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夏日绝句古诗教案(精选10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
作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
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大班夏日绝句古诗教案篇一

教学目标：

1.通过朗读，感知诗歌的大意。

2.结合写作背景及相关典故，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解读诗
歌的主题。

教学重难点：

重点：通过朗读，感知诗歌的大意。

难点：结合写作背景及相关典故，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解
读诗歌中的主题。

【教学过程】

一、听——谁在吟唱？

【师吟诵诗歌，引出课题、作者】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阆苑中，有这样一位才女，她的一生就像
一部跌宕起伏的电影，演绎着属于她自己的悲欢离合。“婉
约词宗”“千古第一才女”等美称向我们证明着她的满腹才
情。今天，让我们和她一起驻足乌江河畔，倾听她在乱世里



的吟唱。（ppt出示课题，播放录音，学生聆听）

同学们，李清照为何会在乌江河畔有这么深沉的感慨呢？是
谁触发了她心中的情思呢？让我们从诗歌中寻找答案。

二、问——为谁而歌？

1.古语有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接下来请用你最喜欢
的方式读一读诗歌，了解一下诗歌的大意。

《夏日绝句》.李清照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诗歌大意】在生时应当作人中豪杰，死后也要做鬼中英雄。
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怀念项羽，因为他不肯苟且偷生，退回江
东。

过渡语：诗人为谁而歌？项羽。

最后两句提到了项羽的故事，这是历史上有名的典故——乌
江自刎。大家都听过吧？项羽本是西楚霸王，但在楚汉之争
中输给了刘邦，了解这个故事的人都知道，他是有机会翻盘
的，但是他的自尊和气节不允许他这样做，所以他宁死不降，
最后在乌江自刎。就这一点以及项羽本人来说，世人对他褒
贬不一。有人说他傻，认为他不该放弃。。。。

三、探----为何而歌

确定：在诗人眼中，项羽乃人中豪杰、顶天立地英雄男儿。
前两句就已经定下感情基调;赞扬/敬佩、思念。

同学们知道前两句诗中的“人杰”和“鬼雄”最初的意思吗？



引出典故

【请看典故】：汉高祖刘邦曾称赞张良、萧何、韩信等三人为
“人杰”，自愧在谋略运筹，政治经济管理，率兵作战等方
面不及他们，但同时指出自己能够使用这些人材，因而取得
政权。后因用为咏人杰之典。

鬼雄：指鬼中的刚强有力者。楚.屈原《九歌•国殇》：“身
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后用以指死而不灭的刚
毅精神。

请同学们看完下边的材料，或许能明白诗人的心境。

公元1127年（靖康二年），金兵入侵中原，掳走徽、钦二帝，
赵宋王朝被迫南逃。李清照之夫赵明诚出任建康知府。后城
中爆发叛乱，赵明诚不思平叛，反而临阵脱逃。再看整个南
宋朝廷，一片投降声。。。。（补充背景）

明确：李清照为国为夫感到耻辱，此刻路过乌江，有感于项
羽的悲壮，心潮澎湃，压抑在心中的情感终于喷薄而出：生
当作人杰。。。老师起个头，同学们再齐读诗歌）

四、悟--

同学们；能体会出诗人借凭吊项羽抒发了。。什么情感吗？

明确：气壮山河英雄豪情。。。浓浓的报国壮志，让人肃然
起敬。（板书：赞英雄，言己志，抒豪情）

小结：对于诗人来说，项羽用生命换来的抉择之笔，书写着
一种忠贞：他忠贞于英雄之名，忠贞于大丈夫之气。有一种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慷慨气节、悲壮正气。 在当时的背景下，
项羽的这种气节与昏君及无能之辈的懦夫行为形成鲜明的对
比，在这里诗人在赞美历史名将不朽气节的同时，也讽刺了



南宋当权派的无耻行径，借古讽今，正气凛然。这是作者创
作此诗歌的意图之一。（板书：赞名将，讽昏君）

四、小结：

今天这节课，我们在李清照引领下，漫步乌江河畔，静静地
聆听了这位婉约凄美、娇峙文坛的女子生命里的吟唱，何谓
做人风骨，何谓做人气节。我想这节课大家应该找到了答案。
接下来让我们在朗诵中再次体会一下我们这位文坛大腕的豪
情壮志吧！（在朗诵中结束课堂）

