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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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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选点突破，局部赏析

1、写了哪些景物

2、景物有何特点

3、作者感受如何

4、运用何种手法

午后郊游图赏析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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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景物特点：色彩浓艳亮丽，对比鲜明。

3、作者感受：和煦温暖，生机盎然。

4、所用手法：工笔细描，浓墨重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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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两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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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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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村微雨图赏析

1、所写景物：小桥流水人家、孤村细雨烟树、乌蓬茅屋酒客。

2、景物特点：色彩素朴淡雅，意境朦胧悠远，诗中有画，画
中有诗。

3、作者感受：情调悠闲，胸襟洒脱，得失俱亡，宠辱不惊。

4、所用手法：淡笔素描，略加点染。

本幅画面的结尾引用唐五代诗人李涉的诗《井栏砂宿遇夜可
客》

暮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



他时不用逃名姓，如今世上半是君。

风高放火，月黑杀人，这似乎是“遇盗”的典型环境；而绿
林豪客也个个都是草莽英雄，杀人如麻。但是在潇潇暮雨笼
罩下一片静谧的江村，极富诗意，就连性格彪悍的绿林豪客，
此时也变得温文尔雅。深夜造访的“绿林豪客”与诗人谈论
诗词，颇为风雅。朦胧悠远的意境、极其浓郁的诗意荡
涤“绿林豪客”的心灵：原先的.暴躁不安，如今已变成平淡
冲和，这从一个侧面表现寒村微雨图迷人的魅力。

江南雪景图赏析

郁达夫先生在描绘本幅画面时，并没有从正面去刻画，巧妙
地化用了前人的诗句，借前人的诗句来表现江南雪景的意境。
而诗句往往简洁洗练，意象丰富，所以需要引导学生运用想
象对诗句进行稀释还原。在学生想象还原的基础上，笔者对
学生的想象进行了归纳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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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引前人诗句，以补散文没有说尽的余意、尚未抒发之情愫，
使文章在行文上跌宕多姿：时而使人沉浸在古典诗词点拨的
意绪中，时而又将人带进优美的画境里，取得了“以少少许
胜多多许”的艺术效果。

在此基础上，再引导学生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赏析：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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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景物特点：色彩浓淡相宜，对比强烈。

3、作者感受：淡雅高洁、优美宁静。

4、所用手法：写意传神，表现精髓。

四、想象作文，训练思维

指导学生阅读第9、10节，让学生找出写旱冬景色以及郁达夫
先生内心感受的语句，引导学生去想象郁先生在高爽的晴空
下，在洋溢的日光中去湖上散步的情境，要求学生既要写出
湖上的美丽风光，又要写出郁先生湖边散步的种种情态，以
训练培养学生的想象思维。

附学生情境作文片断两则：

一

高一（9）班焦文斌

三五人家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村落，村子傍着小河，
河上跨着一座小桥。天空湛蓝湛蓝的，漂浮着几朵白云，灿
烂的阳光照射下来，水面泛着金色的波光。河水清澈透明，
几只小鱼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河底青青的水草也历历可见。
偶尔有一两只乌蓬船滑过，鱼儿四处逃逸。待到船儿远去，
鱼儿有聚拢过来，仿佛什么事也不曾发生一般。但河面荡起
的层层涟漪表明着船儿来过。

郁达夫先生身着长衫，拄着手杖，在河堤之上信步徜徉，阳
光轻轻地抚摸着他，是那么地温柔，驱走了先生心中的阴霾，
使先生的心情也变得阳光起来。先生的脸上露出了难得一见
的微笑，脚步从容了许多，也悠闲了许多。

二



高一（9）班唐成龙

天空湛蓝，白云悠闲，阳光灿烂，温暖如春。微风徐徐吹来，
湖面荡起层层涟漪，鸭子湖面戏水，神态自由悠闲。几只乌
蓬小船驶过，留下一路g乃之声。岸边的芦苇随风起舞，芦花
在风中摇曳不定。乌桕树的红叶随风飘零，落在湖面上轻轻
荡漾。

作者邮箱：dhliuzhi@

[1]

《江南的冬景》教学设计..由本站会员分享，,转载请注明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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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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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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在浙江，在这里，春天草长莺飞，夏天烈日炎炎，
秋天橙黄橘绿，冬天大雪纷飞，连大诗人白居易也被这美丽
景致所吸引。下面，就让我来讲一讲白居易与江南的故事。

