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寻隐者不遇教案(汇总8篇)
小学教案也可以作为教学过程中的参考依据，帮助教师进行
教学评估和调整。以下是一些初三教案的实例，供大家参考
借鉴。

寻隐者不遇教案篇一

1.学会本课6个生字。认识“寻、隐、者、遇、药”5个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教材分析：

这首诗是本单元的最后一首，作者是贾岛。全诗共4行，以问
答的形式叙述了他去寻访隐士没有见到的情景。诗句的大意
是：我在松树下面询问童子，童子说他的师父采药去了。师
父就在这座山里，可是山高云深，不知道他到底在什么地方。

文章虽然是以问答形式来写，但语言选择十分精妙。诗中省
略了寻访者“我”的三次询问：“你师父干什么去
了？”“在哪里采药？”“你能找到他么？”但读起来并不
难理解。而且诗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变化：“松下问童子”dd
满怀希望；“言师采药去”dd情绪低落；“只在此山中”dd希
望又生；“云深不知处”dd怅然若失，又有无可奈何之感。

教学的重点是：

掌握生字，朗读、背诵课文是本课的教学重点。

教法建议：

1.理解这首诗可以通过“看dd说dd读dd演”四个步骤来进行。



“看”就是引导学生看图，想象寻访的过程；“说”就是把
想好的说给全班同学听；“读”就是边想象边朗读，边朗读，
边体会作者的情感变化；“演”就是在熟读的基础上，把诗
文背诵下来，然后边背诵，边把自己对诗文的理解用动作表
演出来。

2.学习生字，一方面可以鼓励学生用自己的方法识记，另一
方面可以引导学生把生字的音、形、义贯穿于朗读诗句之中。
在读中理解，在读中记忆。

教学设计示例

5、寻隐者不遇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6个生字。认识“寻、隐、者、遇、药”5个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教学重点：

掌握生字，朗读、背诵课文。

教学过程：

一、释题质疑。

1、直接揭题。通过以前的学习，我们已经认识了唐代四位大
诗人：白居易，李白，孟浩然，王之涣。今天，我们随着第
五首古诗的学习，再认识一位唐代大诗人，他的名字叫贾岛。

2、释题。

寻：寻找、寻访。



隐者：隐居山林的人。

不遇：没有遇到。

题目的意思就是：（作者）寻访一位隐居山林中的人却没有
遇到。

3、质疑。

怎么找的？为什么没有找到？

二、初读课文。

1、自读古诗。

2、指名读，教师随机出示生字卡片，指导生字读音。

三、借助画面，理解诗意。

1、仔细看图。想一想：你知道了什么，还想知道些什么？

（我知道了作者在向隐者的弟子询问隐者的去向；童子在摆
手说不知道在哪里；隐者在山高林密的深山中。）

2、结合图谈一谈诗句中词语的意思。童子：小徒弟。师：老
师。此山：这群山。

3、师重点指导。

言：说。

云深：山高林密，山顶之云雾缭绕。

只：就



4、根据诗句想象诗中省略的询问。

（1）你师父干什么去了？

（2）在哪儿采药？

（3）你能找到他吗？

5、体会人物情感，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

第一句：松下问童子――满怀希望。

第二句：言师采药去――情绪一下子低落变成失望。

第三句：只在此山中――失望之中萌生了一线希望。

第四句：云深不知处――怅然若失，又生出无可奈何之感。

在反复朗读中感悟语气，体会语感，读出语气。

6、扮演诗人“我”和“童子”，表演一下对话。

四、想象诗意，熟读成诵。

1、正确地、有感情地朗读全诗，读出节奏。指读、同桌互读。

2、边想象诗意边练习背诵。

寻隐者不遇教案篇二

一、教学目的'：

1、以《寻隐者不遇》为例，学习并运用读懂古诗的一种方
法——把“话”变成“画”。



2、训练学生把对语言文字的抽象思维变成生动画面的形象思
维，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二、教学重点：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学习古诗的一种方法——把“话”变成
“画”。

三、教学难点：

如何把“话”变成“画”。（即：如何使抽象思维变成形象
思维。）

四、教学准备：

复合遮挡的文字投影片一张、图画场景投影片两张、录有古
曲的音乐磁带一盘。

五、教学时间：

一课时

六、教学过程：

（一）导入学法

1、指名请学生背诵课内、课外学过的古诗。

2、根据学生的背诵情况相机小结，谈话导入：

同学们，我们伟大的祖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古
诗可以说是其中的一颗明珠，好多古诗都描写了引人入胜的
景色，进而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所以，我们在学习古诗的
时候，不仅要理解字面的意思，还要把语言文字变成自己头
脑中的画面，使自己进入到诗的意境中去，从而正确领悟诗