《夏日绝句》教学设计

《夏日绝句》教学设计

《绝句》教学设计

《绝句》教学设计

《绝句》教学设计

大班夏日绝句古诗教案篇二

乱蝉忽鸣惊胆寒，

砰雷訇訇震石磬。

岂因炎气烦日苦？

倚看少女曳轻妆。

夏天和春天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像是才听不见了草长莺
飞的声音，夏天已然逼至肘腋，像从天上突袭而至似的吓人
一跳。



如果说春天、秋天像首温婉的小词小曲儿，那夏天就该是一
首绝句，干脆直爽而又轻盈。

首先是蝉，最不讲江湖道义。哪一天，你正坐在教室里读书，
忽然之间，远远近近都响起了蝉鸣，铮铮烈烈沸沸汤汤的，
像是四面楚歌，把你团团围在了垓下；又如暴涨的海潮，把
全世界都覆没了。就这样泛滥滥，流了整个校园整个耳际，
等一满，居然又开始奔袭你的心窝，直到完完全全侵占！哈，
这可是我的地盘，小蝉儿你忒也欺人太甚！也许，开始的时
候你会着恼群蝉的无端“入侵”，但很快，你就会释然的。
无论如何，在沉闷的夏天，还能有事情激起心里一片两片的
浪花，总是幸福。

春天的雨总是太忸捏，秋雨又太悲凉，而冬雪又未免太过吝
啬和沉重，哪有夏雷隆隆来得痛快！前一刻都还好好的天气，
老天爷一旦不高兴了，他才不晓得什么隐忍，更不在乎你怎
么看怎么想，眨眼的功夫，天空就被塞满了黑云，如潮翻涌；
又像一面黑色巨旗，迎风招展遮天蔽日，使人不禁望之生怖；
可是加勒比海盗升起黑旗杀将而来？只听得雷声轰轰，热热
烈烈，赛比那安塞腰鼓！穹空、大地、山峦、江河，刹那间
变作了巨制的牛皮鼓面，无风自鸣，轰隆隆轰隆隆。接着，
哗啦啦的雨也跟着下来了，就连雨点也跟他的脾气一个样：
是什么就表现出什么样来－－都是大颗大颗的；如果实在是
气急，那爽性就掷些雹子出来。可等火气一发完，他立马就
会放晴，云销雨霁彩彻区明。可能是对自己刚才的失态感到
抱歉吧，于是，他又在云层上搭座七彩虹桥取悦人们。唉，
真叫人哭笑不得。那雨水，许是老天爷的泪水吧，不高兴了
就稀里哗啦哭出来。他也许不知道，他这一哭，不知要逗笑
多少庄稼呢！

夏天是所有绿色植物的goldendays。一到夏天，绿色便猖獗一
时，在校园中处处泛滥。就算难得有一两点的小花，无奈亦
是绿肥红瘦，凄凄惨惨戚戚。不过幸好，还有那多漂亮的女
孩子，足以消弥绿色的单调和寂寞。快看，女孩子们身着鲜



艳的花裙，泠泠而笑曳曳而行，像不像漂在碧溪之上的花瓣，
随波而逐？一碰到鹅卵石，激撞起朵朵生气的水花。夏天的
女孩子们为什么就那么可爱呢？剥去臃肿的外套(起码在我看
来)，换上别致的吊带裙，露出小腿和胴肤，一身轻盈；蹑行
于校园之中，悠然悠然，像只灵巧的小燕子，一不小心就奏
出别样的小曲儿；如果有微风轻轻吹过，撩起花色的裙带和
裙摆，也算曲子一个小小的'滑调。美哉，不胜醉将矣！

