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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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

小故事手抄报篇一

首先，故事心得体会模板这一主题，要求我们通过读故事、
感悟故事，进而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写出自己的心得与感
悟。这就要求我们具备一定的阅读和思考能力，认真品味和
理解故事中蕴含的意义，从而深入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中，思
考如何将本故事与自身经历相结合，得到更深的体悟和启示。

其次，以故事《刘慈欣》为例，给出自己的心得与感悟。故
事讲述了一个年轻人的求学经历，以及他与一个藏族同学的
友情之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不应该成
为阻碍彼此交往和友好的理由，只有用心去交流和沟通，才
能打开心灵的窗户，让彼此更加理解和认同。

第三，通过对故事的分析与思考，我们可以看到，故事中的
主角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仙，而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
他没有先天的优越条件，没有家庭的背景支持，只是靠着自
己的努力、毅力和勇气，迈向了求学之路。这就告诉我们，
成功并不是天赋和偶然，而是靠自己的努力和坚持来实现的。

第四，故事中的主角与藏族同学之间的友情，也给我们带来
了启示。友谊是没有界限和种族区别的，只有用心去交往和
交流之后，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友谊。这就要求我们要保持开
放的心态，去尊重和欣赏不同文化和背景的人，建立起真正
的友谊和信任。



第五，最后，我们还需要反思自己的生活，从平凡的日常生
活中汲取智慧和启示。我们可以通过不断地学习和思考，去
拓展自己的视野和思维方式，从而更好地理解并运用故事模
板中所提出的学习和工作方法，让自己变得更加成熟、自信
和独立。

因此，我们要通过研究和思考故事中所蕴含的深刻，去反思
自己的行为和思考方式，从而提高自己的思考能力和执行力，
这也是我们学习故事模板重要的体验和感悟。总之，学习故
事模板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锻炼思维和逻辑能力，而且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应用各类知识，让自己变得更加
自信、成熟和成功。

小故事手抄报篇二

你之所以坚定如初，是因为你早有目标。目标的力量不可忽
视，它可以成就你，让你找见人生的方向。没有它，天才也
会在矛盾无定的迷径中徒劳无功。小编为您提供了以下内容，
更多精彩，欢迎关注!

那是在一次围猎班羚的过程中。班羚又名青羊，形似家养山
羊，善於跳跃，每头成年班羚重约30多公斤，性情温驯，是
猎人最喜欢的动物。

那次，我们狩猎队严密堵截，把一群60多只羚羊逼到布朗山
的断命岩上，想把它们逼下岩去摔死，以免浪费子弹。

这时，从老班羚群里走出一只公班羚来。这只班羚颈上的毛
长及胸部，脸上褶皱纵横，两支羊角已残缺不全，一看就知
道它已非常苍老。它走出队列，朝那群年轻的班羚「咩」了
一声，一只半大的班羚应声而出。

一老一少两只班羚走到断命岩边，又後退了几步。突然，半



大的班羚朝前飞奔起来，差不多同时，老公班羚也扬蹄快速
助跑。半大的班羚跑到悬崖边缘，纵身一跃，朝山涧对面跳
去。

老公班羚紧跟在后，头一勾，也从悬崖上跳跃出去。这一老
一少，跳跃的时间稍分先后，跳跃的幅度也略有差异，老公
班羚角度稍偏低些，是一前一后，一高一低。

我吃惊地想，难道自 杀也要结成对子，一对一对去死吗?这
两只班羚，除非插上翅膀，是绝对不可能跳到对面那座山岩
上去的。

果然，半大班羚只跳到四五米左右的距离，身体就开始下坠，
空中划出了一道可怕的弧线。我想，顶多再有几秒钟，它就
不可避免地要坠进深渊。

突然，奇迹出现了，老公班羚凭着娴熟的跳跃技术，在半大
班羚从点往下降落的瞬间，身体出现在半大班羚的蹄下。

老公班羚的时机把握得很准，当它的身体出现在半大班羚蹄
下时，刚好处在跳跃弧线的点。

就像两艘宇宙飞船在空中完成对接一样，半大班羚的四只蹄
子在老公班羚的背上猛蹬了一下，如同借助一块跳板一样，
它在空中再度起跳，下坠的身体奇迹般地又一次升高。

而老公班羚就像燃料已输送完了的火箭残壳，自动脱离宇宙
飞船。它甚至比火箭残壳更悲惨，在半大班羚的猛力踢蹬下，
像只被突然折断了翅膀的鸟笔直坠落下去。

可是，那半大班羚的第二次跳跃力度虽然远不如第一次，高
度也只有从地面跳跃的一半，但足够跨越剩下的最后两米距
离了。瞬间，只见半大班羚轻巧地落在对面山峰上，兴奋地
「咩」叫一声，转到磐石後面不见了。



试跳成功!紧接着，一对一对班羚凌空跃起，山涧上空划出一
道道令人眼花撩乱的弧线，一只只老年班羚全摔得粉身碎骨。

我没有想到，在面临家族灭绝的关健时刻，班羚竟然能想出
牺牲一半挽救一半的办法来赢得家族的生存机会。

我更没想到，老班羚们会那么从容地走向死亡——心甘情愿
地用生命为下一代开通一条生存的道路。

我为之而震撼，所以我永不杀戮。

昨天晚上，当我从湖南卫视看到这感天动地的一幕时，我忍
不住恸哭流涕。

青海省有一个沙漠地区特别缺水。据介绍，每人每天只有驻
军从很远的地方运来3斤定额的水量。3斤水，不光饮用、淘
米、洗菜……最后还要喂牲口。牲口缺水不行，渴啊!

终于有一天，一头一向被人们认为憨厚、忠诚的老牛渴极了，
挣脱缰绳，强行闯入沙漠中一条运水车必经的公路。老牛以
惊世骇俗的识别力，等了半天，等来了运水的军车。

老牛迅速顶上去，运水的战士以前也碰到过牲口拦路索水这
样的情形，但那些动物不像老牛这样倔强。部队有规定，运
水车在中途不能出现“跑冒滴漏”，更不能随便给水。

这些规定，看似无情，实则不得已，这每一滴水都是一个人的
“口粮”啊。

沙漠中，人和牛就这样耗着，持续了好半天，最后甚至造成
了堵车。后面的司机开始骂骂咧咧，有些性急的司机用汽油
点火试图驱走老牛。

可老牛没有动，泰山一样，不放松。直到牛的主人寻来。牛



主人愧疚极了，扬起长鞭狠狠打在瘦弱的老牛身上，老牛被
打得浑身青筋直冒，可还是没有动，最后顺着鞭痕沥出的血
迹染红了鞭子，染红了牛身，染红了黄沙，染红了夕阳。

老牛的凄惨哞叫，和着沙漠中阴冷的酷风，显得那么悲壮。
一旁的运水战士哭了，被堵车的司机也哭了。

最后，运水的战士说：“就让我违反一次队规吧，我愿接受
处分。”他拿出自己随身的水盆，从水车上放了3斤左右的水，
放在老牛面前。

老牛没有喝面前以死抗争得到的水，面对夕阳，仰天长啸，
似乎在呼唤。晚霞中，不远的沙堆背后跑来一头小牛，受伤
的老牛看着小牛贪婪地喝完水，伸出舌头，舔舔爱子的眼睛，
孩子也舔了舔母亲的眼睛，沉寂中的人们看到了母 子眼中的
泪水。

天边燃起最后一丝余辉，母 子俩没等主人吆喝，在人们的一
片静寂无语中，踏上了回家的路。

二十世纪的一个晚上，当我从电视里看到这让人揪心的一幕
时，我想起了劳作的苦难的母亲，我和电视机前的许多观众
一样，流下了滚滚热泪。

这是一则真实的故事，这是一位出家僧人的亲自口述。

他讲到：他在未出家前是个猎人，专门捕捉海獭。有一次，
他一出门就抓到一只大海獭。等剖下珍贵的毛皮后，就把尚
未断气的海獭藏在草丛里。

傍晚时，猎人回到原来的地方，却遍寻不着这只海獭。再仔
细察看，才发现草地上依稀沾著血迹，一直延伸到附近小洞x。

等猎人拖出这只早已气绝的海獭时，才发觉有两只尚未睁眼



的小海獭，正紧紧吸吮着死去母亲干瘪的乳头。

当这位猎人看到这一幕时，身心受到极大的震撼，他从来没
有想到动物会有这种与人类完全一样的母 子人伦之情，临死
还想着给自己的孩子喂奶，怕自己的孩子饿了，想到这里，
这位猎人不由得悲从中来，痛不欲生，惭愧、自责、悔恨、
让他感到无地自容。