人的思想感情。今天，我们就共同来学习读古诗的一种方
法——把“话”变成“画”。

（打出投影，出示复合遮挡的文字投影片，师生一起对照投
影片审题、解题，搞清楚“话”和“画”的含义。）

（二）指导学法

1．抓字眼、明诗意

逐字逐词逐句弄懂诗的字面意思。（可以通过联系上下文、
查字典的方法，教师作适当的点播。）

2．提问题、想诗境

以“松下问童子”这一句为例。

（1）逐词就诗句提出问题。

例如：什么样的松树下面？谁问童子？怎么问？问什么？童
子什么样？11

（2）就问题在头脑中形成画面并用语言描述出来。

（打出投影，出示第一张图画场景投影片，帮助学生形成画
面。鼓励学生大胆想象，合理想象，结合生活实际和看过的
电影、电视剧、图书等进行想象。）

（3）学生借助投影片，根据想象描述画面。

3、悟诗情、咏诗句

（1）根据你所描述的画面，体会诗人当时是怎样的感情。

（2）把体会到的感情通过读表达出来。



（三）总结学法

（再次出示复合遮挡的文字投影片，师生一起总结归纳学法。
）

（四）迁移巩固学法

在老师适当的点播下，运用学法学习古诗后三句。

1、抓字眼、明诗意

2、提问题、想诗境

（出示第二张图画场景投影片，学生填充内容、描述画面。）

3、悟诗情、咏诗句

（播放古曲，配乐咏诗，引学生进入到广阔而幽深的山中境
界，从而体会诗人对隐者这种与世隔绝，甘与大自然为伍，
自得其乐的采药生活羡慕和神往之情。）

（五）独立运用学法

学习古诗宿新市徐公店

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阴。

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六）布置作业

用把“话”变成“画”的方法学习古诗江畔独步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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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隐者不遇教案篇三

1.学会6个生字。认识5个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学会生字。朗读、背诵课文。

本课生字卡片，朗读课文录音带

2课时。

一、提示课题

1.认生字。课题上有4个字，读一读：

寻隐者遇

2.释题。这首诗的作者是唐代诗人贾岛。

寻：寻找，寻访。隐者：独居大山林里的人。遇：碰见，遇
上。

这首诗说的是诗人去访问隐者却没有遇见。

3.质疑：读了这个题目，你想知道什么?(引导学生围绕寻思
考。如，诗人为什么没遇上?有没有问问其他人?为什么不在
那等一会儿?)

二、自学课文

1.借助汉语拼音读课文。



2.画出本课要求学会和认识的生字，读一读。

3.看插图想想：图上画的是什么人，他们在干什么?

三、读诗句，认生字

1.检查课文朗读情况。注意读准平、翘舌音的字：松、采;师、
深。只是多音字，文中读zhi。

2.提问：(1)图上画的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完整通顺
地回答问题，相机识字：松、童。)

(2)图上谁是诗人，谁是童子?诗人要找的`隐者是童子的什么
人?识字：师

(3)诗人找到了童子，怎么没遇上他师父呢?

相机识字：言采药深

(4)朗读课文。

四、指导朗读

引导学生椵想自己是诗人在松下遇上童子，体会向童子询问
时的心情，把这种心情读出来。教师先放录音，同学再练习
朗读。

松下/问/童子，(满怀期望)

言师/采药/去。(感到失望)

只在/此/山中，(又有了希望)

云深/不知/处。(无可奈何)



五、识字、写字指导

松：用学过的木字旁和熟字公记字形。组词：松树、放松。

童：上下结构。上面是立，下面是里。这个字横画多，但长
短不一。首横最短，次横最长，最后一横又比它上面一横长
些。组词训练：童话、儿童、童年。

言：发言、说话的意思。首横最长，中间两短横。

师：左边是一短竖和一撇右边是横下一个巾。组词：师父、
老师。

采：上面是爪字头，表示手，下面木表示树，手伸到树上表
示采摘的动作。第一笔为平撇，下面的三笔间隔要匀。

深：左右结构。右边上面不要写成穴宝盖儿。组词巩固：深
山、深海、深浅。

六、抄写生字(完成课后练习2)