卸去包装的东西往往有最自然的美，摘去果实的枝梢，总能
看见它向上划出灵俏又轻盈的弧线。

漂亮女孩走在校园里，一定会引得行者忘其往吟者忘其笺。
虽然感觉一点不适，但总是甜蜜多一些。至于那些尚还害羞
不肯正眼看女孩子的小君子们，不要再折磨自己了，美无罪，
爱美更无罪。

人多喜欢春天，因为它生意盎然；喜欢秋天，因为它天高气
爽；喜欢冬天，因为它冰清玉洁，但却很少有人喜欢夏天。
其实，夏天也很美的。只要你用心欣赏，你会发现：夏天并
不就是单纯的闷热。像我，喜欢夏天，就喜欢它干脆直爽又
轻盈的脾气，像极了一首七绝。

若以美丽的心情去看待周围的事物，你会发现全世界都是美
的；若以轻盈的心去对待每一件事，那不论做什么都轻如燕
羽。很多时候，不是没有风景，而是我们没有心情。

大班夏日绝句古诗教案篇三

教学目标：

1、 运用学过的识字方法自主认识7个生字。

2、 能正确、流利、有感情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 感受古诗的精练，喜欢读古诗。

重点难点：

识字、朗读、背诵古诗。感受项羽宁死不屈的品质和诗人的
爱国情怀

教学过程：

1、背诵自己知道的古诗，争当小小古诗朗诵家、

2、揭示课题，简介诗人

1、我会读

（1） 学生自由读

（2） 同桌读，你读我认真听，注意纠正字音

（3） 请生读，其余学生评一评，教师相机指导

（4） 听示范朗读

2、我会认

（1） 自渎古诗、勾画生字、并读一读

（2） 考考同桌

（3） 汇报学习情况，游戏：让美丽的星星出来吧

3、我想问 学生自由质疑，感知古诗

1、学生自渎古诗边读边想：你读懂了什么?



2、汇报交流

1、听课件朗读

2、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这首古诗，看谁读得最好

3、配乐朗读，感受诗的意境美和语言美。

4、多种形式赛读，读出感情。

5、配乐齐读

1、把这首诗有感情的背诵给父母听

2、把这首诗的意思讲给同学听。

大班夏日绝句古诗教案篇四

1、指导学生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古诗，背诵古诗。

2、通过对古诗修辞手法的赏析，使学生体味诗句表达的精妙。

3、通过对诗人思想感情的赏析，使学生明确做人的价值取向，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4、由《夏日绝句》的赏析方法，延伸到其他的赏析方法，使
学生能融会贯通。

从修辞手法和思想感情入手进行赏析，培养学生的赏析能力。

通过赏析诗句，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1、学生通过阅读、上网等方式，搜集有关李清照、项羽和南
宋的历史资料。



2、教师制作多媒体课件。

一课时

一、多媒体导入新课，激发学生兴趣

1、播放“月满西楼”，学生谈感受。

指名交流，根据学生回答适时出示资料。

二、初读，感知古诗

1、出示古诗朗读，生谈与《月满西楼》的区别。

2、生自由朗读古诗，出示要求：正确、流利地朗读古诗，注
意诗句的节奏和停顿。

3、指名朗读，纠正错误读音。

三、再读，了解诗意。

要求：结合注释进行自学，用自己的话说出古诗大意，有问
题的可以标出。

1、小组讨论，教师巡视。

2、全班交流、出示：人活着要做人中豪杰，死了也要做鬼中
英雄。到现在人们还在思念项羽，就是因为他不肯回到江东。

3、学生质疑，可能会问“项羽是谁？他为什么不肯过江
东……”（出示项羽的资料）

四、品读，悟情入境

1、师：现在你已经了解了诗的大意，能不能告诉老师你最喜



欢哪一句？

生自由谈感受并说明理由。

2、小结：都说退一步海阔天空，仅一河之遥，却是生死之界；
仅一念之间，却是存亡之抉。项羽这位叱咤风云的西楚霸王，
放弃了生的希望，“不肯”不是“不能”，不是“不行”，
这就是“士可杀而不可辱”的'英雄气慨，这就是“死不惧而
辱不受”的壮志豪情！所以李清照赞颂他“生当作人杰，死
亦为鬼雄”（生读）这两句诗千百年来吸引着我们，激励着
我们，让我们共同赏析，去感受它独特的魅力吧！

