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背古诗活动方案(汇总8篇)
“方”即方子、方法。“方案”，即在案前得出的方法，将
方法呈于案前，即为“方案”。我们应该重视方案的制定和
执行，不断提升方案制定的能力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未来
的挑战和机遇。以下是我给大家收集整理的方案策划范文，
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背古诗活动方案篇一

胡：大家好，我是胡涵清

胡：记得记得，当然记得。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特别是古
典诗歌，源远流长，名家辈出，佳作如林，在中华文明史上
蔚为壮观。今天，让我们漫步于古诗菀，含英咀华，接受一
次美的洗礼吧。

合：现在我们宣布，宝一中八年级16班古诗菀漫步活动，现
在开始！

胡：田雨昕，你喜欢李白吗？

田：当然啦，李白一生放荡不羁，充满诗意，无拘无束，还
能写那么好的诗，我可崇拜他了。

胡：那你运气可真好，九组同学朗诵的就是李白的诗，我们
赶紧听听吧！

合：有请九组同学带来的朗诵《行路难》《将进酒》

田：胡涵清，你有什么方面的特长吗？

胡：除了睡眠时间和反射弧以外，怕是没有什么特长了。不
过我倒是很喜欢琵琶，这声音噼噼啪啪太好听了。



田：唉，这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还是让我们五组的同学
带你感受一下白居易听琵琶曲的感受吧。

下面有请五组同学带来朗诵《琵琶行》

胡：真是意犹未尽，琵琶行写的太好了，没听够啊。

田：哈哈，听完了古人写的诗歌，要不换个口味，听听歌？

胡：听？听歌？别闹，你可长点心吧，咱俩可主持古诗活动
呢，听什么歌呀。

田：唉，不是我说，你反射弧还真是长，我说的是改编的歌曲
《琵琶行》

胡：哦~原来如此，赶紧听听吧！

合：下面有请三组同学带来歌曲《琵琶行》

田：你是否知道那个在边塞立下赫赫战功的白马骑士？

胡：是那个武艺高强，为了国家英勇献身的游侠英雄？

田：是的，曹植就曾写过一首关于他的诗《白马篇》

合：下面请欣赏四组同学带来的朗诵《白马篇》

胡：田雨昕，你在读诗的时候有没有留心收集过写四季的诗
歌？

田：还真没有特别注意过，你来说两个？

胡：啊？我说？……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
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田：胡涵清，上学期我看见你写你的偶像就是苏轼，是吗?

胡：嗯，是的。我可喜欢他写的诗了，读起来特别有味道。

田：那你听过苏轼的诗歌串烧吗？

胡：什么？我只听过歌曲串烧，诗也可以?

田：当然，准备洗耳恭听吧!

