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古诗中的家国情怀群文阅读教学
设计 送别组诗群文阅读教学设计(精选5

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古诗中的家国情怀群文阅读教学设计篇一

师：(板书“诗”)你们学过诗吗?(生答学过)

(在“诗”前板书“组”字)“组诗”是什么意思?

生：就是一组诗歌。

师：(在“组诗”前板书“送别”)“送别组诗”是什么意思
呢?

生：这一组诗都是写送别的。

生：把送别的诗放在一起，成为一组诗。

师;是呀，以前我们一堂课一般是学习一首诗，今天啊，我们
一堂课来尝试学习一组诗，一组写送别的诗，大家有没有信
心?(生答有)

我们先学习第一首诗。(板书：赠汪伦)请大家自读这首诗，
自己尝试解释它。我相信大家有能力完成这个任务。

(学生各自投入地读，然后各自尝试解释诗句。)



师：谁来试一试?我最喜欢自信、勇敢的学生。

生：李白乘着小船刚要离开，突然听到岸上传来踏歌声，桃
花潭的水啊，即使有千尺深，也比不上汪伦送我的情谊深。

师：(高兴地)你真能干，不用老师讲，自己就理解了!谁再来
试试。

生：(小手举成一片，个个跃跃欲试，老师又点了一位同学)
李白乘着小船刚要离去，忽然听到岸上有人踏歌相送。桃花
潭的水啊，你即使有千尺深，也抵不上汪伦送我的感情深呀!

生：“踏歌声”是什么意思?

生：为什么李白说“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呢?

生：李白和汪伦的感情为什么这么深呢?

师：苏州的小朋友真聪明，提出了一些好的问题。但我想念
你们再读读诗，再思考思考，讨论讨论，可以提出更有水平
的问题。

(生埋头默读，陷入沉思，然后窃窃议论)

生：(大声地)老师，为什么汪伦早不送晚不送，偏偏等到李
白上船要走的时侯才送呢?

生：李白怕汪伦知道自己要走了，破费钱财买礼品送自己，
因此不告诉汪伦悄悄地走了。汪伦回家寻不见李白，向邻居
打听才知李白走了，急急忙忙地赶到桃花潭边相送。

生：李白和汪伦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李白担心汪伦
知道自己要走会伤心难过，因此就不辞而别，汪伦知道后赶
来相送。



生：汪伦去买酒了，李白接到家书，需要立即回家，来不及
和汪伦告别，就在桌上留下纸条。汪伦回家后发现纸条，急
忙赶到潭边相送。

生：我是这样认为的，李白和汪伦情投意合，可能汪伦已在
家门口送别李白。但李白走后，汪伦觉得这样不足以表达对
李白的一片深情，于是又赶到桃花潭边踏歌相送。一送李白
上路，二送李白上船。

生：我认为踏歌相送是当地的风俗。

生：(自信地)我认为李白是豪放的人，他不希望朋友分别十
分伤感。而汪伦因为十分了解李白，于是针对李白特点欢欢
喜喜地踏歌相送。李白听到汪伦踏歌来送，极为感动，觉得
汪伦真是了解自己，是自己的知音。因此，跳上岸去迎接汪
伦，握着汪伦的双手，千言万语涌上心头，执笔写下“桃花
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千古佳句。

生：(信心十足)能!(生齐背古诗，摇头晃脑，入情入境)

师：这首诗是谁送谁呀?用什么方式送的?

生：是汪伦送李白，用踏歌的方式相送。

生：老朋友向西辞别了黄鹤楼，在烟花三月的时侯乘船去扬
州。孤单单的小船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水天相接的地方，
只看见长江水滚滚地流向天边。

生：送了一个小时，因为从船离开黄鹤楼到消失到天边大约
要一个小时。

师：此时长江水在李白眼中仅仅是水吗?

生：滚滚长江水仿佛是李白对孟浩然的思念。



生：李白对孟浩如烟海然的感情就像这滚滚长江水一样绵绵
不断，源远流长。

师：太好啦!如果说汪伦送李白是以歌相送，那李白送汪伦
呢?(这里编者可能是笔误，应该是李白送孟浩然)

生：以目相送。

生：注目相送。

师：(板书：以目相送)请大家背诵这首诗。(生吟诵)

生：是著名的琴师，当时闻名全国。

师：高适是在什么情况下送别董大的?

生：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生：天气阴沉沉的，大雪纷飞，大雁南飞，一派凄凉的景象。

师：在这样的天气，这样的环境下好朋友离开，心情怎样呢?

