下面的三笔间隔要匀。



深：左右结构。右边上面不要写成穴宝盖儿。组词巩固：深
山、深海、深浅。

六、抄写生字（完成课后练习2）

一、复习生字

1．开火车读卡片（包括认识的字并用要求会的字口头组词。

2．读拼音填空（先独立完成再当堂订正）略

二、朗读、背诵课文

1．个别、集体等多形式朗读。

2．练习背诵。指导：诗从问了童子后，童子先后告诉他师父
采药，接着告诉诗人，师父就在这座山里，不过山高云深，
我不知他在何处。

3．指名背诵。集体背诵。

三、巩固练习

1．口头选词填空。

师父童子诗人

（）松下问童子，

（）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

（）云深不知处。



2．完成课后练习3。

3．填空，再读一读。,

采药去。只在此山中，。

古诗寻隐者不遇教案篇三

1、有表情的背诵古诗。

2、理解古诗的含义，学会松童药深4个生字。

有表情的.背诵古诗

理解古诗的含义

一课时

一、读题、研题

1、寻？隐？遇？

2、想想题目的意思

3、引导质疑

二、研读课文

1、反复读

读准音，读通句。

2、哪些词不懂？

3、议：什么意思？



回到句中读读。

4、背背

三、探究问句

1、出示答句

2、想问句

3、分组汇报

4、对话

5、体会古诗用词的精炼：言、此、云深、处

四、书写指导

重点指导药、深

五、填诗，练字。

（）下问童子，

言师采（）去。

六、课外作业

给古诗题画

19、寻隐者不遇

松下问童子，

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

云深不知处。

古诗寻隐者不遇教案篇四

1、学会本课6个生字。认识“寻、隐、者、遇、药”5个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这首诗是本单元的最后一首，作者是贾岛。全诗共4行，以问
答的形式叙述了他去寻访隐士没有见到的情景。诗句的大意
是：我在松树下面询问童子，童子说他的师父采药去了。师
父就在这座山里，可是山高云深，不知道他到底在什么地方。

文章虽然是以问答形式来写，但语言选择十分精妙。诗中省
略了寻访者“我”的三次询问：“你师父干什么去
了？”“在哪里采药？”“你能找到他么？”但读起来并不
难理解。而且诗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变化：“松下问童
子”――满怀希望；“言师采药去”――情绪低落；“只在
此山中”――希望又生；“云深不知处”――怅然若失，又
有无可奈何之感。

教学的重点是：掌握生字，朗读、背诵课文是本课的教学重
点。

1、理解这首诗可以通过“看――说――读――演”四个步骤
来进行。“看”就是引导学生看图，想象寻访的过
程；“说”就是把想好的说给全班同学听；“读”就是边想
象边朗读，边朗读，边体会作者的情感变化；“演”就是在
熟读的基础上，把诗文背诵下来，然后边背诵，边把自己对
诗文的理解用动作表演出来。

2、学习生字，一方面可以鼓励学生用自己的方法识记，另一



方面可以引导学生把生字的音、形、义贯穿于朗读诗句之中。
在读中理解，在读中记忆。

古诗寻隐者不遇教案篇五

1.认识10个生字，会写6个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古诗，背诵古诗。

3.读中感知古诗所表达的意思，激发学生学习古诗、背诵古
诗的深厚兴趣。

重点难点

1.识字，写字。

2.背诵古诗。

课时划分

2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认识10个生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古诗。

3.读中感知古诗所表达的意思。

教具准备

挂图，生字词卡。



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

1.小朋友，咱们今天要来学习一首新的古诗。（板书课题）

2.指导读题目，认读生字“寻”、“隐”、“者”。

3.全班小朋友跟教师读课题。

4.教师简单地解释题目的意思。

5.教师导入：诗人没有遇到要访的人，却遇到了一个小男孩。

二、观察图，感知内容

1.出示挂图，引导学生观察。

2.学生反馈，教师引导：松树下。

3.引导想像：想一想，诗人会部男孩什么呢？

4.教师导入：男孩是怎么回答的呢？请同学们把古诗读一读。

三、初读感知，学习生字

1.学生自由读古诗。

2.全班小朋友听录音范读，然后跟录音读。

3.学生齐读。

4.指名读，检查学生自读的情况。

5.全班齐读。



6.学习生字。

(1)用生字卡，检查生字的认读情况。

(2)指名认读并组词。

(3)小朋友自由识记，可以和其它小朋友音商量怎么记住这些
生字。

(4)反馈识记生字的办法。

(5)小组开火车去拼音检查认读的情况。

四、读懂诗意，理解内容

1.指名反馈：童子是怎么回答的呢？

2.大家一起读一读。

3.你能用自己的话说一说，童子对诗人说了什么吗？

4.角色表演当时的情境，在表演中理解古诗所表达的内容。

五、朗读古诗

1.自由读，读给同桌听，互相督促。

2.教师指导学生读。

3.全班齐读。

六、布置作业

1.认读生字词语。



2.朗读背诵古诗。

教后感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会写6个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古诗、背诵古诗。

3.总结全文，激发学生学习古诗、背诵古诗的浓厚兴趣。

教具准备

生字词卡片。

教学过程

一、巩固复习

1.指名读古诗，其他评议。

2.集体读古诗。

3.以小组为单位比赛读，看哪个小组读得最棒。

4.抽查生字的认读。

5.开火车读生字词，巩固生字。

二、背诵古诗，鼓励积累

1.学生自由读古诗。



2.指名计，集体评议。

3.学生跟老师有感情读。

4.指导学生背诵古诗。

5.学生自由背诵，看看谁背诵得又快又好。

6.鼓励学生这时候课余时间多收集、背诵古诗。

三、指导写字

1.出示本课要学写的生字。

2.学生再次认读生字，并组词。

3.观察各字在田字格中的位置。

4.学生说一说第个字书写的注意点。

5.学生书写，教师巡视指导。

6.互相交流、评价。

四、布置作业

1.背诵古诗。

2.书写本课生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