合：下面有请七组同学给我们朗诵《苏轼诗歌串烧》

胡：考验下你的文学功底，我说上句，你来对下句：唱一曲
悠远的歌，让歌声穿越时空。

田：捧一杯醇香的酒，让思绪飞过琼楼玉宇。

胡：古老的诗词，穿越了千年时光

田：灵动的旋律，流淌进你我心田

胡：你挺厉害呀

田：那当然

合：下面有请二组同学带来《水调歌头》

胡：唉，我终于明白，人生啊往往喜忧参半，但是竟然连一
代枭雄曹操也不例外

田：我猜他担忧的不过是那几块地盘罢了

田：是的，也许我们只有爱了，才知道这才是爱，我们也只
有恨了，才知道恨也是因为爱



合：下面请八组带来千年以来传颂不绝的爱情颂歌《长恨歌》

田：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的历史源远流长

胡：在古诗苑中漫步,感受千百年来壮丽的史诗,接受古诗词
的洗礼

田：诗词的魅力不仅仅停留在语文试卷上的几个横线，几分
成绩

胡：古人的思想也绝不只是语文书上的几行句子，几个词语

田：每一次诵读诗词，都是心灵与心灵的对话

胡：每一次推敲辞藻，都是思想与思想的交流

田：绚丽的诗词，有趣的灵魂，这些都值得我们去仔细游览

胡：同学们，让我们把诗词融入到生活中，不只是为了背诗
而背诗，为了诵读而诵读，我想我们应该因为热爱，因为感
动而穿越千年，回到古代，倾听古人的故事。

合：今天的古诗菀漫步活动到此就结束了，谢谢大家的精彩
表演，我们下次再见。

背古诗活动方案篇二

乙：亲爱的同学们

甲：大家好！

乙：我们四年级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开展了古诗文诵读活
动。

甲：今天，我们欢聚在这里，读千古美文，传承华夏文明。



乙：今天，我们登上这多彩的舞台，诵中华，展示同学们激
情澎湃的风采。

甲：中华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孕育了底蕴深厚的民族文化。

乙：华夏源远流长的诗文，是历史长河中经久不衰的瑰宝。

甲：它就如夏日的繁星，闪烁着夺目的光彩。

乙：它又如春日的百花，散发着馥郁的芳香。

甲：诵读我们寻找万里河山的广阔

乙：对话圣贤我们感受千年文字的力量

甲：胜利十七中小学部古诗文诵读比赛活动现―在―开―始。

乙：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同学们，在今天的比赛中，
取得优异的成绩。

甲：下面宣布背诵要求：

（1）正确：做到不读错字、不添字、不掉字、不倒字，字音
准确。

（2）流利：做到口齿清晰，流利顺畅，断词、句准确，不重
复。

（3）语气：掌握好诵读的节奏和感情基调。

乙：首先有请42班，他们背诵的是《学而》，请班44作准备。

下面出场的是44班，他们背诵的是《雍也，请43班作准备。

第三个出场的是43班，他们背诵的是《泰伯》，请45班作准



备。

甲：接下来有请45班，他们背诵的是《里仁》，请46班作准
备。

接下来有请46班，他们背诵的是《述而》，请41班作准备。

最后有请41班，他们背诵的是《为政》。

宣布获奖环节

甲：下面宣布获奖名次，胜利十七中小学部古诗文诵读比赛：
获的三等奖的班级是和班，有请获奖班上台领奖。

乙：获的二等奖的班级是和班，有请获奖班上台领奖。

甲：获的一等奖的班级是和班，有请获奖班上台领奖。

结束语

甲：金色的童年，阳光灿烂，童年时光我们亲近中华

乙：金色的童年，如梦如幻，校园内外我们诵读中华

甲：中华的千年音韵，仿佛还在我们耳边回响

乙：中华的万世情怀，似乎还在我们心头荡漾

甲：吟诵，让民族的精神在我们血脉中流淌

乙：吟诵，让华夏文化撑起我们人格的脊梁

甲：愿中华诗文艺术之花永远芬芳

乙：愿五千年文化的血脉永久传承



甲：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乙：让阅读成为习惯，使书香飘溢校园

甲：胜利十七中学小学部古诗文诵读比赛到此结束。

背古诗活动方案篇三

乙：亲爱的同学，

合：大家好！

甲：伴随着冬日温暖的阳光，让我们一起轻叩诗歌的大门．

乙：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享受诗歌带给我们的欢乐，享
受这段美好时光

甲：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一起走进诗情画意之中

乙：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敞开你的心扉，释放你的激情

甲：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这里将成为诗歌的海洋，让快
乐响彻云霄

乙：诗歌是我们古今人类心血的结晶，在这个光环的照耀下，
一代一代人茁壮的成长

甲：为了不辜负古人的期待，我们要把诗歌发扬光大，让我
们的后人为我们感到骄傲

乙：下面请欣赏小品“快乐一家亲”

甲：诗歌的海洋里有无数的珍宝，

乙：诗歌可以给我们排忧解难，



甲：诗歌可以给我们带来愉悦的心情

乙：诗歌可以震撼我们的心灵

甲：让我们一起聆听诗歌诗歌朗诵《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

乙：欣赏完动听的诗歌，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最激动人心的
环节《诗歌知识竞赛》

