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江南春古诗说课稿(实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江南春古诗说课稿篇一

各位评委：

大家好，今天我说课的内容是苏少版小学音乐四年级下册第
六单元《忆江南》。

一、说教材：

歌曲《忆江南》的词取自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歌《忆江南》，
是诗人晚年回忆江南风景时所写的，原作共有三首，这是第
一首。这首诗风格清新，语调轻松活泼，像一首动人的民歌。
曲作者戴于吾先生为该诗配上了优美、婉转的旋律，更加表
达了诗人热爱江南美景的情感。

二、说教学目标：

基于对教材的理解和分析，我确立了本课的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引导学生体验歌曲的意境美，能用优美的声音
演唱歌曲。

2、情感目标：通过诗、景、歌、乐、舞等几个方面，让学生
感受到江南水乡风光的秀美和江南音乐语言的甜美，激发学
生对江南的热爱与赞美。

3、创新目标：在欣赏、体验、合作、探究、等音乐活动中感



悟音乐与生活的联系，对江南文化有感性的认识。

三、说教学重难点：

本课的教学重点是：指导学生用优美的声音，有感情地演唱
歌曲《忆江南》

教学难点是：

1、指导学生准确地演唱一字多音，并在音乐活动中感受如画
般的甜甜的江南。

2、了解中国五声调式及民间常用手法：“鱼咬尾”。

四、说教法、学法：

主动地参与课堂教学。学生通过看江南舞——赏江南景——
诵江南诗——唱江南曲，层层递进、逐步深入展开教学，让
学生感受江南的音乐，了解江南文化。

五、说课前准备：

钢琴，多媒体课件，舞蹈用具油纸伞等

六、说教学过程：

一、情境导入，音舞激趣

首先我给学生带来一段富有江南特色的古典舞——《梦忆江
南》，一下子就让学生感受到江南的优美、委婉，清澈与灵
动，接着让学生赏江南景，品江南诗，感受诗人对江南美景
的热爱与赞美。

二、初赏歌曲，借“境”生情



三、学唱歌曲，细“味”感受

1、首先，我通过范唱让学生感受到歌曲的韵味儿。然后采用
引导、对比，来解决本课的一字多音，音断气不断等教学难
点。

2、在歌曲处理方面通过对歌曲的力度对比、强弱变化，让学
生充分体验江南音乐语言的柔美。并把《忆江南》的其他两
首词也加上旋律，以情带声，以声传情，有感情的去演唱。

3、通过唱歌谱，了解中国的五声调式及民间常用手法：“鱼
咬尾”。这也是我解决本课教学难点的措施之一。

四、欣赏探究，融入艺术

本环节首先我让学生听赏不同版本的《忆江南》，接着让学
生带着问

题欣赏音乐电视《忆江南》，然后小组讨论：江南音乐如此
之美，这与哪些元素有着密切的联系？学生在欣赏、讨论、
探究中感悟音乐与生活的联系。

五、二度创编，集体展示

六、课堂小结

美丽的江南诗一幅画、一首诗、一曲歌、一段舞，江南好，
能不忆江南？让我们对着美丽的江南，赞叹一声：江南，我
爱你！

江南春古诗说课稿篇二

我说课的内容是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第八册第一单元的《忆
江南》这一首词。本单元的训练重点是引领学生走进祖国的



万水千山，感受大自然的美。而《忆江南》是唐代诗人白居
易的绝唱之笔，作者以如画之笔描绘出一幅江南春景图。

二、说目标

依据单元目标、学生的认知水平、新课标要求及词的特点，
我把本课的教学目标确定为：

1、初步认识词这种文学体裁。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并背诵这首词。

3、理解词的意思，想象词所描绘的画面，体会词中表达的情
感。

4、培养学生具有初步鉴赏能力和丰富的想象力，激发热爱古
诗词的情感。

三、说重难点

1、根据词所描绘的景物，想像画面，体会词中表达的情感。

2、有感情地朗读。在读中悟情、在读中生情、在读中赏文。

四、说教学法：

本首词语言精练，文字精美，短短的27个字蕴含着丰富的思
想情感内涵。根据本课内容特点，学习目标，学情等，着眼
学生发展，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注重引
导学生读中想象，想象入境，想象悟情，想象促读，学生在
反复诵读中，感受优美精湛的语言文字，受到情感的熏陶。
使学生学会品读语言、诵读情感、美读意境，提高欣赏古诗
词的品味和审美情趣。