于是，他放下了屠刀，不再当猎户，出家修行去了。许多年
以后，每当这位已经出家的僧人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眼
中依然会泛起泪光。

小故事手抄报篇三

教学内容：

掌握给古诗配画的基本步骤、方法和技巧，学习创作。教学
目标：

1、通过本课教学，使学生了解古诗配画特点，并运用恰当的
形式为古诗配画。

2、通过欣赏古诗配画作品，培养学生对古诗配画作品的审美
能力，提升其艺术修养。

3、通过为古诗配画，培养学生的绘画创作能力，想象能力和
形象思维能力。

4、激发学生热爱祖国传统民族文化的情感，从中得到美的启
蒙、受到美的熏陶。

教学重点：了解诗配画这种艺术形式，并激发学生的创作欲
望，提高审美情感。了解诗配画的特点，激发美感。



教学难点：如何用学过的技法去表现诗的意境 教学准备：

1、教具准备：课件

2、学具准备：古诗、绘画工具及材料

教法选择：启发式谈话法、观察演示法、讲授法、讨论法、
练习法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中国的古诗精彩绝伦，每一首古诗都是一幅漂亮的画，正所
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古诗配画《春
晓》。（板书课题）

二、初步感受

1、中国的古诗短小精悍，简洁抒情，字里行间饱含着诗人的
胸怀志向及他们对大自然、生活的热爱，它犹如一杯醇香的
老酒，只有耐心品读、背诵，才能品出其中的甘醇。老师这
里有一首特别喜欢的诗。（出示课件《春晓》）

（老师和同学一起有感情地朗诵）

3、谁来说一说，你仿佛看到了那些景物？

三、欣赏作品

1、你觉得哪一幅配画你最喜欢。为什么？请从画的色彩、用
笔、构图等方面加以讨论。

2、你准备用怎样的给它配画？

3、刚才同学们看到的都是用儿童画的方法表现出的作品，其
实诗配画除了用儿童画的方法表现，还有其它的表现方法，



请看：

（课件出示诗配画作品，有国画，儿童画，卡通画，手工制
作等）小结:从这里我们看出诗配画的形式多种多样，要想让
你的画面洋溢诗情画意，首先选材要精准，把古诗当中的关
键词当做主景，其次构图要恰当，色彩要符合古诗的意境。）

四、学生创作

1、同学们看到这么多这么美的诗配画是不是特别想自己亲手
画一幅。老师想搞一个画展叫做《诗情画意作品展》，下面
请同学们把这首诗配上画，赶快动手吧！

（板书）诗配画小提示：（1）构图。a、确定主景

b、画面内容与诗中关键字相对应表达出诗的意境（2）着色

2、学生制作。教师巡回指导。

五、展示评价

1、学生将作品贴到黑板上的《诗情画意作品展》中。

2、老师设立了几个奖项：最佳创意奖，最佳色彩奖，最佳构
图奖……大家来做小评委，看看应该评给谁。

五、总结

同学们的表现真棒，绘画作品更棒。今天我们把古诗的色彩
美，画面美，意境美与语言美融为一体，创作出了漂亮的古
诗配画。同学们课后可以尝试用今天学到的方法为自己喜欢
的文章、歌词配画。

古诗配画《咏柳》



教学内容：

掌握给古诗配画的基本步骤、方法和技巧，学习创作。教学
目标：

1、通过本课教学，使学生了解古诗配画特点，并运用恰当的
形式为古诗配画。

2、通过欣赏古诗配画作品，培养学生对古诗配画作品的审美
能力，提升其艺术修养。

3、通过为古诗配画，培养学生的绘画创作能力，想象能力和
形象思维能力。

4、激发学生热爱祖国传统民族文化的情感，从中得到美的启
蒙、受到美的熏陶。

教学重点：了解诗配画这种艺术形式，并激发学生的创作欲
望，提高审美情感。了解诗配画的特点，激发美感。

教学难点：如何用学过的技法去表现诗的意境 教学准备：

1、教具准备：课件

2、学具准备：古诗、绘画工具及材料

教法选择：启发式谈话法、观察演示法、讲授法、讨论法、
练习法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中国的古诗精彩绝伦，每一首古诗都是一幅漂亮的画，正所
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古诗配画《咏
柳》。（板书课题）



二、初步感受

1、中国的古诗短小精悍，简洁抒情，字里行间饱含着诗人的
胸怀志向及他们对大自然、生活的热爱，它犹如一杯醇香的
老酒，只有耐心品读、背诵，才能品出其中的甘醇。老师这
里有一首特别喜欢的诗。（出示课件《咏柳》）

（老师和同学一起有感情地朗诵）

3、谁来说一说，你仿佛看到了那些景物？

三、欣赏作品

1、你觉得哪一幅配画你最喜欢。为什么？请从画的色彩、用
笔、构图等方面加以讨论。

2、你准备用怎样的给它配画？

3、刚才同学们看到的都是用儿童画的方法表现出的作品，其
实诗配画除了用儿童画的方法表现，还有其它的表现方法，
请看：

（课件出示诗配画作品，有国画，儿童画，卡通画，手工制
作等）小结:从这里我们看出诗配画的形式多种多样，要想让
你的画面洋溢诗情画意，首先选材要精准，把古诗当中的关
键词当做主景，其次构图要恰当，色彩要符合古诗的意境。）

四、学生创作

1、同学们看到这么多这么美的诗配画是不是特别想自己亲手
画一幅。老师想搞一个画展叫做《诗情画意作品展》，下面
请同学们把这首诗配上画，赶快动手吧！

（板书）诗配画小提示：（1）构图。a、确定主景



b、画面内容与诗中关键字相对应表达出诗的意境（2）着色

2、学生制作。教师巡回指导。

五、展示评价

1、学生将作品贴到黑板上的《诗情画意作品展》中。

2、老师设立了几个奖项：最佳创意奖，最佳色彩奖，最佳构
图奖……大家来做小评委，看看应该评给谁。

五、总结

同学们的表现真棒，绘画作品更棒。今天我们把古诗的色彩
美，画面美，意境美与语言美融为一体，创作出了漂亮的古
诗配画。同学们课后可以尝试用今天学到的方法为自己喜欢
的文章、歌词配画。

古诗配画《村居》

教学内容：

掌握给古诗配画的基本步骤、方法和技巧，学习创作。教学
目标：

1、通过本课教学，使学生了解古诗配画特点，并运用恰当的
形式为古诗配画。

2、通过欣赏古诗配画作品，培养学生对古诗配画作品的审美
能力，提升其艺术修养。

3、通过为古诗配画，培养学生的绘画创作能力，想象能力和
形象思维能力。

4、激发学生热爱祖国传统民族文化的情感，从中得到美的启



蒙、受到美的熏陶。

教学重点：了解诗配画这种艺术形式，并激发学生的创作欲
望，提高审美情感。了解诗配画的特点，激发美感。

教学难点：如何用学过的技法去表现诗的意境 教学准备：

1、教具准备：课件

2、学具准备：古诗、绘画工具及材料

教法选择：启发式谈话法、观察演示法、讲授法、讨论法、
练习法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中国的古诗精彩绝伦，每一首古诗都是一幅漂亮的画，正所
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古诗配画《村
居》。（板书课题）

二、初步感受

1、中国的古诗短小精悍，简洁抒情，字里行间饱含着诗人的
胸怀志向及他们对大自然、生活的热爱，它犹如一杯醇香的
老酒，只有耐心品读、背诵，才能品出其中的甘醇。老师这
里有一首特别喜欢的诗。（出示课件《村居》）

（老师和同学一起有感情地朗诵）

3、谁来说一说，你仿佛看到了那些景物？

三、欣赏作品

1、你觉得哪一幅配画你最喜欢。为什么？请从画的色彩、用
笔、构图等方面加以讨论。



2、你准备用怎样的给它配画？

3、刚才同学们看到的都是用儿童画的方法表现出的作品，其
实诗配画除了用儿童画的方法表现，还有其它的表现方法，
请看：

（课件出示诗配画作品，有国画，儿童画，卡通画，手工制
作等）小结:从这里我们看出诗配画的形式多种多样，要想让
你的画面洋溢诗情画意，首先选材要精准，把古诗当中的关
键词当做主景，其次构图要恰当，色彩要符合古诗的意境。）