3、从修辞入手，体味诗句表达的精妙。

思考：从字面上看，你有什么发现？

（1）生：“生”与“死”是一组反义词。“人杰”和“鬼
雄”……

如：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

（3）生再读这两句诗，体会其语言美。

4、从思想入手，理解诗人的感情。

（1）生自由谈，师补充“靖康之耻”资料。

（2）国破家亡，风雨飘摇，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
南宋统治者却整日饮酒作乐，歌舞升平，不思恢复中原。面
对这样的统治者，李清照，再也忍不住了，她大声呼喊“南
宋的统治者啊，你们面对金兵，为什么不能像项羽那
样……”，“祖国的大好河山已失，百姓的美好家园已毁，
你们什么时候才能像项羽那样……”（师生接读进行语言训



练）

（3）小结：“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是李清照做人的标
准，那就是：有正气、有骨气、有气节。让我们读出她豪迈
的情怀吧！

（4）有感情地朗读前两句诗。

五、研读，融会贯通

1、你还知道哪些有气节的人，谁是你心目中的英雄？

生自由谈。

2、根据生的回答，相机补充。

3、共同欣赏名言警句，古诗。

六、总结全诗，感情升华

1、你想用哪句名言或诗句来激励自己？

2、小结：做人要像李清照那样，做一个有气节的人，做一个
顶天立地的人。同学们只有从小勤奋学习，将来把祖国建设
得更加强大，才不会受别人欺辱，让我们怀着对李清照的敬
仰，让我们抱着“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信念，再一
次有感情地朗读这首诗吧！

七、知识链接

屏幕出示，诗歌赏析方法，推荐给大家。

板书：

夏日绝句



（怀古诗）

李清照

生

人杰

有骨气

死

鬼雄

有气节

《夏日绝句》是一首借古讽今、抒发悲愤的怀古诗，诗的开
头两句是针对那些贪生怕死，不思收复失地的南宋统治者而
说的。诗的后两句承接前两句意思，举一个历史人物继续发
挥。李清照用项羽的骨气来强调自己“生当作人杰，死亦为
鬼雄”的观点。全诗围绕一个“思”字，直抒胸怀，写出了
英雄对待生死的态度，特别是“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已经成为格言警句，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读者。

本节赏析课我主要采用：初读，感知诗句；再读，了解诗意；
品读，悟情入境；研读，融会贯通的方法进行教学，使学生
在品词析句中潜移默化地感受赏析诗歌的方法。课堂上我抓住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两句诗，从修辞手法和思想
感情两方面入手，进行深入赏析，体会项羽的英雄气节，李
清照的赞颂、悲愤、担忧等复杂的感情。课堂上给孩子创设
情境，出示李清照、项羽和南宋的历史资料，从而使孩子们
能融情于文本中。学生的学习兴趣比较浓厚，在一次一次的
朗读中将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并能结合古诗赏析明白做人
的价值取向：有正气、有骨气、有气节。每个孩子心中都有



崇拜的英雄，也激励自己努力去做这样的英雄，预设的教学
目标就完成了。最后通过欣赏名言警句、古诗，拓宽学生的
视野，也感受到中华古诗词的魅力。

每节课都会有遗憾，我的这节赏析课也不例外。回顾整节课
的教学，心中有一份失落感，因为教学效果没有用自己班的
孩子时好，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点：

1、教师的激情没有更好地带动学生的激情，在情感上没能产
生理想化的共鸣。

2、教师心情有些急躁，当学生的回答有些茫然时，没有更好
地去引导他们去思考，而是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孩子。