(学生纷纷回答：难过，压抑，沉闷，伤心。)

生：用“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来鼓励他。

生：用振奋人心的话语勉励自己的好友。

师;是呀，听着这样暖人的话语，董大心情为之一振，离别的
愁绪一扫而光，充满豪情地踏上了漫漫路程。这叫“以话相
送”。(板书)请大家齐背这首诗。(生背诵)

师：最后请大家看这首诗----《渭城曲》，根据译文自
学。(生自学)



生：(齐)以酒相送。

生：以心相送。

生：以情相送。

师：对呀，诗人是以真心相送，以真情相送(板书：以心相送，
以情相送)让我们怀着和诗人一样的心情吟诵这四首送别古诗。

(生投入地吟诵)

师：同学们，请你们课后搜集有关的“送别诗”，研究一下
这些诗的表达特点。马上我们就要分别了，请你们用一句话
送送孙老师。

生：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全场大笑)

古诗中的家国情怀群文阅读教学设计篇二

教学目标：

1.理解六首古诗，结合注释，了解诗意。

2.多诵读，并能展开想象，体会诗人的感情。

3.初步感知诗歌意象,体会送别的形式多样，但都表达朋友情
深。

4.挖掘诗歌文化内涵，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培养课外
主动

积累诗歌的良好习惯。

教学重点：



初步感知诗歌意象,体会多样送别方式所包含的诚挚的友情。

教学准备：

教师：课件、打印阅读材料。

课时：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明确主题

1.回顾：学生回顾自己所学诗歌。

2.明确：这节课我们再来读一些送别诗，看看古人都是通过
什么方式来送别的。

3.出示课题，理解课题。

二、了解背景，把握基调

1.教师讲解送别诗成为诗歌重要题材的原因。

2.出示诗句“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请学生谈谈理解。

三、第一板块，温故知新

(一)已学的送别诗

1.回顾《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1)一生读《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其余学生思考李白用
什么方式送别孟浩然?

(2)情境创设：孟浩然的船渐行渐远，李白却一直望啊望啊，



这眼中满是?

(3)配乐朗诵。

(4)板书：极目远送

2.回顾《赠汪伦》

(1)自读《赠汪伦》，思考汪伦是怎样为李白送行的。

(2)讲典故，找问题：为什么在李白临走的时候汪伦才匆匆赶
到呢?

(3)板书：踏歌送别

四、第二板块，学思并重

(一)学习《送别诗》、《送元二使安西》

1.自读诗歌，读准字音。

2.思考作者是怎样表达自己的一腔深情的。

3.交流分享

(1)理解“折柳赠别”的含义。

(2)分别时的这一杯杯酒，代表了什么?

4.明确送别方式：折柳饯别、饮酒泣别

(二)学习《劳劳亭歌》、《山中送别》

1.自读诗歌，尝试找到诗歌中的地点和时间。



2.合作学习。

3.交流反馈、互通有无

(1)长亭：想像画面，朋友们在长亭是怎样依依惜别的?