四、学生创作

1、同学们看到这么多这么美的诗配画是不是特别想自己亲手
画一幅。老师想搞一个画展叫做《诗情画意作品展》，下面
请同学们把这首诗配上画，赶快动手吧！

（板书）诗配画小提示：（1）构图。a、确定主景

b、画面内容与诗中关键字相对应表达出诗的意境（2）着色

2、学生制作。教师巡回指导。

五、展示评价

1、学生将作品贴到黑板上的《诗情画意作品展》中。

2、老师设立了几个奖项：最佳创意奖，最佳色彩奖，最佳构
图奖……大家来做小评委，看看应该评给谁。

五、总结

同学们的表现真棒，绘画作品更棒。今天我们把古诗的色彩
美，画面美，意境美与语言美融为一体，创作出了漂亮的古



诗配画。同学们课后可以尝试用今天学到的方法为自己喜欢
的文章、歌词配画。

古诗配画《咏鹅》

教学内容：

掌握给古诗配画的基本步骤、方法和技巧，学习创作。教学
目标：

1、通过本课教学，使学生了解古诗配画特点，并运用恰当的
形式为古诗配画。

2、通过欣赏古诗配画作品，培养学生对古诗配画作品的审美
能力，提升其艺术修养。

3、通过为古诗配画，培养学生的绘画创作能力，想象能力和
形象思维能力。

4、激发学生热爱祖国传统民族文化的情感，从中得到美的启
蒙、受到美的熏陶。

教学重点：了解诗配画这种艺术形式，并激发学生的创作欲
望，提高审美情感。了解诗配画的特点，激发美感。

教学难点：如何用学过的技法去表现诗的意境 教学准备：

1、教具准备：课件

2、学具准备：古诗、绘画工具及材料

教法选择：启发式谈话法、观察演示法、讲授法、讨论法、
练习法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中国的古诗精彩绝伦，每一首古诗都是一幅漂亮的画，正所
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古诗配画《咏
鹅》。（板书课题）

二、初步感受

1、中国的古诗短小精悍，简洁抒情，字里行间饱含着诗人的
胸怀志向及他们对大自然、生活的热爱，它犹如一杯醇香的
老酒，只有耐心品读、背诵，才能品出其中的甘醇。老师这
里有一首特别喜欢的诗。（出示课件《咏鹅》）

（老师和同学一起有感情地朗诵）

3、谁来说一说，你仿佛看到了那些景物？

三、欣赏作品

1、你觉得哪一幅配画你最喜欢。为什么？请从画的色彩、用
笔、构图等方面加以讨论。

2、你准备用怎样的给它配画？

3、刚才同学们看到的都是用儿童画的方法表现出的作品，其
实诗配画除了用儿童画的方法表现，还有其它的表现方法，
请看：

（课件出示诗配画作品，有国画，儿童画，卡通画，手工制
作等）小结:从这里我们看出诗配画的形式多种多样，要想让
你的画面洋溢诗情画意，首先选材要精准，把古诗当中的关
键词当做主景，其次构图要恰当，色彩要符合古诗的意境。）

四、学生创作

1、同学们看到这么多这么美的诗配画是不是特别想自己亲手
画一幅。老师想搞一个画展叫做《诗情画意作品展》，下面



请同学们把这首诗配上画，赶快动手吧！

（板书）诗配画小提示：（1）构图。a、确定主景

b、画面内容与诗中关键字相对应表达出诗的意境（2）着色

2、学生制作。教师巡回指导。

五、展示评价

1、学生将作品贴到黑板上的《诗情画意作品展》中。

2、老师设立了几个奖项：最佳创意奖，最佳色彩奖，最佳构
图奖……大家来做小评委，看看应该评给谁。

五、总结

同学们的表现真棒，绘画作品更棒。今天我们把古诗的色彩
美，画面美，意境美与语言美融为一体，创作出了漂亮的古
诗配画。同学们课后可以尝试用今天学到的方法为自己喜欢
的文章、歌词配画。

古诗配画《江南》

教学内容：

掌握给古诗配画的基本步骤、方法和技巧，学习创作。教学
目标：

1、通过本课教学，使学生了解古诗配画特点，并运用恰当的
形式为古诗配画。

2、通过欣赏古诗配画作品，培养学生对古诗配画作品的审美
能力，提升其艺术修养。



3、通过为古诗配画，培养学生的绘画创作能力，想象能力和
形象思维能力。

4、激发学生热爱祖国传统民族文化的情感，从中得到美的启
蒙、受到美的熏陶。

教学重点：了解诗配画这种艺术形式，并激发学生的创作欲
望，提高审美情感。了解诗配画的特点，激发美感。

教学难点：如何用学过的技法去表现诗的意境 教学准备：

1、教具准备：课件

2、学具准备：古诗、绘画工具及材料

教法选择：启发式谈话法、观察演示法、讲授法、讨论法、
练习法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中国的古诗精彩绝伦，每一首古诗都是一幅漂亮的画，正所
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古诗配画《江
南》。（板书课题）

二、初步感受

1、中国的古诗短小精悍，简洁抒情，字里行间饱含着诗人的
胸怀志向及他们对大自然、生活的热爱，它犹如一杯醇香的
老酒，只有耐心品读、背诵，才能品出其中的甘醇。老师这
里有一首特别喜欢的诗。（出示课件《江南》）

（老师和同学一起有感情地朗诵）

3、谁来说一说，你仿佛看到了那些景物？



三、欣赏作品

1、你觉得哪一幅配画你最喜欢。为什么？请从画的色彩、用
笔、构图等方面加以讨论。

2、你准备用怎样的给它配画？

3、刚才同学们看到的都是用儿童画的方法表现出的作品，其
实诗配画除了用儿童画的方法表现，还有其它的表现方法，
请看：

（课件出示诗配画作品，有国画，儿童画，卡通画，手工制
作等）小结:从这里我们看出诗配画的形式多种多样，要想让
你的画面洋溢诗情画意，首先选材要精准，把古诗当中的关
键词当做主景，其次构图要恰当，色彩要符合古诗的意境。）

四、学生创作

1、同学们看到这么多这么美的诗配画是不是特别想自己亲手
画一幅。老师想搞一个画展叫做《诗情画意作品展》，下面
请同学们把这首诗配上画，赶快动手吧！

（板书）诗配画小提示：（1）构图。a、确定主景

b、画面内容与诗中关键字相对应表达出诗的意境（2）着色

2、学生制作。教师巡回指导。

五、展示评价

1、学生将作品贴到黑板上的《诗情画意作品展》中。

2、老师设立了几个奖项：最佳创意奖，最佳色彩奖，最佳构
图奖……大家来做小评委，看看应该评给谁。



五、总结

同学们的表现真棒，绘画作品更棒。今天我们把古诗的色彩
美，画面美，意境美与语言美融为一体，创作出了漂亮的古
诗配画。同学们课后可以尝试用今天学到的方法为自己喜欢
的文章、歌词配画。

古诗配画《风》

教学内容：

掌握给古诗配画的基本步骤、方法和技巧，学习创作。教学
目标：

1、通过本课教学，使学生了解古诗配画特点，并运用恰当的
形式为古诗配画。

2、通过欣赏古诗配画作品，培养学生对古诗配画作品的审美
能力，提升其艺术修养。

3、通过为古诗配画，培养学生的绘画创作能力，想象能力和
形象思维能力。

4、激发学生热爱祖国传统民族文化的情感，从中得到美的启
蒙、受到美的熏陶。

教学重点：了解诗配画这种艺术形式，并激发学生的创作欲
望，提高审美情感。了解诗配画的特点，激发美感。

教学难点：如何用学过的技法去表现诗的意境 教学准备：

1、教具准备：课件

2、学具准备：古诗、绘画工具及材料



教法选择：启发式谈话法、观察演示法、讲授法、讨论法、
练习法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中国的古诗精彩绝伦，每一首古诗都是一幅漂亮的画，正所
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古诗配画《风》。
（板书课题）

二、初步感受

1、中国的古诗短小精悍，简洁抒情，字里行间饱含着诗人的
胸怀志向及他们对大自然、生活的热爱，它犹如一杯醇香的
老酒，只有耐心品读、背诵，才能品出其中的甘醇。老师这
里有一首特别喜欢的诗。（出示课件《风》）

（老师和同学一起有感情地朗诵）

3、谁来说一说，你仿佛看到了那些景物？

三、欣赏作品

1、你觉得哪一幅配画你最喜欢。为什么？请从画的色彩、用
笔、构图等方面加以讨论。

2、你准备用怎样的给它配画？

3、刚才同学们看到的都是用儿童画的方法表现出的作品，其
实诗配画除了用儿童画的方法表现，还有其它的表现方法，
请看：

（课件出示诗配画作品，有国画，儿童画，卡通画，手工制
作等）小结:从这里我们看出诗配画的形式多种多样，要想让
你的画面洋溢诗情画意，首先选材要精准，把古诗当中的关
键词当做主景，其次构图要恰当，色彩要符合古诗的意境。）