（每次宣布游戏规则时，一定要全班同学都安静下来才可以
说。）

乙：必答题分为三个板块，答对获得相应分数，打错不得分

第一个板块：

乙：本板块分为四组，每组五小题，分别由小组的五名成员
分别回答。答题时间为每题15秒内。每小题50分（抽签决定
先选题的小组）

甲：抽签结果出来了，（宣布一下小组的先后顺序）

乙：答题开始，请第（

）组认真看题。

甲：经过第一板块的比赛，各代表初试锋芒，均表现不俗，
预祝我们各组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表现更加的出色，进入我们
必答题的第二板块。

第二板块：

甲：人们都说“舞文弄墨”之人皆是“风花雪月”之辈，意



思是说会写文章的人，感情都十分丰富。

乙：很多诗句里都有“风、花、雪、月”这些字，

甲：现在请各小组在20秒内选出本小组的四名代表，分别上
黑板（一组一组请)，

甲：（总结得分情况）现在（

）组暂时领先

乙：接下来进入必答题的第三板块

第三板块：

第四板块：

甲：由分数最低的小组先行选择pk的小组，并抽取卡片，由
分数低的小组开始，两组轮流背诵出与卡片上主题相关的诗
句。

主持人公布各组总得分，

甲：必答题已经结束了，（主持人公布各组总得分）得分靠
前的小组再接再厉，得分在后的小组也不要气馁，抓住后面
的机会，好进入下一个环节，风险题。

甲：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我们今天竞赛的优胜组已经产生，
恭喜（

）组。（掌声）

乙：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我们班同学，分组创作的手抄报。

甲：看，这是由



创作的“”（赞扬一下手抄报的特点）

乙：这些手抄报等有空时，大家还可以互相借阅。

甲:时间关系，让我们,聆听.

乙：完美的人生是美与爱编织的,让我们走进的世界!

甲：月光是人憔悴,究竟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

乙：如歌的人生,似梦的青春,又会带给大家怎样一番滋味

合：让大家一起攀上去寻找美丽!

甲：回顾今天的点点滴滴，我们快乐！

乙：回顾今天的点点滴滴，我们享受！

合：让我们记住今天，在美丽中迈向青春！

背古诗活动方案篇四

《赠刘景文》的大意是：荷花凋谢连那擎雨的荷叶也枯萎了，
只有那开败了菊花的花枝还傲寒斗霜。一年最好的景致你要
记住，那就是橙子金黄、橘子青绿的时节。这首古诗是写秋
末的景色，第一、二句以荷败、菊残，写出了秋末的特征。
接下来诗人以橙子的金黄与橘子的青绿，把深秋的景色点缀
得色彩鲜明而富有生气。诗人在此一反悲秋的调子，突出了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擎雨盖’’指荷叶。第二行诗赞颂了
菊花的残枝有傲霜凌寒的气概。

《山行》的大意是：在石径蜿蜒、白云缭绕的秋山深处，有
人家居住。诗人被一片火红的枫叶吸引住了，停车观看，不
禁发出“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感叹。深秋在诗人笔下并不萧
条冷落，而是嫣红满目，生意盎然，给读者以美的享受和精



神的鼓舞。这首诗形象生动，色彩鲜明，是一篇千古传诵的
佳作。

二、学习目标

1、会认9个生字。会写8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体会诗人对
秋天的赞美之情。

3、喜欢背诵古诗，有条件的，背诵课文以外的古诗。

三、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识字、写字

难点：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体会诗人对秋天的赞
美之情。

四、教学方法

教法：引导自学、小组合作

学法：自主、小组合作讨论

五、教学准备

卡片、相关课件

六、教学时间

2课时

七、教学过程



《赠刘景文》

(一)看图说话

看图，说一说你在图上看到了什么?