五、说教学流程



（一）创设意境，解题入情

1、同学们，自古以来，江南就是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处处小
桥、流水、人家，山清水秀，景色宜人，享有“鱼米之
乡”“人间天堂”的美誉。今天，就先让我们一块走近江南，
去领略它的美景。（课件播放配乐江南风景图，）。

2、欣赏完江南美景，学生畅谈感受，并交流赞美江南美景的
古诗词。

3、歌咏江南的诗词颇多，但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还数白
居易的这首只有27个字的《忆江南》。这节课，就让我们一
起走进白居易眼中的江南。板书课题：忆江南。引导学生理解
“忆”，了解“词”与“词牌”。教师配乐范读这首词。

[设计理念]：古诗词教学要引领学生入情入境，才能使学生
受到情感熏陶。因此，利用课件播放优美的音乐配以美丽的
画面，可立即使学生陶醉于江南的美景之中。使学生在心中
荡漾起一种淡淡的向往之情，激发学生学习这首词的浓厚兴
趣，达成“未成曲调先有情。”

（二）初读释义，感知促情

学生采用自由练读、指名读、齐读等多种形式指导读出词的
节奏，并试着说一说这首词的大意。（注意“蓝”的理解）

[设计理念]：初读感知是深入感悟的基础，本首词是小学阶
段学生接触的第一首词，因此要指导读准节奏，并初步感知
词的大意，为深入感悟做好铺垫。

（三）品词赏句，想象悟情

1、品读一、二句。



这首词中的哪个词点出了诗人忆江南的原因？（板书：好）

（1）读着这个“好”字，你们会想起哪些江南的美景？（教
师引导学生归纳，如：桃红柳绿、莺歌燕舞、草长莺飞、小
桥流水等）

（2）道不完的江南美景，白居易却只用一个“好”字来赞美！
这个“好”字，用得多妙啊！我们细细品读1、2句吧！

（3）重点理解“风景旧曾谙”的“谙”字。

感受古典诗词语言精妙，并朗读品味这两句话。

2、品读三、四句。

在这么多江南美景中，让白居易印象最深，觉得最“好”的，
究竟是什么呢？（课件出示3、4句）引导学生发现“日出江
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两句，并品读体会这两句
写的好在哪？（引导学生体会诗人借助比喻“红胜火”
和“绿如蓝”，展现了江南春天的绚丽景色。）

（2）是啊，多美啊！引导学生边想象画面边配乐朗读。

（3）这两句词啊，我们越读越有味！这味道，其实不仅仅来
自风景，还来自词句本身的魅力，真是“朝霞与江花争艳，
江水共长天一色”。这是多美的风景啊！（板书：景）江南
如此美丽，怪不得白居易深深叹道——江南好！

3、品读第五句——反问句。

江南如此之好能不忆江南？（板书：忆）学生品读反问句。

[设计理念]：以“好”为切入点，引导学生品读词句，在品
词品句中感悟语言、熏陶感情。引导学生在想象中入境，在
想象中悟情，在想象中朗读，并使学生在反复朗读中品味语



言，想象情境，体会人物心情，进而引导学生读出味道，读
出情感。最后，以反问句为归宿点，引导学生体会浓浓的思
念之情。

（四）结合资料，深入悟情

诗人眷恋的仅仅是江南的美景吗？

1、师生共同交流课前搜集的有关诗人写作背景资料。

2、师：读了这几段文字，你对这首词有了哪些新的理解？
（板书：情）

3、教师引读：是啊——

江南人民对诗人如此的爱戴，让诗人

——“能不忆江南？”

诗人对江南人民如此深切的思念，让诗人

——“能不忆江南？”

诗人对江南春色的无限的眷恋之情，让诗人

——“能不忆江南？”

诗人心中那忘不掉、抹不掉的江南情结，让诗人

——“能不忆江南？”