四、学生创作

1、同学们看到这么多这么美的诗配画是不是特别想自己亲手
画一幅。老师想搞一个画展叫做《诗情画意作品展》，下面
请同学们把这首诗配上画，赶快动手吧！

（板书）诗配画小提示：（1）构图。a、确定主景

b、画面内容与诗中关键字相对应表达出诗的意境（2）着色

2、学生制作。教师巡回指导。

五、展示评价

1、学生将作品贴到黑板上的《诗情画意作品展》中。

2、老师设立了几个奖项：最佳创意奖，最佳色彩奖，最佳构
图奖……大家来做小评委，看看应该评给谁。

五、总结

同学们的表现真棒，绘画作品更棒。今天我们把古诗的色彩
美，画面美，意境美与语言美融为一体，创作出了漂亮的古
诗配画。同学们课后可以尝试用今天学到的方法为自己喜欢
的文章、歌词配画。

古诗配画《古朗月行》

教学内容：

掌握给古诗配画的基本步骤、方法和技巧，学习创作。教学
目标：

1、通过本课教学，使学生了解古诗配画特点，并运用恰当的



形式为古诗配画。

2、通过欣赏古诗配画作品，培养学生对古诗配画作品的审美
能力，提升其艺术修养。

3、通过为古诗配画，培养学生的绘画创作能力，想象能力和
形象思维能力。

4、激发学生热爱祖国传统民族文化的情感，从中得到美的启
蒙、受到美的熏陶。

教学重点：了解诗配画这种艺术形式，并激发学生的创作欲
望，提高审美情感。了解诗配画的特点，激发美感。

教学难点：如何用学过的技法去表现诗的意境 教学准备：

1、教具准备：课件

2、学具准备：古诗、绘画工具及材料

教法选择：启发式谈话法、观察演示法、讲授法、讨论法、
练习法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中国的古诗精彩绝伦，每一首古诗都是一幅漂亮的画，正所
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古诗配画《古朗
月行》。（板书课题）

二、初步感受

1、中国的古诗短小精悍，简洁抒情，字里行间饱含着诗人的
胸怀志向及他们对大自然、生活的热爱，它犹如一杯醇香的
老酒，只有耐心品读、背诵，才能品出其中的甘醇。老师这
里有一首特别喜欢的诗。（出示课件《古朗月行》）



（老师和同学一起有感情地朗诵）

3、谁来说一说，你仿佛看到了那些景物？

三、欣赏作品

1、你觉得哪一幅配画你最喜欢。为什么？请从画的色彩、用
笔、构图等方面加以讨论。

2、你准备用怎样的给它配画？

3、刚才同学们看到的都是用儿童画的方法表现出的作品，其
实诗配画除了用儿童画的方法表现，还有其它的表现方法，
请看：

（课件出示诗配画作品，有国画，儿童画，卡通画，手工制
作等）小结:从这里我们看出诗配画的形式多种多样，要想让
你的画面洋溢诗情画意，首先选材要精准，把古诗当中的关
键词当做主景，其次构图要恰当，色彩要符合古诗的意境。）

四、学生创作

1、同学们看到这么多这么美的诗配画是不是特别想自己亲手
画一幅。老师想搞一个画展叫做《诗情画意作品展》，下面
请同学们把这首诗配上画，赶快动手吧！

（板书）诗配画小提示：（1）构图。a、确定主景

b、画面内容与诗中关键字相对应表达出诗的意境（2）着色

2、学生制作。教师巡回指导。

五、展示评价



1、学生将作品贴到黑板上的《诗情画意作品展》中。

2、老师设立了几个奖项：最佳创意奖，最佳色彩奖，最佳构
图奖……大家来做小评委，看看应该评给谁。

五、总结

同学们的表现真棒，绘画作品更棒。今天我们把古诗的色彩
美，画面美，意境美与语言美融为一体，创作出了漂亮的古
诗配画。同学们课后可以尝试用今天学到的方法为自己喜欢
的文章、歌词配画。

古诗配画《山村》

教学内容：

掌握给古诗配画的基本步骤、方法和技巧，学习创作。教学
目标：

1、通过本课教学，使学生了解古诗配画特点，并运用恰当的
形式为古诗配画。

2、通过欣赏古诗配画作品，培养学生对古诗配画作品的审美
能力，提升其艺术修养。

3、通过为古诗配画，培养学生的绘画创作能力，想象能力和
形象思维能力。

4、激发学生热爱祖国传统民族文化的情感，从中得到美的启
蒙、受到美的熏陶。

教学重点：了解诗配画这种艺术形式，并激发学生的创作欲
望，提高审美情感。了解诗配画的特点，激发美感。

教学难点：如何用学过的技法去表现诗的意境 教学准备：



1、教具准备：课件

2、学具准备：古诗、绘画工具及材料

教法选择：启发式谈话法、观察演示法、讲授法、讨论法、
练习法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中国的古诗精彩绝伦，每一首古诗都是一幅漂亮的画，正所
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古诗配画《山
村》。（板书课题）

二、初步感受

1、中国的古诗短小精悍，简洁抒情，字里行间饱含着诗人的
胸怀志向及他们对大自然、生活的热爱，它犹如一杯醇香的
老酒，只有耐心品读、背诵，才能品出其中的甘醇。老师这
里有一首特别喜欢的诗。（出示课件《山村》）

（老师和同学一起有感情地朗诵）

3、谁来说一说，你仿佛看到了那些景物？

三、欣赏作品

1、你觉得哪一幅配画你最喜欢。为什么？请从画的色彩、用
笔、构图等方面加以讨论。

2、你准备用怎样的给它配画？

3、刚才同学们看到的都是用儿童画的方法表现出的作品，其
实诗配画除了用儿童画的方法表现，还有其它的表现方法，
请看：



（课件出示诗配画作品，有国画，儿童画，卡通画，手工制
作等）小结:从这里我们看出诗配画的形式多种多样，要想让
你的画面洋溢诗情画意，首先选材要精准，把古诗当中的关
键词当做主景，其次构图要恰当，色彩要符合古诗的意境。）

四、学生创作

1、同学们看到这么多这么美的诗配画是不是特别想自己亲手
画一幅。老师想搞一个画展叫做《诗情画意作品展》，下面
请同学们把这首诗配上画，赶快动手吧！

（板书）诗配画小提示：（1）构图。a、确定主景

b、画面内容与诗中关键字相对应表达出诗的意境（2）着色

2、学生制作。教师巡回指导。

五、展示评价

1、学生将作品贴到黑板上的《诗情画意作品展》中。

2、老师设立了几个奖项：最佳创意奖，最佳色彩奖，最佳构
图奖……大家来做小评委，看看应该评给谁。

五、总结

同学们的表现真棒，绘画作品更棒。今天我们把古诗的色彩
美，画面美，意境美与语言美融为一体，创作出了漂亮的古
诗配画。同学们课后可以尝试用今天学到的方法为自己喜欢
的文章、歌词配画。

古诗配画《绝句》

教学内容：



掌握给古诗配画的基本步骤、方法和技巧，学习创作。教学
目标：

1、通过本课教学，使学生了解古诗配画特点，并运用恰当的
形式为古诗配画。

2、通过欣赏古诗配画作品，培养学生对古诗配画作品的审美
能力，提升其艺术修养。

3、通过为古诗配画，培养学生的绘画创作能力，想象能力和
形象思维能力。

4、激发学生热爱祖国传统民族文化的情感，从中得到美的启
蒙、受到美的熏陶。

教学重点：了解诗配画这种艺术形式，并激发学生的创作欲
望，提高审美情感。了解诗配画的特点，激发美感。

教学难点：如何用学过的技法去表现诗的意境 教学准备：

1、教具准备：课件

2、学具准备：古诗、绘画工具及材料

教法选择：启发式谈话法、观察演示法、讲授法、讨论法、
练习法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中国的古诗精彩绝伦，每一首古诗都是一幅漂亮的画，正所
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古诗配画《绝
句》。（板书课题）

二、初步感受



1、中国的古诗短小精悍，简洁抒情，字里行间饱含着诗人的
胸怀志向及他们对大自然、生活的热爱，它犹如一杯醇香的
老酒，只有耐心品读、背诵，才能品出其中的甘醇。老师这
里有一首特别喜欢的诗。（出示课件《绝句》）

