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每逢佳节倍思亲 每逢佳节倍思亲教
学设计(通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每逢佳节倍思亲篇一

《每逢佳节倍思亲》是苏教版小语国标本三年级上册的一篇
课文，它采用“文包诗”的形式，以叙述故事来再现《九月
九日忆山东兄弟》这首千古名诗的创作情景。“文包诗”是
苏教版教材的一个创举，诗中有文，文中藏诗，诗文浑然一
体，别具一格，是一种古诗教学的新课型。吕老师在教学中
从文与诗的融合上着眼，学文，以诗为线索，学诗，以文为
参照；引导学生层层剥茧般地展开了与文本的对话，将思维
的触角深入文本，融情感悟，了解诗歌写作的背景和缘由，
理解诗意，想象诗境，体悟诗情。

本课作为“发展性课堂教学”的研讨课，也从一定程度上体
现了研究的核心理念，即“教学要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主
动发展”。我们发现，刚开始上课时，学生是有些拘谨的，
但随后我们能却分明地感受到学生的状态越来越积极主动了，
学生的情感越来越真挚细腻的，学生的思维越发活跃开放了，
学生的发言更为精彩个性了，这和吕老师合理的教学设计、
巧妙的点拨引导是分不开的。本课主要有以下亮点：

一、以题入手，分层研读，诗文相融，感受诗境

二、联系生活，激活情感，展开想象，体验诗情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首诗重在抒情，所以引领学生真



正走进诗人的内心世界，让学生和诗人的情感息息相通，是
学生能动情诵读诗文，理解诗句含义的前提。吕老师在教学
中一方面用自己充沛的情感感染着学生，另一方面采用了联
系生活的方式，来激活学生的情感体验。为了引导学生入境
地体会人们登高游玩时的兴高采烈，吕老师就问学生：“你
有没有和家人一起登高的经历，你们会说些什么？做些什
么？”通过这样的提问一下子唤醒了学生的生活经验，让学
生自然而然地移情入境，读出了人们欢度重阳的快乐。帮助
学生体验诗情、走入诗人内心的另一个好方法就是引导他们
展开想象，让学生想得更远，悟得更深。为了使学生体会王
维的“思亲”之情，吕老师创设了几种特定的情境，她用低
沉深情的语调说：“王维15岁那年，离开家乡，独自去京城
长安考状元，直到21岁才考取功名，这么多年，每当吃饭时，
餐桌前只有一个人，王维心里怎么样？天凉了，抚摸着身上
的衣服，看着那又细有密的针脚，心里在想谁？生病了，如
果在家里，有父母兄弟无微不至的照顾，可是现在怎么
样？”通过这样的想象，学生对王维的思亲之情便有了更鲜
活形象的感受。

三、创设情境，动情诵诗，理解诗意，品味诗韵

四、拓展内涵，指导运用，以点带面，丰富积累

“每逢佳节倍思亲”如今已成了广为传诵的经典诗句了，
而“佳节”的内涵也不再局限于文中的“重阳节”了，吕老
师能关注这一点，拓展诗句的内涵，并创设了多种情境，指
导学生活学活用。中秋节，爸爸妈妈出差在外地，他们会吟
诵……春节，边防战士守卫边疆，不能回家，他们会吟
诵……元宵节，哥哥在外国读书，不能回家，他会深情地吟
道……（我想这里是否再开放些，老师创设了一两种情境后，
干脆让学生来创设合理的情境，用上这句名诗表达情感。）
这样的拓展内涵，指导运用，我想就体现了“发展性课堂教
学”的“延展性”。这一“延展性”还体现在吕老师能以点
带面，丰富学生的积累。当指导学生感受重阳节时大街上的



热闹后，吕老师请学生说说脑海中还想到了哪些词语可以形
容这样的画面？在通过学习《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感受到
王维的浓浓乡愁之后，吕老师又引导学生背诵了三句曾经学
过的同样表达诗人乡愁的诗句，并告诉学生在我国古代有不
少诗人借诗来抒发自己心中思乡情，要求学生课后搜集一下，
开一个“思乡诵诗会”。

其实，吕老师这堂课上的亮点还不止这些，比如出示一幅图，
标上东南西北，标上“长安”“蒲州”让学生形象地理
解“天各一方”的含义，课前利用读诗句猜季节，读诗句猜
节日的游戏把学生引入学诗读文的情境。

商榷之处：

1、展开想象也要考虑到学生的生活经验，一些超越学生经验
的想象有时会浪费时间，弄巧成拙。

2、拓展要适度，阅读教学的根本还在引导学生潜心会文，感
悟研读上，只有很好的立足文本，才能更好的超越文本。

3、教师的提问还可以相对减少些，问题的开放性还可以稍大
些，比如：学生读了家家户户欢度节日的句子后，吕老师问
的是：“你感受到了节日怎么样？”我觉得似乎问：“你感
受到了什么？”更好，这样学生可以感受到节日的热闹，也
可以感受到人们的快乐，感受到人们迫不及待地欢度节日的
激动心情，学生的感受将更有个性化，更加多元化。