江南好，那是一幅幅令人难忘的江南美景图！因此，白居易
深情地回忆着??请大家回读全词！

江南好，那是一道芳堤，六井清泉，因此，白居易低低地沉



醉着??接着读全词）江南好，那儿还凝聚着一帮朋友，一方
百姓的情啊！因此，白居易痴痴地想念着??（再读全词）

4、小结升华：是啊，这红胜火的江花上，这绿如蓝的江水中，
藏着诗人白居易深深的情啊！这真是——情景交融，融情于
景！这就是“一切景语皆情语！”啊！诗人忆的就是这
份“好”啊！（完善板书：将“好、景、忆、情”四字用线
连成一个大圈。）

[设计理念]：“情到深处方知浓。”了解诗人的背景资料之
后，相信大家对这首词会有更深的体会。诗人忆的不仅是江
南景，还有江南人、江南情。在反复几次的感情回读中，那
份情将更深，那份意将更浓。

（五）拓展赏词，浓情延续

1、诗人在用生花妙笔写出他“旧曾谙”的江南好景之后，又以
“能不忆江南”的眷恋之情，收束全词。但这一句“能不忆
江南？”却勾起了他对江南的无限怀念之情，于是便又写下
了另外两首。

大家请看：请大家读一读这两首词，你又读到了诗人还忆江
南的什么？

2、融入你们的这些感受，请大家再次朗读这三首词。（配上
悠扬的音乐）这么美的文字，这么美的画面，值得永远地留
在我们的脑海里。请大家将这组千古绝唱《忆江南》背一背
吧。

六、说板书

附：板书设计：

忆江南



景

好忆

情

“好、景、忆、情”四字用线连成一个大圈，使本首词内容
的精华所在，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给学生以系统、完整
的印象。

江南春古诗说课稿篇三

太谷中学语文组

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模块中的第四个专题是“像山那样思
考”，该专题是按照欣赏自然、感悟自然、思考自然的思维
顺序循序渐进编排的，它分为三个板块：谛听天籁，感悟自
然，湖山沉思。本专题编排的意图在于加强关于自然美的审
美教育，培养审美能力，激发珍爱自然的情感，提升精神境
界。

说教材

《江南的冬景》是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模块――第四专
题“像山那样思考”第一板块“谛听天籁”中的第一篇课文。
第一板块主要体现了对自然美的注视，重在引导学生欣赏自
然之美和表述自然之美。因此，课堂教学设计的主导思想是
突出对文章本身审美韵味的把握，培养学生的审美探究能力，
使学生在积累整合、感受鉴赏、思考领悟、应用拓展、发现
创新等方面有所收获。

《江南的冬景》一文比较明显地体现了郁达夫散文的美学特
征，郁达夫散文的美学特点是：行文如行云流水，自然有致，
笔随意转，舒卷自如，抒情性强。因而学习此文，不仅能够



得到审美熏陶，而且能够得到语言艺术的熏陶。

基于以上思考，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将如下两个方面确定为
教学的重点与难点：一是感受和欣赏文章的景物意境之美，
二是学习写景状物的表达技巧，体味郁达夫散文的美学特点。
总体安排以发现美、感受美、表述美为线索，培养学生解读
文本的能力和审美能力。

说教法

一课前预习要求

1、有感情地朗读全文，把握文章的关键语句。

2、初步思考两个方面的问题：

（1）江南的冬景总体特征是什么？“明朗的情调”的“明
朗”表现在哪些方面？试着用画面概括。

二课堂教学环节

1、导入

可以从老舍的《想北平》一文导入。在老舍笔下，普普通通的
“草花儿”、“墙上的牵牛”、“翩翩的蝴蝶”以及“青菜
摊子上的红红绿绿几乎有诗一般的美丽”，都给我们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北平的风景自然而美丽，那么，江南的冬景又
是一番什么景象，由此带着学生走近郁达夫的写景散文《江
南的冬景》，去发现和感受江南冬天的美景。或者以画家刘
海粟对郁达夫写景散文的高度评价的话语导入，他说:“青年
画家不精读郁达夫的游记，画不了浙皖的山水；不看钱塘、
富阳、新安,也读不通达夫的妙文。”

2、解题



从文题上方板块的标题入手。“谛听天籁”！“籁”是什么
意思？怎么理解“谛听天籁”？

明确：“籁”是从孔穴里发出的声音，泛指声音，“天籁”
就是指大自然所发出的各种声音。“谛听天籁”不只是谛听
大自然发出的各种声音，它还含有欣赏大自然的景色之意，
由此可见，学习本文，就是通过研习文本，欣赏文学作品展
现给我们的江南冬天的美景。（说明：此处主要目的为交待
学习目标。）