（老师和同学一起有感情地朗诵）

3、谁来说一说，你仿佛看到了那些景物？

三、欣赏作品

1、你觉得哪一幅配画你最喜欢。为什么？请从画的色彩、用
笔、构图等方面加以讨论。

2、你准备用怎样的给它配画？

3、刚才同学们看到的都是用儿童画的方法表现出的作品，其
实诗配画除了用儿童画的方法表现，还有其它的表现方法，
请看：

（课件出示诗配画作品，有国画，儿童画，卡通画，手工制
作等）小结:从这里我们看出诗配画的形式多种多样，要想让
你的画面洋溢诗情画意，首先选材要精准，把古诗当中的关
键词当做主景，其次构图要恰当，色彩要符合古诗的意境。）

四、学生创作

1、同学们看到这么多这么美的诗配画是不是特别想自己亲手
画一幅。老师想搞一个画展叫做《诗情画意作品展》，下面
请同学们把这首诗配上画，赶快动手吧！

（板书）诗配画小提示：（1）构图。a、确定主景

b、画面内容与诗中关键字相对应表达出诗的意境（2）着色



2、学生制作。教师巡回指导。

五、展示评价

1、学生将作品贴到黑板上的《诗情画意作品展》中。

2、老师设立了几个奖项：最佳创意奖，最佳色彩奖，最佳构
图奖……大家来做小评委，看看应该评给谁。

五、总结

同学们的表现真棒，绘画作品更棒。今天我们把古诗的色彩
美，画面美，意境美与语言美融为一体，创作出了漂亮的古
诗配画。同学们课后可以尝试用今天学到的方法为自己喜欢
的文章、歌词配画。

古诗配画《所见》

教学内容：

掌握给古诗配画的基本步骤、方法和技巧，学习创作。教学
目标：

1、通过本课教学，使学生了解古诗配画特点，并运用恰当的
形式为古诗配画。

2、通过欣赏古诗配画作品，培养学生对古诗配画作品的审美
能力，提升其艺术修养。

3、通过为古诗配画，培养学生的绘画创作能力，想象能力和
形象思维能力。

4、激发学生热爱祖国传统民族文化的情感，从中得到美的启
蒙、受到美的熏陶。



教学重点：了解诗配画这种艺术形式，并激发学生的创作欲
望，提高审美情感。了解诗配画的特点，激发美感。

教学难点：如何用学过的技法去表现诗的意境 教学准备：

1、教具准备：课件

2、学具准备：古诗、绘画工具及材料

教法选择：启发式谈话法、观察演示法、讲授法、讨论法、
练习法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中国的古诗精彩绝伦，每一首古诗都是一幅漂亮的画，正所
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古诗配画《所
见》。（板书课题）

二、初步感受

1、中国的古诗短小精悍，简洁抒情，字里行间饱含着诗人的
胸怀志向及他们对大自然、生活的热爱，它犹如一杯醇香的
老酒，只有耐心品读、背诵，才能品出其中的甘醇。老师这
里有一首特别喜欢的诗。（出示课件《所见》）

（老师和同学一起有感情地朗诵）

3、谁来说一说，你仿佛看到了那些景物？

三、欣赏作品

1、你觉得哪一幅配画你最喜欢。为什么？请从画的色彩、用
笔、构图等方面加以讨论。

2、你准备用怎样的给它配画？



3、刚才同学们看到的都是用儿童画的方法表现出的作品，其
实诗配画除了用儿童画的方法表现，还有其它的表现方法，
请看：

（课件出示诗配画作品，有国画，儿童画，卡通画，手工制
作等）小结:从这里我们看出诗配画的形式多种多样，要想让
你的画面洋溢诗情画意，首先选材要精准，把古诗当中的关
键词当做主景，其次构图要恰当，色彩要符合古诗的意境。）

四、学生创作

1、同学们看到这么多这么美的诗配画是不是特别想自己亲手
画一幅。老师想搞一个画展叫做《诗情画意作品展》，下面
请同学们把这首诗配上画，赶快动手吧！

（板书）诗配画小提示：（1）构图。a、确定主景

b、画面内容与诗中关键字相对应表达出诗的意境（2）着色

2、学生制作。教师巡回指导。

五、展示评价

1、学生将作品贴到黑板上的《诗情画意作品展》中。

2、老师设立了几个奖项：最佳创意奖，最佳色彩奖，最佳构
图奖……大家来做小评委，看看应该评给谁。

五、总结

同学们的表现真棒，绘画作品更棒。今天我们把古诗的色彩
美，画面美，意境美与语言美融为一体，创作出了漂亮的古
诗配画。同学们课后可以尝试用今天学到的方法为自己喜欢
的文章、歌词配画。



古诗配画《小池》

教学内容：

掌握给古诗配画的基本步骤、方法和技巧，学习创作。教学
目标：

1、通过本课教学，使学生了解古诗配画特点，并运用恰当的
形式为古诗配画。

2、通过欣赏古诗配画作品，培养学生对古诗配画作品的审美
能力，提升其艺术修养。

3、通过为古诗配画，培养学生的绘画创作能力，想象能力和
形象思维能力。

4、激发学生热爱祖国传统民族文化的情感，从中得到美的启
蒙、受到美的熏陶。

教学重点：了解诗配画这种艺术形式，并激发学生的创作欲
望，提高审美情感。了解诗配画的特点，激发美感。

教学难点：如何用学过的技法去表现诗的意境 教学准备：

1、教具准备：课件

2、学具准备：古诗、绘画工具及材料

教法选择：启发式谈话法、观察演示法、讲授法、讨论法、
练习法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中国的古诗精彩绝伦，每一首古诗都是一幅漂亮的画，正所
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古诗配画《小



池》。（板书课题）

二、初步感受

1、中国的古诗短小精悍，简洁抒情，字里行间饱含着诗人的
胸怀志向及他们对大自然、生活的热爱，它犹如一杯醇香的
老酒，只有耐心品读、背诵，才能品出其中的甘醇。老师这
里有一首特别喜欢的诗。（出示课件《小池》）

（老师和同学一起有感情地朗诵）

3、谁来说一说，你仿佛看到了那些景物？

三、欣赏作品

1、你觉得哪一幅配画你最喜欢。为什么？请从画的色彩、用
笔、构图等方面加以讨论。

2、你准备用怎样的给它配画？

3、刚才同学们看到的都是用儿童画的方法表现出的作品，其
实诗配画除了用儿童画的方法表现，还有其它的表现方法，
请看：

（课件出示诗配画作品，有国画，儿童画，卡通画，手工制
作等）小结:从这里我们看出诗配画的形式多种多样，要想让
你的画面洋溢诗情画意，首先选材要精准，把古诗当中的关
键词当做主景，其次构图要恰当，色彩要符合古诗的意境。）

四、学生创作

1、同学们看到这么多这么美的诗配画是不是特别想自己亲手
画一幅。老师想搞一个画展叫做《诗情画意作品展》，下面
请同学们把这首诗配上画，赶快动手吧！



（板书）诗配画小提示：（1）构图。a、确定主景

b、画面内容与诗中关键字相对应表达出诗的意境（2）着色

2、学生制作。教师巡回指导。

五、展示评价

1、学生将作品贴到黑板上的《诗情画意作品展》中。

2、老师设立了几个奖项：最佳创意奖，最佳色彩奖，最佳构
图奖……大家来做小评委，看看应该评给谁。

五、总结

同学们的表现真棒，绘画作品更棒。今天我们把古诗的色彩
美，画面美，意境美与语言美融为一体，创作出了漂亮的古
诗配画。同学们课后可以尝试用今天学到的方法为自己喜欢
的文章、歌词配画。

古诗配画《静夜思》

教学内容：

掌握给古诗配画的基本步骤、方法和技巧，学习创作。教学
目标：

1、通过本课教学，使学生了解古诗配画特点，并运用恰当的
形式为古诗配画。

2、通过欣赏古诗配画作品，培养学生对古诗配画作品的审美
能力，提升其艺术修养。

3、通过为古诗配画，培养学生的绘画创作能力，想象能力和



形象思维能力。

4、激发学生热爱祖国传统民族文化的情感，从中得到美的启
蒙、受到美的熏陶。

教学重点：了解诗配画这种艺术形式，并激发学生的创作欲
望，提高审美情感。了解诗配画的特点，激发美感。

教学难点：如何用学过的技法去表现诗的意境 教学准备：

1、教具准备：课件

2、学具准备：古诗、绘画工具及材料

教法选择：启发式谈话法、观察演示法、讲授法、讨论法、
练习法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中国的古诗精彩绝伦，每一首古诗都是一幅漂亮的画，正所
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古诗配画《静夜
思》。（板书课题）