每逢佳节倍思亲篇二

《每逢佳节倍思亲》采用“文包诗”的形式，以叙述故事来
再现《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首千古名诗的创作情景。我
在教学时注重了以下几点：

一、以题入手，诗文相融，感受诗境



从读题让学生突出特定时间“佳节”，接着联系学生生活经
验，说一说自己知道的我国传统佳节有哪些？说这些佳节里
人们风俗习惯，为理解“佳节”的热闹埋下伏笔。这样让学
生在与文本的对话中有自己独特的感受、体验与感悟，尊重
学生的个性化感受与体验。努力创设一种宽松和谐的教学氛
围，让学生在快乐中学习，在学习中感受到乐趣。其次，设
计第二板块——情景同现，读文悟情。先让学生紧抓重点句
段，体会长安人、诗人家乡过重阳节的热闹场面，紧扣“热
闹、兴高采烈、头插茱萸、欢聚”等词，学生说意思，换词
理解词义，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想象，并且设计了说话训练，
较好地又一次点拨学生用自己积累的重阳节习俗，体会重阳
节中人们那欢天喜地的心情，那家家户户团圆的美好气氛，
这样学生真正做到联系上下文，理解词句的意思，体会课文
中关键词句在表情达意方面的作用。这样“佳节”那美好的
氛围，舒畅的心情学生体验水到渠成了。

二、回归古诗，品悟诗情

教学第三板块话锋一转——“王维开心吗？”请学生边默读
边思考，从诗文中找答案：由刚才热闹的场景到现在的独思
有一个情感转换的空间，有沉思默想的空间。通过诵读诗句，
使学生能很快走入诗人孤独的内心之中，使得学生了解到诗
人每逢佳节倍思亲的缘由所在。在学生的情感已经到达这一
层面的时候，切入诗文“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
亲”，感情吟诵，学生切切实实地走“近”了王维，体现文
包诗的特点，诗文交融。此时诗人思亲、思乡之情跃入情怀。
这种对比、这种反差，更进一步让学生走进诗人内心，指名
让远离亲人的学生谈寂寞、孤独、思亲，第三次拨浓了诗人
思乡情怀。在比较、对照中进一步加深学生的深切体验。紧
紧扣住课题“每逢佳节倍思亲”，那日思夜想的思乡之情又
通过老师导说、配乐朗读、配乐吟诵，也使学生走进文本，
感受诗人之情达到高潮。

三、拓展延伸，突出诗文主旨



思乡之情乃是所有中华游子共同心声，通过拓展古诗，使学
生对王维的思乡情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再次对文题有了进
一步的感受，学生的情感再一次受到强烈的熏陶和感染。这
样通过由浅入深，由字、词、句梯次推进，诗文结合，引导
学生自由出入于古诗词与现代文两个不同的文化殿堂。

从研读教材到备课、上课，对一线老师来说都是一次历练。
通过这次活动，我意识到在教学上自己要走的路还很长，我
将找准方向，不断探索。

每逢佳节倍思亲篇三

这篇课文以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名句“每逢佳
节倍思亲”为题，一股浓浓的亲情溢于纸表。

文章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通过一个通俗易懂的故事，简
要介绍了《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首诗写作的背景和缘由。
唐朝诗人王维，15岁就离开家乡。两年之后的重阳节，看到
家家户户登高游玩、欢度节日的情景，王维思绪万千。提笔
写下了《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借以抒发对亲人的思念之
情。明白如话的语句，贴近生活的故事，拉近了学生与诗人
的距离，为学生理解诗句、感悟情境、体验情感，作好了铺
垫。第二部分则是王维真情流露而写下的《九月九日忆山东
兄弟》。

我在教学时，把课题“作业”的理念运用到教学中，先引导
学生理解第一部分的内容，说一说王维为什么会思念家乡的
亲人？王维在重阳佳节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让学生理
解那种浓浓的思念家乡亲人的思想感情。再让学生联想一下
王维还会想些什么？兄弟们还会说些什么？使学生更加深刻
地来理解思乡之情。在此基础上理解诗句的意思便水到渠成
了，让学生自己理解诗句也就不困难了。课后让学生搜集王
维的诗作，进行“古诗朗诵大赛”，拓展了学生的课外知识。



评课：

《每逢佳节倍思亲》是一篇文包诗的课文，通过一个故事的
形式来形象化地解释王维诗作《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便
于学生理解背诵古诗。教者的教学有以下几个特点：条理比
较清晰。