(二)初读感知，了解古诗大意

1．自己读，借助拼音，读准字音。

2．自由读，圈出不理解的词语。

3．小组读，合作学习，理解词义。

(三)再读感悟，想像诗歌画面

1．自由读，结合图理解诗意。

2．小组内讨论交流，教师相机点拨想到了什么。

3．自由组合，与学习伙伴体会读，读完后交流自己的体会，
交流后再读。

4．教师范读，学生想像诗歌所描绘的画面。

(四)启发想像，感情朗读、背诵。

1．教师描述诗意，激发学生想像-

2．有感情地朗读、背诵。

(五)想一想，议一议

你认为一年最好的时节是哪个季节，为什么？



第二课时

《山行》

(一)小组合作，讨论自学

1．根据学《赠刘景文》的经验，讨论确定本组学习方案

2．按自己组的方案自学。

(二)师生合作，解决疑难

每组提出学习中的疑难处，老师和其他组的`同学与他们一起
讨论解决。

(三)启发想像。感情朗读

1．教师范读．学生边听边想像。

2．学生练读，一边想一边读。

(四)感悟诗意，熟读成诵

1．学生自由读，借助插图感悟诗意。

2．找伙伴，练背诵。

(五)指导写字

(六)朗读、背诵古诗

1．把自己课内、课外学的古诗背给同组的同学听。

2．开古诗朗诵会，每个组出两个节目，一个集体朗诵，一个
个人朗诵。



附板书设计

4、古诗两首

于刘径残君菊霜寒

背古诗活动方案篇五

教材简析：

本课选的是两首较为有名的表现朋友真情的古诗。

第一首《赠汪伦》作者为唐代大诗人李白，写的是诗人登船
而走，朋友相送的动人情景，表达的是“送别情深”。这首
诗单纯自然，感情真挚，深为人们所赞赏，成为后人抒发朋
友之间感情的千古名句。

第二首《过故人庄》作者是唐代诗人孟浩人，写的是诗人应
邀到一位农村老朋友家做客的经过。在淳朴自然的田园风光
之中，举杯饮酒，闲谈家常，充满了乐趣，抒发了诗人和朋
友之间真挚的友情。这首诗初看似乎平淡如水，细细品味就
象是一幅画着田园风光的中国画，将景、事、情完美地结合
在一起，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理解和背诵两首诗是本课教学的重难点。

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学会本课7个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3、联系课文内容理解诗句的意思，说说作业4中带点词语的
意思。并初步体会诗中对仗句的特点。



4、通过诵读这两首诗，感受朋友之间聚散两依依的浓浓情谊，
激发学生珍惜人间友谊的美好情感。

教学重点：

1、体会《赠汪伦》后两句诗比喻、夸张运用的巧妙和诗人强
烈的感叹之意。

2、体会《过故人庄》中的意境美、结构美和音乐美，感受朋
友间的情深意浓。

教学准备：

1、预习古诗，查阅相关的资料。

2、配套光盘或多媒体课件。

教学时间：两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要求：

学习、理解《赠汪伦》，体会李白和汪伦间的深情厚谊。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同学们，今天我们要学习25、古诗两首，其中第一首古诗
是唐代诗人李白写的《赠汪伦》，这是一首送别体古诗。

板书：赠汪伦

李白



2、关于这首诗的来历，里面还有一个动听的故事，想不想听
一听？

（教师讲关于《赠汪伦》一诗的来历）（教参201页）

二、学习《赠汪伦》，理解诗意。

1、自读古诗，了解诗歌大意。

学生自主读诗，思考诗中说的是谁送谁？谁别谁？

2、指名朗读。

3、说说“汪伦是怎样送李白的？”“李白是怎样别汪伦
的？”

4、理解诗歌意思

（1）交流词语的意思。

欲：将要

赠；送

踏歌：一种用脚步敲打节拍唱的民歌。

不及：比不上。

（2）交流诗句的意思。（说出大意即可，不必字字不差）

我坐上船儿正准备远行，

突然听到岸上传来踏歌的声音。

桃花潭水啊，你虽然深过千尺，



也比不上汪伦赶来送我的情谊深。

三、体会意境，了解修辞手法。

1、朗读古诗，想想当时是一幅怎样的画面，用自己的画来说
一说。

（1）指导说出诗的意境。他们之间说了些什么话。

（2）指名表演离别的情景。

2、“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句诗中桃花潭
的水真的有千尺深吗？

（运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

作者用什么来说明汪伦和“我”的情谊？

（用桃花潭的水来比喻，采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

3、从这首诗中，你感受到诗人与汪伦间的感情怎么样？

四、朗读、背诵古诗。

1、教师总结。前两句诗叙事，后两句抒情，全诗表达了送别
情深的感情。

指导朗读全诗。

2、背诵古诗。

五、拓展练习

1、《赠汪伦》是一首送别体诗，你知道的送别体诗还有哪些？



2、出示《送孟浩然之广陵》、《别董大》，轻声读。

3、说说这两首诗分别讲谁送谁，谁别谁？用什么来相送？

（《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作者李白是用目光送别孟浩然，
《别董大》一诗作者高适是用语言送别董大）