二、初步感受

1、中国的古诗短小精悍，简洁抒情，字里行间饱含着诗人的
胸怀志向及他们对大自然、生活的热爱，它犹如一杯醇香的
老酒，只有耐心品读、背诵，才能品出其中的甘醇。老师这
里有一首特别喜欢的诗。（出示课件《静夜思》）

（老师和同学一起有感情地朗诵）

3、谁来说一说，你仿佛看到了那些景物？

三、欣赏作品



1、你觉得哪一幅配画你最喜欢。为什么？请从画的色彩、用
笔、构图等方面加以讨论。

2、你准备用怎样的给它配画？

3、刚才同学们看到的都是用儿童画的方法表现出的作品，其
实诗配画除了用儿童画的方法表现，还有其它的表现方法，
请看：

（课件出示诗配画作品，有国画，儿童画，卡通画，手工制
作等）小结:从这里我们看出诗配画的形式多种多样，要想让
你的画面洋溢诗情画意，首先选材要精准，把古诗当中的关
键词当做主景，其次构图要恰当，色彩要符合古诗的意境。）

四、学生创作

1、同学们看到这么多这么美的诗配画是不是特别想自己亲手
画一幅。老师想搞一个画展叫做《诗情画意作品展》，下面
请同学们把这首诗配上画，赶快动手吧！

（板书）诗配画小提示：（1）构图。a、确定主景

b、画面内容与诗中关键字相对应表达出诗的意境（2）着色

2、学生制作。教师巡回指导。

五、展示评价

1、学生将作品贴到黑板上的《诗情画意作品展》中。

2、老师设立了几个奖项：最佳创意奖，最佳色彩奖，最佳构
图奖……大家来做小评委，看看应该评给谁。

五、总结



同学们的表现真棒，绘画作品更棒。今天我们把古诗的色彩
美，画面美，意境美与语言美融为一体，创作出了漂亮的古
诗配画。同学们课后可以尝试用今天学到的方法为自己喜欢
的文章、歌词配画。

古诗配画《蜂》

教学内容：

掌握给古诗配画的基本步骤、方法和技巧，学习创作。教学
目标：

1、通过本课教学，使学生了解古诗配画特点，并运用恰当的
形式为古诗配画。

2、通过欣赏古诗配画作品，培养学生对古诗配画作品的审美
能力，提升其艺术修养。

3、通过为古诗配画，培养学生的绘画创作能力，想象能力和
形象思维能力。

4、激发学生热爱祖国传统民族文化的情感，从中得到美的启
蒙、受到美的熏陶。

教学重点：了解诗配画这种艺术形式，并激发学生的创作欲
望，提高审美情感。了解诗配画的特点，激发美感。

教学难点：如何用学过的技法去表现诗的意境 教学准备：

1、教具准备：课件

2、学具准备：古诗、绘画工具及材料

教法选择：启发式谈话法、观察演示法、讲授法、讨论法、
练习法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中国的古诗精彩绝伦，每一首古诗都是一幅漂亮的画，正所
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古诗配画《蜂》。
（板书课题）

二、初步感受

1、中国的古诗短小精悍，简洁抒情，字里行间饱含着诗人的
胸怀志向及他们对大自然、生活的热爱，它犹如一杯醇香的
老酒，只有耐心品读、背诵，才能品出其中的甘醇。老师这
里有一首特别喜欢的诗。（出示课件《蜂》）

（老师和同学一起有感情地朗诵）

3、谁来说一说，你仿佛看到了那些景物？

三、欣赏作品

1、你觉得哪一幅配画你最喜欢。为什么？请从画的色彩、用
笔、构图等方面加以讨论。

2、你准备用怎样的给它配画？

3、刚才同学们看到的都是用儿童画的方法表现出的作品，其
实诗配画除了用儿童画的方法表现，还有其它的表现方法，
请看：

（课件出示诗配画作品，有国画，儿童画，卡通画，手工制
作等）小结:从这里我们看出诗配画的形式多种多样，要想让
你的画面洋溢诗情画意，首先选材要精准，把古诗当中的关
键词当做主景，其次构图要恰当，色彩要符合古诗的意境。）

四、学生创作



1、同学们看到这么多这么美的诗配画是不是特别想自己亲手
画一幅。老师想搞一个画展叫做《诗情画意作品展》，下面
请同学们把这首诗配上画，赶快动手吧！

（板书）诗配画小提示：（1）构图。a、确定主景

b、画面内容与诗中关键字相对应表达出诗的意境（2）着色

2、学生制作。教师巡回指导。

五、展示评价

1、学生将作品贴到黑板上的《诗情画意作品展》中。

2、老师设立了几个奖项：最佳创意奖，最佳色彩奖，最佳构
图奖……大家来做小评委，看看应该评给谁。

五、总结

同学们的表现真棒，绘画作品更棒。今天我们把古诗的色彩
美，画面美，意境美与语言美融为一体，创作出了漂亮的古
诗配画。同学们课后可以尝试用今天学到的方法为自己喜欢
的文章、歌词配画。

古诗配画《画鸡》

教学内容：

掌握给古诗配画的基本步骤、方法和技巧，学习创作。教学
目标：

1、通过本课教学，使学生了解古诗配画特点，并运用恰当的
形式为古诗配画。



2、通过欣赏古诗配画作品，培养学生对古诗配画作品的审美
能力，提升其艺术修养。

3、通过为古诗配画，培养学生的绘画创作能力，想象能力和
形象思维能力。

4、激发学生热爱祖国传统民族文化的情感，从中得到美的启
蒙、受到美的熏陶。

教学重点：了解诗配画这种艺术形式，并激发学生的创作欲
望，提高审美情感。了解诗配画的特点，激发美感。

教学难点：如何用学过的技法去表现诗的意境 教学准备：

1、教具准备：课件

2、学具准备：古诗、绘画工具及材料

教法选择：启发式谈话法、观察演示法、讲授法、讨论法、
练习法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中国的古诗精彩绝伦，每一首古诗都是一幅漂亮的画，正所
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古诗配画《画
鸡》。（板书课题）

二、初步感受

1、中国的古诗短小精悍，简洁抒情，字里行间饱含着诗人的
胸怀志向及他们对大自然、生活的热爱，它犹如一杯醇香的
老酒，只有耐心品读、背诵，才能品出其中的甘醇。老师这
里有一首特别喜欢的诗。（出示课件《画鸡》）

（老师和同学一起有感情地朗诵）



3、谁来说一说，你仿佛看到了那些景物？

三、欣赏作品

1、你觉得哪一幅配画你最喜欢。为什么？请从画的色彩、用
笔、构图等方面加以讨论。

2、你准备用怎样的给它配画？

3、刚才同学们看到的都是用儿童画的方法表现出的作品，其
实诗配画除了用儿童画的方法表现，还有其它的表现方法，
请看：

（课件出示诗配画作品，有国画，儿童画，卡通画，手工制
作等）小结:从这里我们看出诗配画的形式多种多样，要想让
你的画面洋溢诗情画意，首先选材要精准，把古诗当中的关
键词当做主景，其次构图要恰当，色彩要符合古诗的意境。）

四、学生创作

1、同学们看到这么多这么美的诗配画是不是特别想自己亲手
画一幅。老师想搞一个画展叫做《诗情画意作品展》，下面
请同学们把这首诗配上画，赶快动手吧！

（板书）诗配画小提示：（1）构图。a、确定主景

b、画面内容与诗中关键字相对应表达出诗的意境（2）着色

2、学生制作。教师巡回指导。

五、展示评价

1、学生将作品贴到黑板上的《诗情画意作品展》中。



2、老师设立了几个奖项：最佳创意奖，最佳色彩奖，最佳构
图奖……大家来做小评委，看看应该评给谁。

五、总结

同学们的表现真棒，绘画作品更棒。今天我们把古诗的色彩
美，画面美，意境美与语言美融为一体，创作出了漂亮的古
诗配画。同学们课后可以尝试用今天学到的方法为自己喜欢
的文章、歌词配画。