3、课堂上有个别学生的回答中有错误时没有及时纠错。

4、赏析方法的推荐只是泛泛而谈没有深入介绍。

大班夏日绝句古诗教案篇五

出自宋代诗人李清照的《夏日绝句》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李清照这首诗，手起笔落处，端正凝重，力透人胸臆，直指
人脊骨。“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不是几个字的精致
组合，不是几个词的巧妙润色;是一种精髓的凝练，是一种气
魄的承载，是一种所向无惧的人生姿态。那种凛然风骨，浩
然正气，充斥天地之间，直令鬼神徒然变色。“当作”之
所“亦为”，一个女子啊!纤弱无骨之手，娇柔无力之躯，演
绎之柔美，绕指缠心，凄切入骨，细腻感人无以复加。透过



她一贯的文笔风格，在她以“婉约派之宗”而著称文坛的光
环映彻下。笔端劲力突起，笔锋刚劲显现时，这份刚韧之坚，
气势之大，敢问世间须眉几人可以匹敌?“至今思项羽，不肯
过江东。”女诗人追思那个叫项羽的楚霸枭雄，追随项羽的
精神和气节，痛恨宋朝当权者苟且偷安的时政。都说退一步
海阔天空。仅一河之遥，却是生死之界，仅一念之间，却是
存亡之抉。项羽，为了无愧于英雄名节，无愧七尺男儿之身，
无愧江东父老所托，以死相报。“不肯”!不是“不能”、不是
“不想”、不是“不愿”、不是“不去”。一个“不肯”笔
来神韵，强过鬼斧神工，高过天地造化。一种“可杀不可
辱”、“死不惧而辱不受”的英雄豪气，漫染纸面，力透纸
背，令人叫绝称奇而无复任何言语!

这首诗起调高亢，鲜明地提出了人生的价值取向：人活着就
要作人中的豪杰，为国家建功立业;死也要为国捐躯，成为鬼
中的英雄。爱国激情，溢于言表，在当时确有振聋发聩的作
用。南宋统治者不管百姓死活，只顾自己逃命;抛弃中原河山，
苟且偷生。因此，诗人想起了项羽。项羽突围到乌江，乌江
亭长劝他急速渡江，回到江东，重整旗鼓。项羽自己觉得无
脸见江东父老，便回身苦战，杀死敌兵数百，然后自刎。诗
人鞭挞南宋当权派的无耻行径，借古讽今，正气凛然。全诗
仅二十个字，连用了三个典故，但无堆砌之弊，因为这都是
诗人的心声。如此慷慨雄健、掷地有声的诗篇，出自女性之
手，实在是压倒须眉了。

大班夏日绝句古诗教案篇六

当时，金兵满山遍野，有点像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感觉。他
们砸烂宋王朝的琼楼玉苑，掳走徽钦二帝，王朝一片混乱，
只好被迫南逃，从此有了南宋。

到后来，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不但不思平叛，还居然用绳子
临阵脱逃！一个大将军居然逃跑！李清照为国为夫感到无比



耻辱，在路过乌江时，李清照诗性大作，创出此诗。同时也
暗讽了南宋王朝和自己的丈夫。

这首诗是写给李清照丈夫的，提醒他回去治理国家、军队的。
这是一首怀古抒情诗。前两句语出惊人，直抒胸臆，将那种
生死都无愧的英雄豪杰的气魄展现在眼前，让人肃然起敬。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后两句歌颂项羽的悲壮之举，不
苟且偷生的精神。在李清照看来这种失败中表现出的英雄气
概相当可贵。不肯过江东精神，实因感慨时事，借史以抒写
满腔爱国之情，以此来讽刺南宋王朝不思进取、苟且偷生的
无耻言行。整首诗主次分明、起调高亢，鲜明而强烈地提出
人生的价值取向，激起人的爱国情怀，是首极致的爱国佳作。

其实，当时宋代的岳飞也是和项羽一样的英雄。他是闻名中
外的抗金英雄，是个舍已为人的大英雄，最后竟被秦桧一个
奸臣害死了！

在我们身边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中的七十二烈士，也是
名副其实的英雄，他们甘愿牺牲自我，为广大人民群众换来
一个繁荣、昌盛的祖国！在祖国危难的时刻，他们有勇气挺
身而出，不惧牺牲自己生命，拯救了祖国，是我们学习的好
榜样。

