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古诗两首小池教案(精选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
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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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诗两首小池教案篇一

这两节课的教学内容是北师大版小学数学二年级上册第一单
元乘法的初步认识。有二个知识点：一是初步认识相同加数
及相同加数的个数，从而引入乘法，这是一条主线。二是乘
法算式的写法和读法，这是理解乘法的意义和实际计算的基
础。教学难点是识别相同加数，理解乘号前后两个数所表示
的不同意义。通过以上对教材的理解和分析，我确定以开放
式的课堂教学。

乘法的初步认识它是建立在学生已经学过加法、减法，这一
节是学生学习乘法的开始，由于学生没有乘法的概念，加之
这个概念又难以建立，在这种情况下，我从生活经验出发，
层层深入地逐步完成对乘法意义的体验教学过程，从学生喜
爱的谜语为切入点，抓住学生的心理年龄的特点及心理需求，
因此从课堂一开始孩子们就产生了极大的热情和兴趣，为课
堂教学的顺利进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然也存在以下几个不足：学生的观察不够仔细，表述上感
觉也有些欠缺；有个别学生不能列出正确的乘法算式，影响
了教学效果。

古诗两首小池教案篇二

在教学中，我主要引导学生从以下几方面将两首诗比较异同：

不同之处：



1.抓住背景，一是“安史之乱”，一是“金兵南侵”。由于
诗人所处的历史背景不同，他们的经历也各有跌宕。要想理
解诗人内心的情感，就必须要有时代背景作铺垫。所以，在
课前，我就要求学生查找有关诗人生活年代的情况——“安
史之乱”和“金兵南侵”的相关资料，为更好地体会诗人的
爱国之情奠定基础。

2.抓住作者，一是唐朝，一是宋代。杜甫是唐代著名诗人，
被人誉为“诗圣”，而他的诗又记录了相关的史实，被人称为
“诗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乃杜
甫的“生平第一快诗”。而陆游，是南宋著名诗人，一生作
诗九千余首，可谓“多产诗人”。《示儿》是他的“绝笔
诗”，相当于遗嘱。

3.抓住插图，一是“意气风发”，一是“抱憾终老”。在教
学中，我觉得书上的插图也应发挥作用，用来帮助学生理解
诗人所要表达的情感。《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那幅图中，诗
人一家内心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漫卷诗书”的场面也表
现得十分直观。而《示儿》一图则显得哀伤而凄凉。弥留之
际的陆游，在孤灯残烛的映照下显奄奄一息。在布满皱纹、
饱经沧桑的脸上，挥之不去的是遗憾之愁云。在这样的画面
映衬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读来催人泪
下。

5.抓住文体，一是律诗，一是绝句。教学中，可相机让学生
认识律诗和绝句的区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共有八句，
每句七个字，是一首七言律诗；而《示儿》共四句，每句七
个字，是一首七言绝句。

二。相同之处：

虽然两首诗有着诸多的不同，但诗人所要表达的情感却是相
同的，那就是内心无比强烈的爱国之情。在《闻官军收河南
河北》中，通过写诗人听到失地收复的喜讯后极度的喜悦和



急切还乡的心情来体现；《示儿》则通过诗人临终前的牵
挂——“但悲不见九州同”来表达。一喜一悲，难以掩饰的
是杜甫和陆游拳拳爱国心。

整堂课上下来，感觉效果一般，学生感兴趣的倒是“安史之
乱”和“金兵侵宋”的史实。在诗意的理解上，由于学习基
础的缘故，学生还存在着一定的困难。而我自己也是初次尝
试这样的方式，所以感觉要讲的东西太多，很多时候是自己
在唱“独角戏”。我想：以后再上这一课的时候，第一课时
的准备工作要做得更为充分些。如果有条件，可适当运用一
些媒体资源来辅助教学。另外，在诗句的朗读上，我觉得对
学生的指导还不够，自己的范读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古诗两首小池教案篇三

在古诗的教学中，我们应该先让学生读，那么应该读到什么
程度才行呢？要读到能把作者的思想感情读出来才行。那要
怎样才能把作者的思想感情读出来呢？这就是古诗教学中重
点讨论的问题了。我们应该先让学生了解古诗的背景和古诗
所写的意思以及古诗所描绘的情景，以此来设身处地地体会
作者当时的想法和想说的话及当时的思想。

在《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的教学中我是这样做的。
首先，我让学生了解了古诗的题目，然后再让学生通过古诗
中字词的意思了解了每一句古诗的意思。并想象古诗中所描
绘的依依分别的情景。然后我就告诉学生这一首古诗的大体
背景：李白与孟浩然在这里谈古论今已经好长时间了，而且
彼此在一起谈得很投机，彼此作为好朋友真是难舍难分。可
是孟浩然却必须有事要离开这里到扬州去，于是两个人不得
不分开，那么，两个人分别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语气读呢？
学生说：应该用难舍难分的语气、用依依不舍的语气、用想
留下孟浩然但又不能不让他走而叹气的语气……学生们就能
够把思维拓展出去了。



这样让学生再去读学生就能够有一定的语气了，于是再加上
范读和渲染，学生再跟着朗诵。就这样多种方式让学生体验
古诗所包含的意思及作者的思想感情，能够了解古诗的意思
再体会感情再范领读的方式，让课堂达到了最高潮，也使学
生能够忘我的表演朗读，从而引出他们分别时会说些什么。
学生就畅所欲言，很有的说了。

总之，我们就想尽办法让学生能够在教师创设的情景中去学，
学生能够学习，才能够提高我们的教学效率，从而为教育教
学质量的稳步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