教者由课文入手，先让学生找出了王维思念故乡的原因，他
在重阳节那天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再让学生想一想王
维还会想些什么，兄弟们还会说些什么。再此基础上让学生
自己理解诗句的意思，一层扣一层，条理比较清晰。

抓准了关键词。

“思绪万千”一词在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概括了王维
客居他乡时的思乡之情，它也是王维写作《九月九日忆山东
兄弟》的触发点。教者及时抓住课文的这一关键词语，让学
生体会它在表情达意方面的作用，恰到好处。

但教者在激发学生的情感方面还欠缺了一点，学生还没有真
正深入到王维的内心中去，教者自己的语言还缺乏激情，没
能很好地带领学生走入课文，学生还没能真正体会文章的内
涵。另外，不应该把文和诗完全割裂开来，应该文中有诗，
诗中有文。

文档为doc格式

每逢佳节倍思亲篇四

这篇课文不仅呈现了王维的旷世之作《九月九日忆山东兄
弟》，而且通过一个故事的形式来形象地解释王维的这首诗，
融入了作者年少离乡，适逢重阳，遥想亲人的深深情思。文
章以脍炙人口的名句“每逢佳节倍思亲”为题，透出了浓浓
的思乡之情。



“每逢佳节倍思亲”可以说是《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首
诗的灵魂，在第一课时中，我先以题入手，提问学生：“大
家都知道我国有许多传统节日，你知道哪些传统节日吗？”
学生很快说出了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我国传统
的节日。同时让学生交流了重阳节等佳节的习俗。然后，我
说：“我们把一些让人高兴的好的节日称作‘佳节’”，抓住
“佳节”二字，唤起学生对过节时团聚、开心的心理体验。
当学生们谈得正开心时，过渡：“看来，大家在过节时都是
开开心心的，不过，唐朝有位诗人却在重阳佳节这天，道出
了这样的感叹：“每逢佳节倍思亲”。紧抓“倍”这个字的
理解为“加倍、更加”，初步感受王维无法和家人团聚的遗
憾以及对亲人深深的思念。这一环节的设计，目的是让学生
产生强烈的学习愿望，通过佳节的快乐与对亲人的思念之情
形成对比，使学生有隐约的情感体验，为学生更好地走进文
本打下基础。

对于中年级学生来说，字词的教学仍不容忽视，所以在第一
课时必须先把字词的教学解决掉。首先，我留给学生充分的
时间，根据自学要求进行自由朗读，初步学习字词，为读文
扫清障碍。其次，主要是检查学生自学的效果，通过多种形
式的练习，巩固生字的读音、认清生字的字形、理解生字的
字意，并且教给学生采用不同的方法理解生词。最后，变换
不同的形式让学生正确流利地读课文。这样很好地完成了学
习目标：学会生字，理解生词，读通课文。

《每逢佳节倍思亲》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每逢佳节倍思亲篇五

《每逢佳节倍思亲》采用“文包诗”的形式，以叙述故事来
再现《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首千古名诗的创作情景。教
学时注重了以下几点：

一、以题入手，诗文相融，感受诗境

“每逢佳节倍思亲”可以说是《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首
诗的灵魂，在本节课中，我先引导学生针对课题质疑，以课
题为线索，抓住课题中的关键词，来分层引导学生研读故事。
抓“佳节”二字，引导学生通过品读文中的有关词句，初步
了解重阳节的风俗习惯；抓“倍”这个字，引导学生从“王
维看着家家户户欢度重阳节的情景，更加思念家乡的亲人”
这句话，扣住“更加”一词，初步感受王维无法和家长团聚
的遗憾以及对亲人深深的思念。

二、联系生活，想象体验诗情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首诗重在抒情，所以引领学生真
正走进诗人的内心世界，让学生和诗人的情感息息相通，是
学生能动情诵读诗文，理解诗句含义的前提。在教学中，我
采用了联系生活的方式，来激活学生的情感体验。为了引导
学生入境地体会王维孤独在外的寂寞，我就问学生：“你有
没有和王维一样的经历？谈一谈你的感受”。通过这样的提
问能唤醒了学生的生活经验，让学生自然而然地移情入境，
读出了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帮助学生体验诗情、走
入诗人内心的另一个好方法就是引导他们展开想象，让学生



想得更远，悟得更深。为了使学生体会王维的“思亲”之情，
我还创设了几种特定的情境：如“王维独自一人在外面，可
能会遇到哪些困难呢？”再通过“两年来，每天挑灯夜读时，
只有一盏油灯与他相伴，王维在想什么？天凉了，他抚摸着
身上的衣服，看着那又细又密的针脚，王维在想什么？生病
了，可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王维又在想什么？”通过这样的
想象，学生对王维的思亲之情便有了更鲜活形象的感受。

《每逢佳节倍思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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