(2)日暮：在送别时，我看到，可是。

(3)总结这两首古诗所表现的送别方式：长亭饯别、日暮伤别。

(4)再次吟咏这些古诗。

(三)自主发现送别方式的不同。

五、总结延伸。

1.出示李叔同送别并欣赏歌曲。

2.小练笔：引用送别名句，书写离别之情。

古诗中的家国情怀群文阅读教学设计篇三

就自编，他听得入迷尤其把他名字加进故事中。我想你们的
童话里一定有不少精彩的故事，今天我们就一起再次走进童
话感受童话的魅力。

2、出示童话题目

丑小鸭（板书）

会打鸣的打老虎

陶罐与铁罐

花羽毛的小松鸡



让我们先跟他们打一下招呼（齐读课题）

3、师：课前，大家肯定挡不住童话的诱惑，下面就让我们到
文中理解他们，并且感悟童话带给我们的.道理。

二、走进童话感悟道理

1、我们先来学习《丑小鸭》

（2）默读课文，边读边画出文中最令人感动的句子。（生默
读课文，提示：不动笔墨不读书）

（3）出示（丑小鸭以前的生活环境）体会丑小鸭的可怜。

(4)亲爱的同学们丑小鸭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会怎样？。（难
受不自由束缚）

（5）后来被赶出了家门，流浪在外，丑小鸭是依然很快乐。

板书：

2、让我们回顾一下《丑小鸭》这篇童话的特点：

拟人化描写

想象丰富

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叙述，生说师板书）

三、同样的方法学校其他三篇童话，走出童话，总结方法

1、让我们抓住童话的特点来学习剩下的三篇文章。出示阅读
提示。

（a:故事中有哪些角色？b:故事的大概内容是什么？c:故事的结



局是喜还是忧？d:故事对我们有什么教育？）

2、简单汇报：略

3、进行总结，板书：童话

想象丰富拟人化

宇宙万物

结局以喜告终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四、总结收获提出希望

五、掌握童话特点，进行练笔。

六、展示、评议学生作品。

古诗中的家国情怀群文阅读教学设计篇四

1、引导学生运用“勾画关键词句、写批注、交流”等方法阅
读文章，掌握文章主要内容。

2、通过多文本阅读和分享，提升学生整体感知、提取和整合
信息的能力。学习详略得当的写作方法。

3、引导学生通过阅读，体会各地各具特色的民风民俗，感受
其中所蕴含的中华传统美德。

1、了解各地的民风民俗。

2、尊重不一样的传统风俗，感受传统美德。

课件、拓展阅读材料



小组合作探究、读写结合。

我们的祖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各个地方有不一样的风俗
习惯。今天这堂课，让我们一起阅读几篇文章，来了解不一
样的民风民俗。

1、课文内容回顾

引语：我们自学了第一单元里的三篇课文和三首古诗，它们
给大家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先独自勾画、批注，然后和同
桌讨论后回答。）

（《北京的春节》：喜气洋洋；《腊八粥》：使人馋涎欲滴；
古诗《寒食》：开心；古诗《迢迢牵牛星》：想念；古诗
《十五夜望月》：思念家乡。）

2、了解民风民俗

引语：在这些文章和古诗中，都描绘到了我们的一些民风民
俗，你能具体说一说有哪些吗？

（《北京的春节》描绘了春节，其中还写到了腊八熬粥、泡
醋蒜、孩子们买杂拌儿买爆竹、腊月二十三过小年、扫房、
除夕、元旦、举办庙会、元宵节；《腊八粥》一文，则具体
描写了熬腊八粥的过程；《古诗三首》描绘了人们在寒食节、
七夕节和中秋节这一天中所表达的情感或所做的事情。）

引语：“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不同的地区，不同的
民族，不同的时空，都有着自己各具特色的风俗习惯。我们
来看看这几首古诗。

1、出示古诗，默读。要求读通、读顺。

《元日》（宋）王安石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
新桃换旧符。

《元夕》（宋）欧阳修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社日诗》（唐）王驾

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

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2、谈内容

引语：读过这些古诗后，你知道诗中所描绘的传统习俗吗？

（《元日》：春节放爆竹、贴新符；《元夕》：灯会；《社
日诗》：在社日这一天人们把酒言欢，很欢乐。）

3、朗读

放声朗读这三首古诗，熟读成诵。

引语：课内和课外的阅读，让我们知道了各地不一样的民风
民俗。我相信，其中有很多地方给大家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家对比一下这些文章和古诗，然后在小组内自由畅谈自己
的感受吧。（学生自己在组内谈感受，后全班汇报）

1、《北京的`春节》一文中，老舍先生有详有略地描绘了在
春节这一段时间里的风俗习惯，着力突出“腊八、除夕、正
月初一和元宵”这四天（祥写），而其他的地方描绘得很简
略。



2、《腊八粥》一文，作者以八儿的视角，描绘了在腊八节这
一天八儿等腊八粥、喝腊八粥的事情。其中在等的过程中亲
眼目睹了整个熬制腊八粥的详细经过，写得细腻而形象，让
人垂涎欲滴，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等粥（祥写），
喝粥（略写）。

3、而这几首古诗，每首古诗都描写了一种节日，不仅如此，
诗中还写到了在节日里的风俗习惯，浓浓的情感也从古诗中
显露出来，让人印象很深刻。

4、感受：在文章中安排好主次，对重点内容抓住特点进行祥
写，就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在习作的时候，也应该
试着运用这样的写法。

引语：其实，很多的风俗习惯，都有一段美丽而动人的传说
故事呢。把大家收集到的有关风俗习惯的传说故事和组内同
学分享分享吧。

1、组内分享传说故事，巩固对传统习俗的了解

2、派选代表，全班交流

（过年：相传在远古时候，我们的祖先曾遭受一种的野兽"
年"的威胁。它捕百兽为食，到了冬天，山中食物缺乏时，还
会闯入村庄，猎食人和牲畜，百姓惶惶不可终日。人和"年"
斗争了很多年后发现，年怕三种东西，红颜色、火光、响声。
于是在这一天，人们都在自家门上挂上红桃木板，门口烧火
堆，夜里通宵不睡，敲敲打打。夜里，"年"闯进村庄，见到
家家有红色和火光，听见震天的响声，吓得跑回深山，再也
不敢出来。后来，在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贴红纸对联，点灯
笼，燃放鞭炮烟花；夜里，通宵守夜。就这样一代一代流传
下来，就成了现在的"过年"。