3、速读课文，思考问题

（1）从文中看，郁达夫笔下的“江南”区域界定在哪里？

明确：江浙一带，而非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区域。（第六段）

（2）找出描绘江南美景的段落，或问作者选取了几幅画来描
绘江南冬天的美景。

明确：写了屋外，写了植被，写了江南的雨，雪，无雨无雪
时冬郊的闲步。

曝背谈天图（2段）午后冬郊图（5段）农村冬雨图（7段）江
南雪景图（8段）旱冬闲步图（9段）

（说明：此为对江南美景的整体感知，为下一步具体分析作
好铺垫。）

4、品味赏析

郁达夫是如何写出江南特有的冬天之景？是如何做到状难写
之景如在眼前的？让学生从感性的.角度任选一幅，进行分析
（这里主要选取5、7、8段）。

午后冬郊图



a、主要明确：

所写景物：白色的芦花、火红的乌桕叶、雪白的乌桕籽、杂
色的野草、和煦的微风、温暖的阳光。

景物特点：色彩明丽而有生气。

所用手法：工笔细描，浓墨重彩。

b、教师总结：

借鉴色彩学中关于色彩具有动静感和冷暖感的原理，描摹色
彩，表现情感。一般来说，越暖越亮的色彩，画面越热烈，
动感越强;而越冷越暗的色彩，画面越沉闷，就越显得静。文
学作品是以文学作画，根据主题表达和抒情的需要，在构图
和选择色彩词时，就必须与作品的情境和氛围相契合。

本幅画面关于景物色彩对比特点的赏析比较重要，可补充以
下几例：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杜甫《绝句》

赏析：丛柳滴翠，黄鹂和鸣，白鹭横空，青天如洗。黄绿交
融，青白对比，有声有色，鲜明生动。面对美景，诗人心情
恬静欢快，胸怀舒展开阔。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
红于二月花。――杜牧《山行》

赏析：秋山苍翠欲滴，山巅白云缕缕，枫叶火红耀眼，晚霞
鲜艳夺目。晚霞与枫叶相映，暮霭与寒山共色。冷色清新纯
洁，暖色热情奔放，透露出勃勃生机，表达了诗人振奋喜悦
的心情，给人以积极向上、乐观旷达的感受。



以色彩入文，给画面着色，是郁达夫散文的特点，这样就让
让文章更有诗情画意。

农村冬雨图

a、主要明确：

所写景物：长桥、杂木树林、乌蓬小船、酒客、细雨、灯晕。

景物特点：色彩素朴淡雅，意境朦胧悠远，诗中有画，画中
有诗。

作者感受：情调悠闲，胸襟洒脱，得失俱亡，宠辱不惊。

所用手法：淡笔素描，略加点染。

b、教师总结：

前面说过，以色彩入文，给画面着色，是郁达夫散文的特点，
这样就让让文章更有诗情画意。在这一段中，作者也是在刻
意地为画面着色：白雨、淡得几不成墨的背景，乌篷，红黄
等。而色彩点染造成的远近虚实的层次，又使自然景色有了
一种若隐若现、氤氲流动的朦胧美。

过渡：雨是天地的精灵，雪是天地的洁白肌肤。江南的冬雪，
虽然没有北国“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和“长城内外，惟余
茫茫”的恢宏气度，但却如粗犷中略带羞涩的村姑，亦别有
一番情致。

江南雪景图

a、和老舍的《济南的冬天》中描写雪景的段落进行比较（投
影）。



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看吧，山上的矮松越发的青黑，树尖
上顶着一髻儿白花，像些日本看护妇。山尖全白了，给蓝天
镶上一道银边。山坡上有的地方雪厚点，有的地方草色还露
着，这样，一道儿白，一道儿暗黄，给山们穿上一件带水纹
的花衣；看着看着，这件花衣好像被风儿吹动，叫你希望看
见一点更美的山的肌肤。等到快日落的时候，微黄的阳光斜
射在山腰上，那点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粉色。
就是下小雪吧，济南是受不住大雪的，那些小山太秀气。

同是写雪景，与《济南的冬天》比较，《江南的冬景》在写
法上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默看写雪景的一段。