古诗两首小池教案篇四

4古诗两首《江南春》反思：

春的景致直观地带给人美好的遐想，那么怎样和学生一起品
味春色呢？那就把诗意和儿童的生活经验联系起来，把读诵
积累与情意熏陶结合起来。《江南春》就是将春景与情结合
在一起的诗，可以读出诗人用“春”创造出一种“责任”。
它不能非常透彻地讲给学生听，也许我们不能借古说今，但
背诵这首古诗，积累这首诗，给予学生不应该是单单一首诗，
应该把思想还给学生。杜牧看到这一切，以诗的方式记载着
历史。诗人是创造者，创造者本身就具有敏锐的观察力，这
首诗其实把这一切也都写了进去。虽然我们不能告诉学生这
么多，但通过点拨引导现在的学生做个有思想的人。在读通
诗句的基础上，我引导学生划出自己不理解的字、词，查字
典或同学之间讨论，说说“莺啼”、“绿映红”、“酒旗
风”等词语的意思，再让学生自由串讲诗意：千里江南，到
处莺歌燕舞、绿数红花互相掩映。有临水的村庄，依山的城
郭，酒旗在空中飘荡。南朝留下的四百八十座寺院。那许多
宏伟的楼阁，笼罩在朦胧烟雨中。再让学生找一找江南春描
绘了那些景物？表达了作者什么样的感情？这样朗读诗歌、
背诵诗歌就容易了。



4古诗两首《春日偶成》反思：

程颢的《春日偶成》比较简单，这是一个老人眼中的春天，
那种快乐，从“偷闲”两字可以读出来。老人如玩童，这是
一个人返朴归真的表现。我教此课，引导学生在大体理解诗
句意思的基础上，通过看图朗读、听音乐朗读，媒体出示等
多种形式反复体会诗歌的语言和意境，边读边想像，让学生
真正体会诗歌的语言美和意境美。

4古诗两首《春日偶成》反思：

程颢的《春日偶成》比较简单，这是一个老人眼中的春天，
那种快乐，从“偷闲”两字可以读出来。老人如玩童，这是
一个人返朴归真的表现。我教此课，引导学生在大体理解诗
句意思的基础上，通过看图朗读、听音乐朗读，媒体出示等
多种形式反复体会诗歌的语言和意境，边读边想像，让学生
真正体会诗歌的语言美和意境美。

诗是美好的创造，学生在教室里读着，肯定不如到生活中读
着，肯定不如到春天中读着。而春天的诗可以说非常多，这
两首诗学完后，引导他们继续寻找，尽可能地多研究几首，
这对于他们综合了解春天，了解春天其它方面负载的东西，
这对于学生的成长是有利的。领着孩子们走在松软的土地上，
感受春光明媚，沐浴在充满暖意的大自然中，来一起背诵描
写春天的古诗，是最好不过的了。我和学生一起搜集描写春
天的诗，来朗读、背诵，效果非常好。

《咏柳》

贺知章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绝句》

杜甫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

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江畔独步寻花》

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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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忆江南》

白居易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游园不值》

叶绍翁

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古诗两首小池教案篇五

教学要求：



1、引导学生理解诗的内容，感受诗中描写的情景，进行美的
教育，培养想象能力，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情趣。

2、学会本课生字，理解重点词语和诗句，并能用自己的话说
出诗句的意思。

3、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能背诵和默写课文。

教学重难点：

1、理解诗句意思，体会作者感情。

2、根据诗意，体会意境是难点。

教学时间：一课时教学准备：电脑制作小池作景、小荷、蜻
蜓、词库等软件。

教学过程：

同学们学过很多古诗，你还记得哪首，请你给大家背一背。
这些古诗韵律优美，语言简洁，好读又好记，大家都喜欢读
古诗，今天我们要再学习一首古诗，题目叫《小池》，板书
题目。先听老师把课文读一遍。

1、了解诗人生平。

2、理解题目意思。

3、学会生字新词。演示课件诗人介绍、全诗图文、字义词库。

1、小池的作者是谁？他是什么朝代的人？

2、题目你是怎样理解的？你知道小池的意思吗？这首诗写了
小荷花池什么季节的景色？



3、诗中有几个生字？示柔字，这个字读作什么？

（1）柔是什么结构？怎样拆分，编码是什么？

（2）柔可以组哪些词？在诗中组的什么词？

（3）柔有四种意思，晴柔的柔选哪种字义比较合适？

（4）把柔字打三遍，再用柔字组两个词。

4、再读古诗。看还有没有不懂的词。

出示：4、理解诗句意思。抽读要求。

1、请一个同学朗读全诗，其他同学边听边看图，想想这首诗
写了哪些景物？演示课件。

指导读出舍不得的语气。

指导读出喜欢的语气。

（喜爱）请同学们把两行诗连起来读一读，读出舍不得和喜
爱的语气。

5、写小荷和蜻蜓作者又是怎样写的呢？

指导朗读。

6、把四行诗的意思连贯起来说一说，注意诗句中内容之间的
联系。（自己说，互相说，当众说）

7、总结：是啊，清清的泉水，茂密的大树，娇嫩的荷叶，可
爱的蜻蜓够成了小池优美的风景。难怪诗人要把这小池写下
来，这里真是太美啦！



通过前面的学习同学们理解了诗句的意思，下面我们再通过
感情朗读和背诵这首古诗来进一步体会诗人的感情。出示第
五个学习要求：体会诗人感情。

1、认真听范读，注意哪些地方有停顿，哪些地方有重音？课
件演示。

2、下面请同学们利用计算机里的导读要求练读。

3、抽读评价。

4、背诵全诗。

。今天我们按照这五个学习要求一步一步的学习理解了全诗，
体会了诗中所表达的感情。今后同学们学习古诗都可以用这
种学习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