古诗配画《梅花》

教学内容：

掌握给古诗配画的基本步骤、方法和技巧，学习创作。教学
目标：

1、通过本课教学，使学生了解古诗配画特点，并运用恰当的
形式为古诗配画。

2、通过欣赏古诗配画作品，培养学生对古诗配画作品的审美
能力，提升其艺术修养。

3、通过为古诗配画，培养学生的绘画创作能力，想象能力和
形象思维能力。

4、激发学生热爱祖国传统民族文化的情感，从中得到美的启
蒙、受到美的熏陶。

教学重点：了解诗配画这种艺术形式，并激发学生的创作欲
望，提高审美情感。了解诗配画的特点，激发美感。

教学难点：如何用学过的技法去表现诗的意境 教学准备：

1、教具准备：课件



2、学具准备：古诗、绘画工具及材料

教法选择：启发式谈话法、观察演示法、讲授法、讨论法、
练习法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中国的古诗精彩绝伦，每一首古诗都是一幅漂亮的画，正所
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古诗配画《梅
花》。（板书课题）

二、初步感受

1、中国的古诗短小精悍，简洁抒情，字里行间饱含着诗人的
胸怀志向及他们对大自然、生活的热爱，它犹如一杯醇香的
老酒，只有耐心品读、背诵，才能品出其中的甘醇。老师这
里有一首特别喜欢的诗。（出示课件《梅花》）

（老师和同学一起有感情地朗诵）

3、谁来说一说，你仿佛看到了那些景物？

三、欣赏作品

1、你觉得哪一幅配画你最喜欢。为什么？请从画的色彩、用
笔、构图等方面加以讨论。

2、你准备用怎样的给它配画？

3、刚才同学们看到的都是用儿童画的方法表现出的作品，其
实诗配画除了用儿童画的方法表现，还有其它的表现方法，
请看：

（课件出示诗配画作品，有国画，儿童画，卡通画，手工制
作等）小结:从这里我们看出诗配画的形式多种多样，要想让



你的画面洋溢诗情画意，首先选材要精准，把古诗当中的关
键词当做主景，其次构图要恰当，色彩要符合古诗的意境。）

四、学生创作

1、同学们看到这么多这么美的诗配画是不是特别想自己亲手
画一幅。老师想搞一个画展叫做《诗情画意作品展》，下面
请同学们把这首诗配上画，赶快动手吧！

（板书）诗配画小提示：（1）构图。a、确定主景

b、画面内容与诗中关键字相对应表达出诗的意境（2）着色

2、学生制作。教师巡回指导。

五、展示评价

1、学生将作品贴到黑板上的《诗情画意作品展》中。

2、老师设立了几个奖项：最佳创意奖，最佳色彩奖，最佳构
图奖……大家来做小评委，看看应该评给谁。

五、总结

同学们的表现真棒，绘画作品更棒。今天我们把古诗的色彩
美，画面美，意境美与语言美融为一体，创作出了漂亮的古
诗配画。同学们课后可以尝试用今天学到的方法为自己喜欢
的文章、歌词配画。

古诗配画《画》

教学内容：

掌握给古诗配画的基本步骤、方法和技巧，学习创作。教学



目标：

1、通过本课教学，使学生了解古诗配画特点，并运用恰当的
形式为古诗配画。

2、通过欣赏古诗配画作品，培养学生对古诗配画作品的审美
能力，提升其艺术修养。

3、通过为古诗配画，培养学生的绘画创作能力，想象能力和
形象思维能力。

4、激发学生热爱祖国传统民族文化的情感，从中得到美的启
蒙、受到美的熏陶。

教学重点：了解诗配画这种艺术形式，并激发学生的创作欲
望，提高审美情感。了解诗配画的特点，激发美感。

教学难点：如何用学过的技法去表现诗的意境 教学准备：

1、教具准备：课件

2、学具准备：古诗、绘画工具及材料

教法选择：启发式谈话法、观察演示法、讲授法、讨论法、
练习法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中国的古诗精彩绝伦，每一首古诗都是一幅漂亮的画，正所
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古诗配画《画》。
（板书课题）

二、初步感受

1、中国的古诗短小精悍，简洁抒情，字里行间饱含着诗人的



胸怀志向及他们对大自然、生活的热爱，它犹如一杯醇香的
老酒，只有耐心品读、背诵，才能品出其中的甘醇。老师这
里有一首特别喜欢的诗。（出示课件《画》）

（老师和同学一起有感情地朗诵）

3、谁来说一说，你仿佛看到了那些景物？

三、欣赏作品

1、你觉得哪一幅配画你最喜欢。为什么？请从画的色彩、用
笔、构图等方面加以讨论。

2、你准备用怎样的给它配画？

3、刚才同学们看到的都是用儿童画的方法表现出的作品，其
实诗配画除了用儿童画的方法表现，还有其它的表现方法，
请看：

（课件出示诗配画作品，有国画，儿童画，卡通画，手工制
作等）小结:从这里我们看出诗配画的形式多种多样，要想让
你的画面洋溢诗情画意，首先选材要精准，把古诗当中的关
键词当做主景，其次构图要恰当，色彩要符合古诗的意境。）

四、学生创作

1、同学们看到这么多这么美的诗配画是不是特别想自己亲手
画一幅。老师想搞一个画展叫做《诗情画意作品展》，下面
请同学们把这首诗配上画，赶快动手吧！

（板书）诗配画小提示：（1）构图。a、确定主景

b、画面内容与诗中关键字相对应表达出诗的意境（2）着色



2、学生制作。教师巡回指导。

五、展示评价

1、学生将作品贴到黑板上的《诗情画意作品展》中。

2、老师设立了几个奖项：最佳创意奖，最佳色彩奖，最佳构
图奖……大家来做小评委，看看应该评给谁。

五、总结

同学们的表现真棒，绘画作品更棒。今天我们把古诗的色彩
美，画面美，意境美与语言美融为一体，创作出了漂亮的古
诗配画。同学们课后可以尝试用今天学到的方法为自己喜欢
的文章、歌词配画。

古诗配画《寻隐者不遇》

教学内容：

掌握给古诗配画的基本步骤、方法和技巧，学习创作。教学
目标：

1、通过本课教学，使学生了解古诗配画特点，并运用恰当的
形式为古诗配画。

2、通过欣赏古诗配画作品，培养学生对古诗配画作品的审美
能力，提升其艺术修养。

3、通过为古诗配画，培养学生的绘画创作能力，想象能力和
形象思维能力。

4、激发学生热爱祖国传统民族文化的情感，从中得到美的启
蒙、受到美的熏陶。



教学重点：了解诗配画这种艺术形式，并激发学生的创作欲
望，提高审美情感。了解诗配画的特点，激发美感。

教学难点：如何用学过的技法去表现诗的意境 教学准备：

1、教具准备：课件

2、学具准备：古诗、绘画工具及材料

教法选择：启发式谈话法、观察演示法、讲授法、讨论法、
练习法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中国的古诗精彩绝伦，每一首古诗都是一幅漂亮的画，正所
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古诗配画《寻隐
者不遇》。（板书课题）

二、初步感受

1、中国的古诗短小精悍，简洁抒情，字里行间饱含着诗人的
胸怀志向及他们对大自然、生活的热爱，它犹如一杯醇香的
老酒，只有耐心品读、背诵，才能品出其中的甘醇。老师这
里有一首特别喜欢的诗。（出示课件《寻隐者不遇》）

（老师和同学一起有感情地朗诵）

3、谁来说一说，你仿佛看到了那些景物？

三、欣赏作品

1、你觉得哪一幅配画你最喜欢。为什么？请从画的色彩、用
笔、构图等方面加以讨论。

2、你准备用怎样的给它配画？



3、刚才同学们看到的都是用儿童画的方法表现出的作品，其
实诗配画除了用儿童画的方法表现，还有其它的表现方法，
请看：

（课件出示诗配画作品，有国画，儿童画，卡通画，手工制
作等）小结:从这里我们看出诗配画的形式多种多样，要想让
你的画面洋溢诗情画意，首先选材要精准，把古诗当中的关
键词当做主景，其次构图要恰当，色彩要符合古诗的意境。）

四、学生创作

1、同学们看到这么多这么美的诗配画是不是特别想自己亲手
画一幅。老师想搞一个画展叫做《诗情画意作品展》，下面
请同学们把这首诗配上画，赶快动手吧！

（板书）诗配画小提示：（1）构图。a、确定主景

b、画面内容与诗中关键字相对应表达出诗的意境（2）着色

2、学生制作。教师巡回指导。

五、展示评价

1、学生将作品贴到黑板上的《诗情画意作品展》中。

2、老师设立了几个奖项：最佳创意奖，最佳色彩奖，最佳构
图奖……大家来做小评委，看看应该评给谁。

五、总结

同学们的表现真棒，绘画作品更棒。今天我们把古诗的色彩
美，画面美，意境美与语言美融为一体，创作出了漂亮的古
诗配画。同学们课后可以尝试用今天学到的方法为自己喜欢
的文章、歌词配画。