明确：《济南的冬天》更多的是在进行直接的描写。而《江
南的冬景》是引用诗句、避实就虚地写江南的雪景。

b、这些诗句写出了怎样的意境，前后左右互相讨论。

从古人的诗句来领略江南冬雪的美妙：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生活的悠闲，友情的深厚）

――寒沙梅影路，微雪酒香村。（美丽的雪景，怡人的酒香）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夜深人静后的温暖）

――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雪后冬晨的惊喜）

在学生想象还原的基础上，对学生的想象可进行归纳整理，
进而再现出江南雪景优美图景：日暮时分，瑞雪纷纷，寒意
森森，佳酿既陈，炉火正旺，与老友围炉对坐，推杯换盏，
暖意融融。更深人静，瑞雪已停，月下梅花，投影于路，阵
阵酒香，沁人心脾。偶尔传来几声犬吠，乃是行人叩门投宿。
清晨破晓，孩童雪中嬉戏，忽一孩童跑来，报告惊喜发
现：“前面村口，深雪之中，一枝红梅，傲雪怒放！”



c、明确：江南的雪不是苦雪，而是令人欣喜，让人感觉温暖
的美好时光。

所写景物：围炉对酒、月映梅花、美酒飘香、柴门犬吠、行
人投宿，雪中红梅凌寒怒放。

景物特点：色彩浓淡相宜，淡雅高洁、优美宁静

所用手法：引用诗句、避实就虚。丰富的意象给人以美的想
象与联想。

引用诗句、避实就虚是郁达夫散文常用的笔法，他常在散文
中插入一些旧诗，以弥补散文里没有说尽的余意，没有抒发
的情愫，使文章在整个行文上显得跌宕多姿，也增加了文章
的诗情画意。（另可投影举例郁达夫的《雨》，加深体会。）

我生长江南，按理是应该不喜欢雨的；但春日暝蒙，花枝枯
竭的时候，得几点微雨，又是一件多么可爱的事情！“小楼
一夜听春雨”，“杏花春雨江南”，“天街细雨润如酥”，
从前的诗人，早就先我说过了。夏天的雨，可以杀暑，可以
润禾，它的价值的大，更可以不必再说。而秋雨的霏微凄冷，
又是别一种境地，昔人所谓“雨到深秋易作霖，萧萧难会此
时心”的诗句，就在说秋雨的耐人寻味。至于秋女士的“秋
雨秋风愁煞人”的一声长叹，乃别有怀抱者的托辞，人自愁
耳，何关雨事。三冬的寒雨，爱的人恐怕不多。但“江关雁
声来渺渺，灯昏宫漏听沉沉”的妙处，若非身历其境者决领
悟不到。（郁达夫《雨》）

写景总结：

明确：无论是哪一个写景段落其实是多种表现手法的有机融
合。

5、简要分析第一至四段、第六段



明确：第一至四段、第六段，作者作了一系列的对比，包括：
北国与江南的冬天的比较，突出了江南冬天的晴暖温和，渲
染北国冬天所不能提供的屋外曝背谈天的乐趣；江南冬天与
秋天的比较，作者将江南的冬景比作北方的夏夜，写那
种“明朗的情调”；闽粤等地的冬天与作者所说的江南冬天
的比较，作者将他所感受到的“江南的冬景”作了更明确的
区域界定；德国与江南的寒郊散步的比较，这和后文提到的
散步形成呼应。比较的着眼点各不相同，但都突出了作者所
钟爱的江南冬景的主要特征。

6、了解自然之美与心灵感受的关系，品味文章的景物意境之
美

明确：此文写于郁达夫移家杭州，营造“风雨茅庐”，准备
过起名士般隐居生活的时候。

7、文章最后总结：

写好一篇写景文的秘诀是什么？

明确：写好写景散文需要做到三个字，
即“悟”“摹”“情”。所谓“悟”，就是谛听天籁，感悟
自然之美。所谓“摹”，就是一要抓住景物特征，二要用恰
当的形式表达（首先语言风格要符合景物特征；其次采用适
当的写作手法，可描摹色彩，构筑色彩丰富的画面；可动静
结合，写出自然界的迷人景象；可以虚实结合，使文章意韵
丰富……），最后要融入“情”即情景交融。王国维
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