一、复习生字

1.开火车读卡片(包括认识的字并用要求会的字口头组词。

2.读拼音填空(先独立完成再当堂订正)略

二、朗读、背诵课文

1.个别、集体等多形式朗读。

2.练习背诵。指导：诗从问了童子后，童子先后告诉他师父
采药，接着告诉诗人，师父就在这座山里，不过山高云深，
我不知他在何处。



3.指名背诵。集体背诵。

三、巩固练习

1.口头选词填空。

师父童子诗人

松下问童子，

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

云深不知处。

2.完成课后练习3。

3.填空，再读一读。

寻隐者不遇教案篇四

1．学会6个生字。认识5个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学会生字。朗读、背诵课文。

本课生字卡片，朗读课文录音带

2课时。

一、提示课题

1．认生字。课题上有4个字，读一读：



寻隐者遇

2．释题。这首诗的作者是唐代诗人贾岛。

寻：寻找，寻访。隐者：独居大山林里的人。遇：碰见，遇
上。

这首诗说的是诗人去访问隐者却没有遇见。

3．质疑：读了这个题目，你想知道什么？（引导学生围绕"
寻"思考。如，诗人为什么没遇上？有没有问问其他人？为什
么不在那等一会儿？）

二、自学课文

1．借助汉语拼音读课文。

2．画出本课要求学会和认识的生字，读一读。

3．看插图想想：图上画的是什么人，他们在干什么？

三、读诗句，认生字

1．检查课文朗读情况。注意读准平、翘舌音的字：松、采；
师、深。"只"是多音字，文中读zhi。

2．提问：（1）图上画的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完整
通顺地回答问题，相机识字：松、童。）

（2）图上谁是诗人，谁是童子？诗人要找的隐者是童子的什
么人？识字：师

（3）诗人找到了童子，怎么没遇上他师父呢？

相机识字：言采药深



（4）朗读课文。

四、指导朗读

引导学生椵想自己是诗人在松下遇上童子，体会向童子询问
时的心情，把这种心情读出来。教师先放录音，同学再练习
朗读。

松下／问／童子，（满怀期望）

言师／采药／去。（感到失望）

只在／此／山中，（又有了希望）

云深／不知／处。（无可奈何）

五、识字、写字指导

松：用学过的木字旁和熟字"公"记字形。组词：松树、放松。

童：上下结构。上面是"立"，下面是"里"。这个字横画多，
但长短不一。首横最短，次横最长，最后一横又比它上面一
横长些。组词训练：童话、儿童、童年。

言：发言、说话的意思。首横最长，中间两短横。

师：左边是一短竖和一撇右边是横下一个"巾"。组词：师父、
老师。

采：上面是爪字头，表示手，下面"木"表示树，手伸到树上
表示采摘的动作。第一笔为平撇，下面的三笔间隔要匀。

深：左右结构。右边上面不要写成穴宝盖儿。组词巩固：深
山、深海、深浅。



六、抄写生字（完成课后练习2）

一、复习生字

1．开火车读卡片（包括认识的字并用要求会的字口头组词。

2．读拼音填空（先独立完成再当堂订正）略

二、朗读、背诵课文

1．个别、集体等多形式朗读。

2．练习背诵。指导：诗从问了童子后，童子先后告诉他师父
采药，接着告诉诗人，师父就在这座山里，不过山高云深，
我不知他在何处。

3．指名背诵。集体背诵。

三、巩固练习

1．口头选词填空。

师父童子诗人

（）松下问童子，

（）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

（）云深不知处。

2．完成课后练习3。

3．填空，再读一读。,采药去。只在此山中。



寻隐者不遇教案篇五

1、学会6个生字。认识5个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学会生字。朗读、背诵课文。

本课生字卡片，朗读课文录音带

2课时。

1、认生字。课题上有4个字，读一读：

寻隐者遇

2、释题。这首诗的作者是唐代诗人贾岛。

寻：寻找，寻访。隐者：独居大山林里的人。遇：碰见，遇
上。

这首诗说的是诗人去访问隐者却没有遇见。

3、质疑：读了这个题目，你想知道什么？（引导学生围绕寻
思考。如，诗人为什么没遇上？有没有问问其他人？为什么
不在那等一会儿？）

1、借助汉语拼音读课文。

2、画出本课要求学会和认识的生字，读一读。

3、看插图想想：图上画的是什么人，他们在干什么？

1、检查课文朗读情况。注意读准平、翘舌音的字：松、采；
师、深。只是多音字，文中读zhi。



2、提问：

（1）图上画的.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完整通顺地
回答问题，相机识字：松、童。）