古诗配画《春夜喜雨》

教学内容：

掌握给古诗配画的基本步骤、方法和技巧，学习创作。教学
目标：

1、通过本课教学，使学生了解古诗配画特点，并运用恰当的
形式为古诗配画。

2、通过欣赏古诗配画作品，培养学生对古诗配画作品的审美
能力，提升其艺术修养。

3、通过为古诗配画，培养学生的绘画创作能力，想象能力和
形象思维能力。

4、激发学生热爱祖国传统民族文化的情感，从中得到美的启
蒙、受到美的熏陶。

教学重点：了解诗配画这种艺术形式，并激发学生的创作欲
望，提高审美情感。了解诗配画的特点，激发美感。

教学难点：如何用学过的技法去表现诗的意境 教学准备：

1、教具准备：课件

2、学具准备：古诗、绘画工具及材料

教法选择：启发式谈话法、观察演示法、讲授法、讨论法、
练习法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中国的古诗精彩绝伦，每一首古诗都是一幅漂亮的画，正所
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古诗配画《春夜



喜雨》。（板书课题）

二、初步感受

1、中国的古诗短小精悍，简洁抒情，字里行间饱含着诗人的
胸怀志向及他们对大自然、生活的热爱，它犹如一杯醇香的
老酒，只有耐心品读、背诵，才能品出其中的甘醇。老师这
里有一首特别喜欢的诗。（出示课件《春夜喜雨》）

（老师和同学一起有感情地朗诵）

3、谁来说一说，你仿佛看到了那些景物？

三、欣赏作品

1、你觉得哪一幅配画你最喜欢。为什么？请从画的色彩、用
笔、构图等方面加以讨论。

2、你准备用怎样的给它配画？

3、刚才同学们看到的都是用儿童画的方法表现出的作品，其
实诗配画除了用儿童画的方法表现，还有其它的表现方法，
请看：

（课件出示诗配画作品，有国画，儿童画，卡通画，手工制
作等）小结:从这里我们看出诗配画的形式多种多样，要想让
你的画面洋溢诗情画意，首先选材要精准，把古诗当中的关
键词当做主景，其次构图要恰当，色彩要符合古诗的意境。）

四、学生创作

1、同学们看到这么多这么美的诗配画是不是特别想自己亲手
画一幅。老师想搞一个画展叫做《诗情画意作品展》，下面
请同学们把这首诗配上画，赶快动手吧！



（板书）诗配画小提示：（1）构图。a、确定主景

b、画面内容与诗中关键字相对应表达出诗的意境（2）着色

2、学生制作。教师巡回指导。

五、展示评价

1、学生将作品贴到黑板上的《诗情画意作品展》中。

2、老师设立了几个奖项：最佳创意奖，最佳色彩奖，最佳构
图奖……大家来做小评委，看看应该评给谁。

五、总结

同学们的表现真棒，绘画作品更棒。今天我们把古诗的色彩
美，画面美，意境美与语言美融为一体，创作出了漂亮的古
诗配画。同学们课后可以尝试用今天学到的方法为自己喜欢
的文章、歌词配画。

小故事手抄报篇四

故事是我们人生中重要的一部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每一个故事都是独特的。我们可以从故事中感悟到生活的真
谛，从中汲取力量，更能够感受到人的情感世界。在生活中，
我们不仅需要自己的故事，也需要倾听别人的故事，于是我
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总结出了一些关于“故事心得体会模
板”的感悟。

第二段：故事的核心

每一个故事都有其核心，有的是道德故事，有的是恋爱故事，
有的是悬疑故事。无论是什么类型的故事，都有其独特的品
质和元素。一个好的故事必须要有一个引人入胜的核心，能



够引发读者的共鸣，不仅要有情节的转折与悬念，更要有主
人公的生动形象和性格特征。

第三段：故事的情感

故事的情感是永恒的，存在于任何一个真实或虚构的故事里。
情感是一种力量，能够让我们深入到故事中人物的内心世界，
让我们感受到这些人物的快乐、悲伤、痛苦、幸福等情感变
化。情感是我们人类在生活中的一种特殊的共通语言，通过
故事发掘和表达情感，是许多文学畅销书背后的秘密。

第四段：故事的启示

故事不仅能够带来娱乐和情感上的快乐，更重要的是带来启
示，让我们从中得到一些关于生活、关于人性方面的思考。
经过故事，我们可以领悟到正义、善良、勇气等美德的力量，
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强和自信。故事总能激发我们的思考和想
象，启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应对种种
困难。

第五段：故事的意义

故事对我们的意义是无穷无尽的。它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
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故事鼓励我们更多地沉浸在丰富的精神
世界中，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成长和进步。每一次阅
读或听故事都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启示和挑战，让我们变得更
加聪明和明智。

总结：

故事是人生的一部分，每个好的故事都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内
涵，可以启迪我们的思考，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自信。故
事无处不在，只要细心去发现，我们就可以从中得到意义深
远的启示。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多地了解故事，体验故事



的力量，让自己变得更加有价值和有深度。

小故事手抄报篇五

故事的魅力在于它能够打动人心、触发情感，带给读者心灵
的抚慰与启迪。而我们在阅读故事的过程中，不仅可以领略
故事中的情节，更可以从中汲取到一些有益的心得体会，让
我们的成长与进步得到更好的提升。本文将以“故事心得体
会模板”为主题，分享我在阅读故事时所得到的启示。

第二段：分享故事内容

提到故事，必然离不开故事的内容。在我阅读的过程中，有
一则故事深深地留印在了我的心中。这是一则关于一个盲人
的故事。这个盲人一直梦想着能像看得见的人一样自由自在
的游走在这个世界上。于是他花费了很多年的时间，学习了
尽可能多的知识，掌握了很多技能，让自己变得更加独立而
自信。尽管他看不见这个世界，却拥有更丰富的内心世界，
在他的心中，这个世界是更加美好的。

第三段：梳理感悟

尽管这个盲人看不见，但他却拥有无限的梦想和追求。他用
心去学习了解和探索，让自己变得更加自信，从而在心灵上
达到了真正的“看得见”世界。从这个故事中，我深刻认识
到了一个人，并不是只有基本生存能力才算是独立自主的人，
更多的是必须有明确的目标和追求，有勇气去实现它，以及
实现时的坚韧不拔和可持续性。同时，我们应该积极寻求新
的思路和方法，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梦想。

第四段：总结启示

生活中，我们会面对很多的挑战和难题，但只要有执着追求
和坚定信念，我们就可以用自己的行动去改变命运。我们可



以从看似无助的角度出发，以另一种方式去体验世界，从意
图到实践，从自我认知到自我实现，以自我的坚韧不断舞出
属于自己的最美之舞。

第五段：反思思考

通过阅读这篇文章，希望你能够了解到故事对于我们成长的
启示与激励作用。不同的故事有着不同的主题和情感，每一
篇故事都值得我们好好品味与阅读。同时，在我们的日常生
活中，也要学会从故事中发掘启示和反思，对自己的成长有
所帮助。让我们依靠这种力量成长，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与
梦想。

小故事手抄报篇六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三(6)中队的张挺。感谢老师和同学的鼓励，使我有机会
站到这里。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我感恩我行动》。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
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小时候，我最喜欢背的一首诗就是
《游子吟》。如今，我长大了，明白了："感恩"，不光是会
背诗句，还要落实到行动上。

"有了!"我灵机一动，想出个好办法，我可以为妈妈捶背呀!
于是，我偷偷地站到了妈妈的身后，小拳头像雨点般地落在
妈妈的肩膀上，左敲敲，右揉揉。妈妈被我敲得舒舒服服，
嘴里还不停地念叨："想不到，我儿子真有两下子。"看到妈
妈闭着眼睛享受的样子，我的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妈妈的爱像温暖的阳光照耀我，让我快乐成长。小小的我怎



么回报她呢?从那以后，我就经常为妈妈捶背，我要让她做一
个健康美丽的好老师!

同学们，感恩无处不在，回报不论大小。一张贺卡，一个拥
抱，一杯热茶，一次捶背。都会让父母感到幸福。

同学们，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感恩父母开始，感恩老师，感
恩学校，感恩大自然。只要常怀感恩之心，我们的生活就会
更加美好!

我的演讲就到这里，感谢大家倾听我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