4、朗读两首古诗。

六、布置作业。

1、朗读、背诵古诗。

2、抄写古诗。

3、收集有关写朋友之间友情的古诗。

第二课时

教学要求；

学习古诗《过故人庄》，感受朋友间的情深意浓。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1、背诵古诗《赠汪伦》

2、《赠汪伦》这首诗描绘了什么情景？表达了什么感情？

（描绘了诗人登船要走，朋友踏歌相送的动人情景，表达了
送别情深。）

二、学习古诗《过故人庄》



1、这是一首讲朋友间情谊的古诗。

2、解题

故人：老朋友

庄：村落，田舍

过故人庄：经过老朋友的村舍

3、简介作者：

这首诗的作者是唐代诗人孟浩然。

4、轻声读古诗，想想古诗意思。

5、指名读课文。

6、理解诗意：

（1）、理解第一、二行诗

a、轻声读诗句，理解：

具：准备，置办。

鸡黍：鸡和黄米。

至：到。

田家：农家。

b、意思：老朋友备办了丰盛的饭菜，我接受邀请来到农家探
望。



（3）、理解第三、四行诗

a、轻声读，思考：来到农家，诗人看到的是一派怎样的景色
呢？

b、结合图理解：

合：合拢

斜：原指不正。这里指群山连绵起伏。

郭：城墙。

c、意思：只见绿树将村舍环绕，青山在城墙外蜿蜒起伏。

d、这里展现了一幅由绿树、村舍、青山、城墙组成的画卷。

e、讲解对仗句的特点：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绿树”对“青山”是写景物的，“村边”对“郭外”都是
写地点的，“合”对“斜”都是写事物特点的。

（4）、理解五、六两行诗

a、读诗，理解：

轩：窗户。

面：向着。

场圃：谷场和菜园。



话：谈话。

桑麻：这里指农家的生活。

把酒：举起酒杯（看图理解）

b、意思：打开窗户面对着谷场和菜园，举起酒杯闲谈农家的
生活。

c、他们可能会谈些什么？

d、这两句诗是否也是对仗句？

e、诗人和好友沉浸在农家生活的恬淡、舒适里，举杯畅饮，
真是好不惬意。

（5）、理解第七、八两句诗

a、读诗，理解：

待：等。

重阳日：我国的传统节日，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日。在这一
天有登高的风俗。

就：欣赏、观赏。

b、意思：等到九月九日重阳节这一天，我还会来观赏菊花的。

7、用自己的话说说全诗的意思。

（老朋友备好丰盛的饭菜，邀请我到他的农庄做客。村边，
茂密的绿树连成一片，村外，隐隐横斜着一抹青山。打开窗
面对谷场和菜园，举起杯饮美酒闲谈桑麻。呵，朋友，等到



重阳佳节那一天，我们一定会再来观赏菊花。）

三、总结全诗。

1、这首诗通过诗人探望老友，主客把酒话家常的场面描写，
展现了一幅由绿树、村舍、青山、城墙组成的优美画卷，体
现了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农家生活的恬淡舒适。

2、背诵古诗。

四、布置作业。

1、抄写古诗。

2、填空。

《过故人庄》反映的是诗人_________应邀到_________家，
主客把酒话家常的感人场面。诗中
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组成的一幅优美画卷，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先解释带点的词语，再理解诗句。

（1）、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2）、故人具鸡黍，邀我至家中。

4、组词

黍（ ） 邀（ ） 郭（ ） 圃（ ）

黎（ ） 激（ ） 谆（ ） 铺（ ）



背古诗活动方案篇六

古诗文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哲理和人生智
慧。近日，我参加了学校举办的读古诗文的活动，在阅读过
程中，我收获颇丰并深受启发。以下是我对这一活动的心得
体会。