翻开中华历史篇章，从屈原、杜甫、陆游、李清照等爱国诗
人，到岳飞，文天详、林则徐爱国人事，到李大钊、刘胡兰
等更多革命英雄事迹，无不教育我要努力学习，长大后做个
有价值的人，要竖立坚定的爱国情怀，牢记使命，不忘初心。
节义廉退，颠沛匪亏，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大班夏日绝句古诗教案篇七

1、指导学生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古诗，背诵古诗。

2、通过对古诗修辞手法的赏析，使学生体味诗句表达的精妙。



3、通过对诗人思想感情的赏析，使学生明确做人的价值取向，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4、由《夏日绝句》的赏析方法，延伸到其他的赏析方法，使
学生能融会贯通。

二、教学重点

从修辞手法和思想感情入手进行赏析，培养学生的赏析能力。

三、教学难点

通过赏析诗句，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四、课前准备

1、学生通过阅读、上网等方式，搜集有关李清照、项羽和南
宋的历史资料。

2、教师制作多媒体课件。

五、课时安排

一课时

六、教学过程

一、多媒体导入新课，激发学生兴趣

1、播放“月满西楼”，学生谈感受。

指名交流，根据学生回答适时出示资料。

二、初读，感知古诗



1、出示古诗朗读，生谈与《月满西楼》的区别。

2、生自由朗读古诗，出示要求：正确、流利地朗读古诗，注
意诗句的节奏和停顿。

3、指名朗读，纠正错误读音。

三、再读，了解诗意。

要求：结合注释进行自学，用自己的话说出古诗大意，有问
题的可以标出。

1、小组讨论，教师巡视。

2、全班交流、出示：人活着要做人中豪杰，死了也要做鬼中
英雄。到现在人们还在思念项羽，就是因为他不肯回到江东。

3、学生质疑，可能会问“项羽是谁？他为什么不肯过江
东……”（出示项羽的资料）

四、品读，悟情入境

1、师：现在你已经了解了诗的大意，能不能告诉老师你最喜
欢哪一句？

生自由谈感受并说明理由。

2、小结：都说退一步海阔天空，仅一河之遥，却是生死之界；
仅一念之间，却是存亡之抉。项羽这位叱咤风云的西楚霸王，
放弃了生的希望，“不肯”不是“不能”，不是“不行”，
这就是“士可杀而不可辱”的英雄气慨，这就是“死不惧而
辱不受”的壮志豪情！所以李清照赞颂他“生当作人杰，死
亦为鬼雄”（生读）这两句诗千百年来吸引着我们，激励着
我们，让我们共同赏析，去感受它独特的魅力吧！



3、从修辞入手，体味诗句表达的精妙。

思考：从字面上看，你有什么发现？

（1）生：“生”与“死”是一组反义词。“人杰”和“鬼
雄”……

如：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

（3）生再读这两句诗，体会其语言美。

4、从思想入手，理解诗人的感情。

（1）生自由谈，师补充“靖康之耻”资料。

（2）国破家亡，风雨飘摇，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
南宋统治者却整日饮酒作乐，歌舞升平，不思恢复中原。面
对这样的统治者，李清照，再也忍不住了，她大声呼喊“南
宋的统治者啊，你们面对金兵，为什么不能像项羽那
样……”，“祖国的大好河山已失，百姓的美好家园已毁，
你们什么时候才能像项羽那样……”（师生接读进行语言训
练）

（3）小结：“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是李清照做人的标
准，那就是：有正气、有骨气、有气节。让我们读出她豪迈
的情怀吧！

（4）有感情地朗读前两句诗。

五、研读，融会贯通

1、你还知道哪些有气节的人，谁是你心目中的英雄？

生自由谈。



2、根据生的回答，相机补充。

3、共同欣赏名言警句，古诗。

六、总结全诗，感情升华

1、你想用哪句名言或诗句来激励自己？

2、小结：做人要像李清照那样，做一个有气节的人，做一个
顶天立地的人。同学们只有从小勤奋学习，将来把祖国建设
得更加强大，才不会受别人欺辱，让我们怀着对李清照的`敬
仰，让我们抱着“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信念，再一
次有感情地朗读这首诗吧！