江南春古诗说课稿篇四

各位尊敬的评委老师：

大家上午好！大家辛苦了！



我今天说课的题目是《忆江南》――板书课题，下面我将从
说教材、说教法和学法、说教学过程、说板书设计等四个方
面来对本课作具体的阐述。

一、说教材（时间控制3分钟）

教学目标为：

1.会写“谙”这个生字。。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三首古诗词。

3.学习通过看注解，感知诗词大意，用自己的话说说诗句的
意思。抓住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等重点诗句，想像
诗人描绘了一幅什么样的画面?感受江南山水的自然美，受到
美的熏陶。

本课的重点、难点为：

教学时间：根据课文内容需要，将安排1个课时。

课前准备：多媒体课件

二、说教法和学法(时间控制1分钟)

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为让学生充
分理解本节课教学内容，结合（四）年级学生阅读实际情况，
教学中我主要通过学生参与式的教学模式，采取朗读法、讨
论法、探究法等教学方法，配合现代教学手段，使学生积极
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乐于学，勤于思考。

那么在学法上，新课程标准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
习方式，于是我将“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通过自主朗



读、合作交流、讨论探究等方式展开，并要求学生在交流学
习中背诵优美诗句，真正让语文教学的课堂变成学生的学堂。

三、说教学过程（时间控制5分钟）

围绕以上教学目标、教学重点和难点，我将以四个环节设计
本节课的教学过程：

第一环节：创设情境，导入新课。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小学
生的情感极易受环境气氛和他人情感的感染而产生共鸣，基
于这点，开课之初，我首先通过多媒体（播放）配乐江南风
景图，将学生带入情境。随后揭开课题，顺势进入第二环节。

第三环节：研读赏析，体验情感。叶圣陶说：语文教学的目
的就是让学生自能读书。鉴于此，在“研读赏析，体验情
感”环节中，我首先抽选出几个朗读好的代表示范朗读诗歌，
要求其他学生边听边想象诗歌画面，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
力。在朗读完后，让学生分组讨论交流，“日出江花红胜地
红，春来江水绿如蓝。”想一想江边的花为什么会红胜火，
江水为什么会绿如蓝呢？提示学生眼睛看着文字，嘴上说着
语句，脑海想像画面（太阳很红，花儿在太阳的照射下，更
红了，胜地过了火焰。美丽的江水绿得很纯净，如同蓝草一
般）。力图使学生在反复朗读和讨论交流中对诗歌有所思有
所悟。

紧接着，我将根据学生讨论情况进行简单的归纳总结，借助
多媒体展示课前准备好的图片，适时加以引导和阐述，想象
诗句画面是这节课的教学难点，为了突破这个难点我让学生
图文结合地品味和理解诗句。让学生由抽象的转化到具体可
感的画面上来。我借助多媒体展示“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
江水绿如蓝”画面。这一幅幅画面，不仅讲学生们带入诗歌
情境之中，还能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这些诗句，从而体味文
章的意境美，领会作者表达的特点。



最后，借助多媒体向学生再次展现一组配乐图画，引读课文，
使

学生与文本、作者再次产生共鸣，身临其境地体会作者当时
的感受，激起他们对祖国山水的无限热爱。

总之，这一系列的“读、悟、议、赏、再读”，让学生加深
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从而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
启迪，最终达到突破教学重难点的目的。

第四环节：安排作业，复习强化。为了复习、强化学生所学
知识，让学生再次体验课文优美的意境陪养学生自主探究的
能力。我安排两道课后作业：作业1：请大家背诵默写这首诗；
2：摘抄别的描写山水风光的古诗词。。这是我教学过程的安
排，下面说说本节课的板书设计。

四、说板书设计（时间控制1分钟）

忆――江南好――景美

最后，我谈一下设计这样的教学思路，首先是根据《语文课
程标准》的要求：“在语文教学中重视培养学生的语感和整
体把握的能力。”我始终把“朗读”和“背诵”这一理解古
诗内容、体会诗人思想感情的有效途径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
让学生多读，在读中感悟，在读中理解，在读中品析，在读
中体会，在读中想象，逐渐达到培养语感和整体把握的目的。
其次，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教学中，处处以学生为主，让
学生在自读自悟、合作交流、讨论的过程中感受语言，积累
语言，体验情感，真正把学生融入语言文字训练的过程中。
教师不作过多的讲解，只是在适时处指导、引导，让学生充
分调动各种感官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学，体现了知识是自己
学会的这一理念。再次，根据教材特点和学生实际，抓住古
诗所描绘的情景和诗人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通过读、悟、
品、诵、拓展的方式，使学生在实践中创新，真正受到美的