首先，读古诗文可以提升审美素养。古诗文以其优美的语言
和精妙的表达方式，给人以美妙的视听享受。无论是唐诗宋
词还是古文，都有着独特的韵味，能够引发人们的共鸣。而
通过长时间的阅读，我们能够塑造自己的审美观，提高对美
的感知和理解能力。同时，美的感知能力也有助于我们更好
地欣赏和理解当代文艺作品。

其次，读古诗文可以培养修身养性。古代的文人墨客常常以
诗词为自己的修身之法，通过追求诗意、境界，以达到修身
养性的目的。古诗文给人以启迪和教育，教会人们如何处世、
如何修行。比如许多古诗文中强调情感的收敛和内敛，让人
懂得情感的喜怒哀乐皆可克制，从而不至于在现实生活中被
情感所牵制。因此，读古诗文可以让我们修身养性、塑造品
格。

再次，读古诗文可以锤炼思维能力。古诗文常以简洁凝练的
文字表达深刻的思想，需要读者反复揣摩和解读。与此同时，
古诗文往往运用丰富多样的修辞手法，有时意象深入人心，
有时婉转含蓄，读者需要从中品味、感悟。这种思考和理解
的过程，能够增强我们的思维敏锐性和想象力。而这些思维
能力在解决问题、认识现实中也能派上用场。

另外，读古诗文还可以增强文化自信。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
分，古诗文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文脉和精髓。通过读古诗
文，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和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文
化自信是一个国家和个人的精神力量，只有真正理解和尊重
自己的文化，才能真正拥有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又能够使



我们在国际交流中更加自信地展示中国的文化魅力和国家形
象。

最后，读古诗文也可以陶冶情操。古代文人将各种情感都倾
注在诗文中，歌颂爱情、表达思乡之情、抒发对祖国对民族
的热爱等。这些情感在经历了千年岁月的洗礼之后，仍然能
够触动人们的内心。在读古诗文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
作者的情感，也能够把自己的情感与之相通。这种情感的交
流和沟通，能够使我们的情操得到熏陶和升华。

综上所述，读古诗文的活动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让我对古代
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感悟。通过阅读古诗文，我不仅提
升了审美思维能力，也明白了修身养性的重要性，同时也加
深了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认同。我认为，读古诗文的活动不
仅能丰富个人的人生阅历，更能够培养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承和发扬。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一直持续下去，让更
多的人体会到读古诗文的乐趣和价值。

背古诗活动方案篇七

活动名称：大班语言古诗《悯农》教学设计及反思

活动目标：

1、在会朗诵基础上，理解诗的大意和诗中所表达的情感。

2、理解诗中“辛苦”一词，并能说一句话，发展幼儿词汇的
运用能力。

3、懂得粮食是农民伯伯用汗水换来的，来之不易，萌发幼儿
热爱农民的情感。

活动准备：



1、古诗挂图、小米粒的头饰若干。

2、儿歌：《捡米粒》小小一粒米呀，来得不容易，小小一粒
米呀，别把它看不起，农民

伯伯早出晚归，忙着种田地，小小一粒米呀，来得不容易。

活动过程：

一、出示图片，引出主题。

1、图片上有谁？在做什么？

2、当时的天气怎么样？

二、朗诵古诗，解释诗意。

1、指导幼儿朗诵韵律节奏及重读音（日、午、土、餐、粒粒、
辛苦）。

2、当太阳最热的时候，有一位农民伯伯还在田里锄草，他的
汗一滴滴掉到土里。唉，

谁知道我们碗里的饭，都是农民伯伯一粒粒辛苦劳动出来的。

3、“锄禾日当午”：“锄”指锄草的动作，“禾”指庄
稼，“日当午”指到了中午太

阳当头照。中午太阳当头照的时候，农民在地里松土、锄草。
“汗滴禾下土”：农民的汗水一滴滴都滴在禾苗下面的土里，
形容农民劳动很辛苦。“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
苦。”：“盘”指碗，“餐”指粮食，“皆”都的意思。谁
知道碗里的`饭，一粒粒都是农民辛苦劳动得来的。