元宵节：传说在很久以前，有一只神鸟困为迷路而降落人间，



却意外的被猎人射死了。天帝知道后十分震怒，下令天兵于
正月十五日到人间放火，要烧死人类。天帝的女儿心地善良，
不忍心看百姓无辜受难，就冒着生命的危险，把这个消息告
诉了人们。众人听说了这个消息后，一个老人家想出个法子，
他说：“在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这三天，每户人家都在
家里挂起红灯笼、点爆竹、放烟火，让天帝以为人们都被烧
死了”。到了正月十五这天晚上，天兵往下一看，发觉人间
一片红光，以为是大火燃烧的火焰，就禀告天帝不用下凡放
火了。人们就此逃过一劫。从此以后，每到正月十五，家家
户户都悬挂灯笼，放花灯，赏灯会来纪念这个日子。

七夕节是每年农历的七月七日。少女们比赛穿针引线来纪念
织女。传说每年的农历七月七日，喜鹊们在银河上架起鹊桥
让牛郎织女相会。这一天，女孩子们喜欢在织女星旁学习织
布。也是为了庆祝牛郎织女重逢。

农历九月九日是重阳节。在这个节日里留传下来的风俗是踏
青或登高。在汉朝，有一位叫费长房的会捕怪的巫师。有一
天，费长房告诉他的弟子桓景，农历九月九日人间会发生一
场大灾难，他会带他去阻止灾难发生。他拿出一捆茱萸和一
小瓶菊花酒，告诉他将这些带给世人。乘上仙鹤，桓景去往
人间。他将人们领往高山之巅，每人发了一片茱萸并饮了一
口菊花酒。这样怪物就不敢靠近了。怪物来了，它急忙赶往
已人去楼空的村子。看到人们都已经聚集在山峰上后，它冲
向他们。但菊花酒的气味和茱萸的香味使他却步。于是桓景
用剑杀死了他。从那时起，农历九月九日，人们带上茱萸和
菊花酒，登高或是踏青。......）

引语：美丽动人的传说故事，让我们对这些传统习俗有了更
深刻的了解，它们代表着人们美好的愿望，蕴含着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让我们拿起手中的笔，学着今天学到的分主次、
分详略的写法，把我们心中最想描绘的风俗习惯写一写吧。

1、学生自由构思，进行练笔



2、组内分享交流

古诗中的家国情怀群文阅读教学设计篇五

《少先队员》（新苗圃20xx年第11期）“童话森林”部分

1.激发学生阅读兴趣，交流阅读感受，培养学生课外阅读的
习惯。

2.通过阅读描写以学生喜欢的小动物为主角的小童话故事，
让学生在生动有趣的故事中接受知识的灌溉，感受语言文字
的美，积累语言；培养学生勤发现，大胆想象的能力。

创设浓浓的读书氛围，采用多种方法让孩子阅读，提高孩子
的阅读兴趣，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在阅读中，感受祖国语
言文字的美，领悟做人的一些道理，让孩子们在美的熏陶中
得到心灵的启迪，提高孩子的语文素养。

《少先队员》（20xx年第11期）

一、创设情景，激发阅读兴趣。

1．猜谜语比赛：耳朵长，尾巴短，兴吃菜，不吃饭。（兔子）
脑袋聪明，手脚灵巧，喜欢爬树，最爱吃桃。（猴子）小老
鼠，真奇怪，降落伞，随身带。（松鼠）

2．是啊，这么多的小动物聚集在一起，谁能猜它们要干什么？
这节课让我们走近小动物，阅读几个描写小动物的小故事。

二、指导阅读。

（一）阅读小童话《假面舞会》

1．翻开书第28页，学生借助拼音阅读故事。



3．这个故事中的对话很有趣，有很多好词佳句，把你喜欢的
词句画出来，记一记。带着自己的感觉，美美地读一读。

4．交流所画的词句，读出语气。

（二）走进“童话森林”

1．过渡：阅读完《假面舞会》这个故事，让我们继续走进小
动物的童话城堡。

3．交流阅读收获，教师评点小结。

三、小结

1、今天这节课，我们阅读了有关动物的几个小故事，对一些
小动物有了更多的了解，积累了一些好词佳句，收获可真不
少。“书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希望课后大家能多阅读一些
好的书籍，去获得更多的知识。

2、介绍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安徒安童话》、《笨笨猪》杨
红樱著

《小猪唏喜呼噜》孙幼军著、《木偶奇遇记》、《格林童话》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