（2）图上谁是诗人，谁是童子？诗人要找的隐者是童子的什
么人？识字：师

（3）诗人找到了童子，怎么没遇上他师父呢？

相机识字：言采药深

（4）朗读课文。

引导学生椵想自己是诗人在松下遇上童子，体会向童子询问
时的心情，把这种心情读出来。教师先放录音，同学再练习
朗读。

松下／问／童子，（满怀期望）

言师／采药／去。（感到失望）

只在／此／山中，（又有了希望）

云深／不知／处。（无可奈何）

松：用学过的木字旁和熟字公记字形。组词：松树、放松。

童：上下结构。上面是立，下面是里。这个字横画多，但长
短不一。首横最短，次横最长，最后一横又比它上面一横长
些。组词训练：童话、儿童、童年。

言：发言、说话的意思。首横最长，中间两短横。

师：左边是一短竖和一撇右边是横下一个巾。组词：师父、



老师。

采：上面是爪字头，表示手，下面木表示树，手伸到树上表
示采摘的动作。第一笔为平撇，下面的三笔间隔要匀。

深：左右结构。右边上面不要写成穴宝盖儿。组词巩固：深
山、深海、深浅。

1、开火车读卡片（包括认识的字并用要求会的字口头组词。

2、读拼音填空（先独立完成再当堂订正）略

1、个别、集体等多形式朗读。

2、练习背诵。指导：诗从问了童子后，童子先后告诉他师父
采药，接着告诉诗人，师父就在这座山里，不过山高云深，
我不知他在何处。

3、指名背诵。集体背诵。

1、口头选词填空。

师父童子诗人

（）松下问童子，

（）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

（）云深不知处。

2、完成课后练习3。

3、填空，再读一读。



（）采药去。只在此山中。

寻隐者不遇教案篇六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背诵古诗。

2．学会本课生字，理解诗句中的词语，说说古诗的大概意思。

3．凭借语言文字，想象诗歌所描写的景象，体会诗人所表达
的思想感情，感受诗歌的语言美和内蕴美。

1．理解古诗内容，体会诗人所表达的思想。

2．通过思索、想象诗中所描写的环境、心情，并反复吟诵、
回味，理解诗人的言外之意、意外之情。

课时安排：

2课时

第一课时

寻隐者不遇

课时目标：基础性目标：

1．能背一首已学过的古诗。

2．能正确、流利地朗读。

3．初步理解古诗意思，会背诵古诗。

4．能正确书写诗中的生字，会默写《寻隐者不遇》这首诗。

5．能用自己的话说出诗的大意，感悟诗歌的韵味和内容，想



象诗歌中所描绘的情景。

6．激发热爱大自然的情感，培养想象力。

7．感悟诗人的心情以及对隐者形象的理解，有感情地朗读、
背诵《寻隐者不遇》。

一、背诗导入，解题范读。完成目标1、2

2．你能选择你最喜欢的一首为大家背背吗？

3．出示课题《寻隐者不遇》，请学生说说课题的意思。

4．教师范读这首诗，学生学读这首诗。

二、自学古诗，理解诗意。小组合作完成目标3

1．师：这首诗读来琅琅上口，而且简单易懂，老师相信同学
们自己就能读懂。现在请大家四人小组合作学习。

（学生小组合作学习，不懂的地方作上记号，可以自己思考，
可以互相讨论，也可以问老师。）

2．交流汇报学习所得。

（交流时可推派代表，可四人合作，也可以在此基础上提出
不同的见解）。

3、完成《补充习题》三

三、质疑问难，讨论释疑完成目标5、6、7

1．学生就刚才自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出疑问。

2．教师归纳有价值的问题。



（1）“云深不知处”中的“深”是什么意思。

（2）诗中的`隐者到底是何许人也？

3．组织学生讨论解决问题。

问题一：

（1）这里的“深”和“篱落疏疏一径深”的“深”意思一样
吗？

（2）一起看一段录像，说说你看到了什么？学生联系古诗加
以区别。

（学生观看《庐山的云雾》录像片段，说说自己看到了什么？
仔细看图，加以想象，试用一段话生动地描述所看到的画面，
从而直观、深刻地理解“深”的意思。）

问题二：

学生联系上下文想象隐者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可能是一位
才华横溢的文人雅士，可能是被贬官而隐居，也可能是厌恶
尘世间的浑浊，弃官归隐……）

（2）小结：一位世外高人的形象在大家恰如其分的想象描述
中隐隐约约地显现出来，这不正体现了诗人的良苦用心吗？
正因为所要塑造的人物是一位隐者，含蓄模糊的描写正好跟
隐者的身份相吻合，这实在比正面描写要高明得多。