熏陶。

以上就是我今天说课的全部内容，谢谢各位评委老师！

江南春古诗说课稿篇五

我将在钱梦龙老师的“三主”教学理念的指导下开展我的教
学：以学生为主体，突出学生的自主性学习；以教师为主导，
突出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学习；以训练的为主线，突出
学生在训练中进行巩固性学习。

二、说教材

本篇课文《江南的冬景》选自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一最后一
个专题“像山一样思考”的“谛听天籁”板块中，从本专题
来看主要是加强关于自然美的审美教育，激发学生珍爱大自
然从本篇课文来看主要是带领学生发现和感受江南冬天雪景
之美《江南的冬景》是本专题中的第一篇课文，在教材中具
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本篇课文我将用一课时把它上完。

三、说学情

从情感方面来说，学生多属江南人，对江南的冬景已经有切
身的感受，因此理解郁达夫笔下所描绘的江南的冬景并不困
难从知识能力方面来说，学生已经学习了“月是故乡明”专
题的相关散文，已具备一定的欣赏散文、品味散文语言的能
力，所以解读文本的难度也不会太大本次教学的关键在于培
养学生对自然美的审美能力，提高学生感悟鉴赏散文的能力。

四、说教学目标

从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来说，学生通过研习课文，能够感
受和欣赏自然之美，提高对自然美的审美能力。



五、说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学生能够学会从语言特色、修辞技巧、文章意蕴
等方面赏析散文；

教学难点：体会郁达夫散文的特点，学会运用本文的写景方
法和技巧。

六、说教法学法

学法：让学生从机械的“学答”向“学问”转变，从“学
会”向“会学”转变，成为学习的真正主人这节课在指导学
生的学习方法和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方面主要采取合作探究
法、分析比较法。

七、说教学过程

综合以上对教材、学情的分析，对教学目标以及重难点的确
立，我把我的教学过程分为情境导入、整体感知，品味赏析，
审美探究，拓展延伸五个板块。

（1）情境导入：我的设想是在播放舒缓的轻音乐的同时，展
示江南冬景和北方冬景的.相关图片我这样设计的主要意图是
让学生对课文中所描绘的江南冬景和北方冬景有一个比较直
观的，感性的认识，能够体会到两种不同的冬景带给人的不
同的美的感受，从而拉近学生与文本之间的距离，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

（2）整体感知：我将给学生五分钟的时间诵读这篇散文，要
求学生找出作者描写了江南的哪些美景，试着给每幅画面加
一个标题，并指出其特征，进行小组讨论明确课文主要描绘
了曝背谈天图、冬郊植物图、寒村微雨图、江南雪景图、冬
日闲步图五幅画面这个版块我之所以这样设计，主要是因为
这篇课文是一篇散文，学生很难把握住课文描绘江南冬景的



几个方面，要求学生诵读课文并概括课文描写的画面，可以
让学生对课文有一个整体的感知过程，抓住文章的主要内容，
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概括归纳能力。

（3）品味赏析：我将让学生找出课文中他们喜欢的句子，品
味其语言，并说说这些语句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感情。

我之所以这样设计主要是因为学习散文，尤其是抒情散文，
鉴赏，品味语言，感悟散文的内在情感是非常重要的通过本
版块的学习，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品味鉴赏散文的能力，还可
以让学生更深入的体会到作者郁达夫的审美情趣以及对江南
冬景的喜爱之情。

我的设计意图在于引导学生学习作者对比、虚实结合的写作
方法，感受作者舒缓自如的行文风格让学生领会到描写景物
要抓住景物的特征，领会到作者引用诗句、避实就虚的用意
在于巧借诗句意境。

（5）拓展延伸：我将让学生写一篇他们眼中的江南冬景的短
文，可以借鉴本文对比、虚实相生的写作手法这个版块我的
设计意图主要是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让学生把学到的写作
方法应用到自己的写作中去，从而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

八、板书设计

江南的冬景

郁达夫

曝背谈天图可爱

冬郊植物图生气

寒村微雨图明朗迷人



江南雪景图美丽

冬日闲步图悠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