七、知识链接

屏幕出示，诗歌赏析方法，推荐给大家。

板书：

大班夏日绝句古诗教案篇八

孩子们五年级了，有一部分学生因为生理、心理等因素不爱
举手了。根据此现象，本课教学时，我精心把两个问题设计
成了“请接题”挑战形式：一次是“人杰”、“鬼雄”的教
学;一次是“不肯过江东”的教学。每次挑战，孩子们都表现
出昂扬的斗志。这种挑战的方式，直接带动了学生学习的主
动性，同时也为准备充分的同学提供了展示的舞台。

合作学习本课教学放在了区别“不肯”与“不愿”、“不
能”、“不想”，体会用词的准确性，放在了联系题乌江亭》
体会杜牧眼中的项羽。这两处对于学生都有一定的难处，合
作学习很好地发挥了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正因如此，如
第一次合作学习后学生的表现：换作“不能”好像江东的父



老乡亲不谅解项羽不让他回去，这是被迫的。而项羽是自己
觉的无颜见乡亲不愿回去，感觉上不同，所以不能换。学生
说的非常好。而且小组讨论时我凑近听了学生的交流，发现
他们发表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并不是拘与形式非常的实在。

二、反思课堂语文学习的“大语文观”

根据这首诗的学习的特点，提出让学生课前了解作者李清照
的生平、学生查阅有关项羽的生平及与其相关的作品或成语
等，进行交流学习活动。

长课文要短上，短课文要长上。这首诗只有短短的20个字，
如何再现项羽的英雄形象和英雄豪情?这就需要“课外资源”
的有力补充，需要搜索不少资料。于是我搜集了五处资料进
行整理、组合、浓缩、改编，尽量做到了精炼，符合学生口
味。具体是课前预热时项羽的简介、表现人杰的成语补
充、“不肯过江东”时的历史资料再现、品时代造就英雄时的
《题乌江亭》及南宋的历史背景和整体提升时有关英雄气节
的名句。我之所以这样处理，是因为窦桂梅老师说过：“教
古诗不能光看教的数量，要看是否能真正走进学生的质(精
神)。”

真正的语文课并不仅仅是40分钟，遵循这一特点，我独具匠
心设计了这节可的延伸活动：

1、背诵并默写《绝句》

2、配上旋律把《绝句》编成曲吟唱。

3、出张有关英雄的手抄报。

4、学了“英雄”，你有何想法，请把你的想法写成文。

从反馈的，可以归结果来看，归纳出几点成功的地方：



1、学生默写并背诵特别认真，因为孩子们还沉浸在诗的意境
中。

2、学生自己出手抄报，自己出报刊名，自己搜集资料，排版
设计的过程中，注意到了排版技巧;一些爱画画的学生，还在
他的诗集上画上了美丽的插图，会不很好的，他们就采用贴
图，也很有创意……学生忙并收获着。

3、关于“英雄”文，学生的语言很有思维含量，很有自己的
独特见的。

李清照的《夏日绝句》我班学生在上学年背诵《小学生必背
古诗词》时已会背诵，本单元的古诗教学中又出现了此诗，
如何使学生学而不厌呢?按一般的古诗教学程序显然吊不起学
生的胃口，我翻阅教参无头绪之后四下搜索找到了一个
以“英雄”为主题的教学设计感觉不错，根据本班实际进行
了修改，在1班试教同事们提出修改意见后我再在本班施教，
感觉效果不错。

教学中以“英雄”为主题，深入了解历史背景，阅读诗中所
含的三个典故故事，以两个故事、两个成语感受项羽这个英
雄的英雄气概，以“借古讽今”感受李清照的爱国情怀。学
生过去只是背诵古诗，却不知短短的二十个字中却有如此气
势，他们深深地被项羽的英雄气概和李清照的才气和豪迈折
服。