四、感情朗读，细细体会。目标7

1．在整首诗中，诗人的情感有什么变化？同学们再读读，仔
细体会体会。（满怀希望—失望—燃起希望—彻底绝望）

2．指名学生配乐朗诵诗，适当评读。



3．教师小结：诗中情感一波三折，起伏有致，我们似乎也被
带入了当时的情境，随作者同喜同忧，衍生无限的猜测与遐
想。

4。悟诗情、背诵古诗

（1）读完全诗，你们觉得作者所抒发的感情是什么？请谈谈
理由。

（2）讨论交流。

隐者沉醉于山林之中，诗人对隐者充满了敬意，也洋溢着羡
慕之情。当然，由于“不遇”，多多少少有些怅然若失，但
观赏了山中美景，忘却了世俗的烦恼，心中更多的是兴奋、
开朗。

（3）有感情地朗读、背诵古诗。

五、多种形式，再现古诗。

1．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来重现这首诗呢？大家可以相互
合作，看哪一组最有创意。

2．组织学生展示富有创意的学习成果。

3．在学生展示时，教师与学生可作适当评价。

六、教师总结，拓展延伸。

1．总结：诗人这种认真作诗，锤词炼句的写作态度深深地打
动了我们。如果大家能把对诗人的欣赏转化成向诗人学习的
动力，我们写出的诗文一定不比诗人逊色！

2．课后我们可以再去读读贾岛的诗，比较一下你最喜欢他的
哪首诗。



七、作业设计

a类：

朗读、背诵、默写这首古诗。2。试着把这首古诗改写成一篇
记叙文。

b类：

1、2、完成《补充习题》四搜集贾岛的诗读一读。

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
深/不知处。贾岛

寻隐者不遇教案篇七

1、有表情的背诵古诗。

2、理解古诗的含义，学会松童药深4个生字。

有表情的背诵古诗

理解古诗的含义

一课时

一、读题、研题

1、寻？隐？遇？

2、想想题目的意思

3、引导质疑

二、研读课文



1、反复读

读准音，读通句。

2、哪些词不懂？

3、议：什么意思？

回到句中读读。

4、背背

三、探究问句

1、出示答句

2、想问句

3、分组汇报

4、对话

5、体会古诗用词的精炼：言、此、云深、处

四、书写指导

重点指导药、深

五、填诗，练字。

（ ）下问童子，

言师采（ ）去。

六、课外作业



给古诗题画

19、寻隐者不遇

松下问童子，

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

云深不知处。

寻隐者不遇教案篇八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背诵古诗，培养对古诗的兴趣。

2、联系上下文并结合插图理解词语和诗句的意思。

3、体会诗中描绘的情景，隐者的高洁品格以及诗人对隐者的
仰慕之情，感受诗歌的内蕴美。

有感情地朗读背诵古诗

体会诗中描绘的情景，隐者的高洁品格以及诗人对隐者的仰
慕之情。

一、导入激趣，揭示课题

1、讲贾岛《推敲》的故事

2、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贾岛写的一首古诗，齐读课题。

3、寻，寻访。“隐者”是什么样的人？（古代隐居山林的人，
一般都是有学问的贤士。）遇，遇到，碰到。谁能说说课题
的意思？。



4、你对贾岛还有哪些了解？

二、 初读古诗

读懂诗歌的大意。

2、点名读。

3、初读了古诗，你知道诗中涉及了哪些人物？

三、精读古诗

1、（出示插图）那么，图上画的这两个人是谁？（诗人和童
子）

2、诗人是在哪里碰到这个童子的？从诗中的哪个词可以看出
来。

“松下”指出了事情发生的地点，也是隐者的隐居之地。我
们知道松、竹、梅合称“岁寒三友”，古人写松树大多与表
现孤傲高洁的'品质有关，诗中是为了突出隐士远离尘俗的高
洁。

3、这个童子与隐者是什么关系？从哪可以看出来？

4、理解“云深”，“不知处”，说说诗意。

5、请同学们默读古诗，读着读着，你仿佛听到他们说什么？
请你试着填一填右边的方框。

6、你怎么知道贾岛这样问？

小结：通过童子的回答，能推测出贾岛在问什么。明明三番
问答，贾岛采用了以答含问的手法，把诗精简为二十字。可
见他在谋篇布局上的“推敲”。



7、体会《寻隐者不遇》一诗所描绘的情景，再写下来。

8、这首诗的成功，不仅在于简炼，还贵在善于抒情。 让我
们再细细品读这首诗，从中你还能读出诗人在问答中的情感
变化。（点名读）

满怀希望——失望——一线希望——再次失望）

10、有感情的朗诵古诗。

四、拓展延伸

1、贾岛的诗有像我们今天学习的这样很安静，置身世外寻访
隐者的诗，也有豪情万丈的诗。

2、教师相机出示诗

（剑客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

3、总结：贾岛作诗爱推敲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让我一起来
背一背《寻隐者不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