4、学习词汇“辛苦”，来说一句话。例如：爸爸工作很辛苦。



（出示图片）妈妈干家

务辛苦等。

5、爸爸、妈妈、农民伯伯这么辛苦，我们应该怎么做呀？教
育幼儿要从小爱惜粮食，

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

三、游戏：（捡米粒）教育幼儿日常中要爱惜粮食。

活动反思：

一首古诗在不查阅任何资料的情况下，不论对于我们老师还
是孩子都是很难理解的东西，尤其是刚升入大班的孩子在不
理解意思的情况下学古诗就更不容易了。《悯农》这首诗主
要是要孩子同情劳动人民，知道农民的辛苦，珍惜粮食。于
是我出示了一幅画，画面上画了一个极其干瘦的农民伯伯，
一手拿锄头，另一手拿毛巾在擦汗。天空中有一个火辣辣的
太阳，农民伯伯的身边都是禾苗。首先让幼儿观察，画面上
都有什么，太阳是什么样的，禾苗是什么样的，农民伯伯又
瘦又老，看上去很辛苦。认真的描述一番后在孩子的心中就
有了一些印象。但在这里忽视了一点，看图时应让孩子按从
上到下，从左到右的顺序观察，养成良好的观察习惯，学古
诗时，老师先泛读，然后教幼儿一句一句地读。读古诗时教
幼儿怎样断句，怎样读有韵律，看着孩子们摇着小脑袋学着
我的样子背古诗，我真是从心里喜欢他们。在活动中我给幼
儿提供了一个想说、敢说、有话说的环境，幼儿在与环境、
老师、同伴的互动中自主的、自在的发展，同时在进行此活
动时我对教材内容全面、透彻的分析，从文学性、知识性、
科学性等多方面分析 ，抓重、难点进行教学，这样就能较好
的发挥作品的功能。



背古诗活动方案篇八

杜牧的《清明》是小学教材中一首脍炙人口的诗。对这首诗
的教学，大多数教师都只是叫学生背诵并默写就完事。因此
到了中学，教师们提起这诗，要让学生说说这诗的意境或大
意，能讲好的寥寥无几。可见其教学效果并不好。那么该如
何教好这首诗呢？我对教学设计及教学后的反思有以下几点：

理解诗的大意可以一下画面提出这样几个问题：

让学生能根据画面有自己个性的理解、感悟、收获，让孩子
能有自己的语言。

朗读诗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想象画
面。同桌演一演。

想象诗外之境。诗人看到杏花村会怎么做呢？

提炼总结学法：刚才我们是如何学习古诗的？（板书：读古
诗、想画面、悟诗情）学生们运用所学方法，自学三四句，
效果很好，同时也为今后自主的学习古诗提供了利剑。

2、“断魂”如何理解呢？有作“失意落魄”解。认为清明雨
多，细密令人失魂落魄，表达诗人渴望安宁的'思想感情。有作
“消魂畅快”解。认为“断魂”是游兴的一种反衬，说明行
人即使欲断魂也不愿还家。

3、诗意种种：有“哀伤说”，认为清明遇雨，淋湿衣裳没有
什么高兴的，所谓“阴雨连绵烦煞人，扫墓悲痛不欲生。借
酒浇愁在何处，杏花村头酒旗昏。”有“扫兴说”，认为清
明时节，春游芳草，兴致勃勃，不料遇雨，只得扫兴而归。有
“陶醉说”，认为春色翠绿，流连往返，春雨浇人，乐在其
中。所谓“春色醉人喜雨淋，销魂散魄不减兴。犹有浓情觅
酒家，举杯赏花度清明。”



让学生在改编的三言诗、五言诗等中再次感受诗的不同魅力
与意境；让孩子自编几言诗，读各种诗，体悟生情。

1、相信孩子：给孩子给中平台。让孩子多说、让孩子到舞台
表演、让孩子拉长语句吟诵等，让孩子充分展示自己。

2、及时评价：这首诗是你改编的！他俩用表演的方法表达了
自己对这句诗的理解！通过教师的肯定，让孩子觉得自己是
多么棒，学习多么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