“老诗”用新法，感觉不错。

大班夏日绝句古诗教案篇九

南宋女诗人李照清博学多才、智慧过人，作了许多古诗词。
《夏日绝句》就是其中一首。第一次读到这首诗时我就感触
甚多。



每当读起“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
江东”的诗句时，我就会怀念起中国千千万万个人民英雄。
他们有的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牺牲，有的为了祖国的兴旺而牺
牲，但他们都是我们永远忘不掉、永远铭记在心的革命英雄。
因为人民英雄的这种精神是永垂不朽的。

就像诗里说的一样：一个人活着，就应该做一个人中豪杰，
就算是死了，也要死得壮烈，有价值，要做一个鬼中英雄。
到现在，还敬佩项羽的伟大壮举，宁可要对着乌江自刎，也
不肯屈服于敌人，不肯回江东苟且偷生。这是一首颂咏历史
时候的诗。诗中怀念、赞美了历史上的英雄项羽，称颂他作
为英雄生，也作为英雄死，宁可壮烈牺牲，也不苟且偷生的
英雄气概。诗中前两句为佳句，壮志豪情，广为传诵。

这首诗也借赞颂项羽宁死不屈的精神，讽刺南宋统治者的屈
辱偷生、逃跑妥协的卖国求荣行为。也表现出了诗人的爱国
情怀。

我们也要向以前的英雄、诗人们学习，爱国爱人民。

大班夏日绝句古诗教案篇十

本次赛课我执教古诗《夏日绝句》，课后，我感觉收获比较
大，这里反思一下。

把挑战与合作引入课堂，增添课堂活力

孩子们四年级了，有一部分学生因为生理、心理等因素不爱
举手了。根据此现象，本课教学时，我精心把两个问题设计
成了“请接题”挑战形式：一次是“人杰”“鬼雄”的教学；
一次是“不肯过江东”的教学。每次挑战，孩子们都表现出
昂扬的斗志。这种挑战的方式，直接带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
性，同时也为准备充分的同学提供了展示的舞台。



合作学习本课教学放在了区别“不肯”与“不愿”“不
能”“不想”，体会用词的准确性，放在了联系《题乌江亭》
体会杜牧眼中的项羽。这两处对于学生都有一定的难处，合
作学习很好地发挥了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正因如此，如
第一次合作学习后学生的表现：换作“不能”好像江东的父
老乡亲不谅解项羽不让他回去，这是被迫的。而项羽是自己
觉得无颜见乡亲不愿回去，感觉上不同，所以不能换。学生
说得非常好。而且小组讨论时我凑近听了学生的交流，发现
他们发表着自己特的见解，并不拘泥于形式，非常的实在。

根据这首诗的学习的特点，提出让学生课前了解作者李清照
的生平、学生查阅有关项羽的生平及与其相关的作品或成语
等，进行交流学习活动。

长课文要短上，短课文要长上。这首诗只有短短的20个字，
如何再现项羽的英雄形象和英雄豪情？这就需要“课外资
源”的有力补充，需要搜索不少资料，符合学生口味。具体
是课前预热时项羽的简介、表现人杰的成语补充、“不肯过
江东”时的历史资料再现、品时代造就英雄时的《题乌江亭》
及南宋的历史背景和整体提升时有关英雄气节的名句。我之
所以这样处理，是因为窦桂梅老师说过：“教古诗不能光看
教的数量，要看是否能真正走进学生的质（精神）。”

真正的语文课并不仅仅是40分钟，遵循这一特点，我具匠心
设计了这节课的延伸活动：

1、背诵并默写《夏日绝句》

2、配上旋律把《夏日绝句》编成曲吟唱。

3、出一张有关英雄的手抄报。

4、学了“英雄”，你有何想法，请把你的想法写成文。



从反馈的结果来看，可以归纳出几点成功的地方：

1、学生默写并背诵特别认真，因为孩子们还沉浸在诗的意境
中。

2、学生自己出手抄报，自己为报刊题名，自己搜集资料，排
版设计的过程中，注意到了排版技巧；一些爱画画的学生，
还在报上画上美丽的插图，画不好的.，他们就采用贴图，也
很有创意……学生忙并收获着。

3、关于“英雄”文，学生的语言很有思维含量，很有自己的
特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