有一年的春天，白居易想起曾经在江南看到的风景，记忆中
的江南的风景仍旧那么美丽。那里有一条江，平静得就像一
面镜子，江水绿得就像被蓝草浸染过一样，鱼儿在水里自由



自在地游泳。江边有一些美丽的鲜花，它们红得比火还要鲜
艳，并且有黄莺鸟在鲜花周围歌唱。江边还有一些柳树在梳
头，江边倒映着它们的身影，美丽极了！远处，隐隐约约可
以看见一些小酒馆和茶楼，一片片黑色的瓦片和白色的围墙
构成了这幅美丽的画卷，并有一面旗子在半空中飘荡……白
居易还写下了《忆江南》这首古诗来赞美江南的美丽风景。

这就是美丽的江南风景，我可以带你去“淡妆浓抹总相宜”
的杭州西湖，巧夺天工的苏州园林和雨后朦胧的嘉兴南湖烟
雨楼；逛累了，我们可以在太湖边小憩一会儿，看看湖光美
色，尝尝湖鲜美味；晚上，我们还可以在上海黄浦江上欣赏
两岸灯火辉煌的万国建筑群。

美丽富饶的江南欢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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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

今天我说课的内容是：长春版小学语文二年级下册《忆江
南》，我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我的说课，（演示）教学分析
教学目标教学流程。

一、教材分析

《忆江南》是长春版小学语文二年级下册第二单元“春天来
了”中的诗词课，本单元以春天为主题，从春天的声音、美
丽的景色、春天的快乐等方面，让学生感受春天，欣赏春天。

这首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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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记忆中留下难忘的印象。学生通
过学习这首词能够感知江南春天的美，并且初步具备对古诗
词的欣赏能力。为以后学习古诗词，鉴赏诗词的意境美打下
夯实的基础。



二、学情分析

对于二年级学生来说，学生对诗词的理解能力也尚浅，不能
够从字理行间中自己理解诗句的意思，感悟诗的意境美。如
果光凭教师的一味讲解，形式比较枯燥，不能焕起学生对江
南美的向往，针对这一点，我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在课堂教
学当中，通过图片、视频、音乐把学生带进江南美丽的情境
当中，在多媒体创设的情境中，感悟词的词句美、韵律美、
意境美，对于学生较难掌握的生字“曾”，我也利用多媒体
手段帮助学生记忆字形，淡化识字难点。并以此字进行知识
扩展，使学生了解当时写作背景，为学生感悟诗的意境做好
铺垫。

基于以上几方面的分析，结合新课程理念，我分别从以下三
方面拟订了本节课的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学习《忆江南》一诗，认
识“谙”、“景”“胜”三个字，识记“忆”字，指导书
写“曾”字。

技能目标：有感情地朗读并背诵这首词，感悟诗意。

情感目标：体会诗人对江南春景的喜爱之情。

教学重难点：学习生字，感悟诗意，体会诗词的词句美、意
境美，激发学生对江南的喜爱之情。

为了达成教学目标，突破教学重、难点，我通过3个环节完成
教学过程

（一）欣赏图片，初步感知江南的美

我先播放flash动画，让学生欣赏江南的风景图片，因为生活
在北方的孩子没有去过江南，不了解那里的景色，所以我利



用多媒体课件把学生带进了美丽的江南之中，从小桥流水人
家、江边绿树红花，感受江南水乡独有的特点，为感悟江南
的美作好铺垫。然后让学生先自己朗读诗词，读准生字的读
音并初步感知这首词所写的内容。

（二）巧学生字，感悟词的词句美

在学生对诗词有了大致的了解之后，我通过读诗句，学生字，
感悟诗句意境等形式进行逐句教学，对于本课字形较难记
的“曾”字，我采用多媒体手段进行辅助教学，在字形的记
忆上，我设计了识字小儿歌，先让学生掌握了字的结构，再
通过课件演示字的笔顺，使学生对这个字的书写顺序记忆非
常深刻，另外，学生理解了它在诗句中的意思是“曾经”之
后，我播放了白居易曾经在江南修筑白堤的录像片，此环节
的设计意在使学生了解到当时白居易当时在那里做官时为百
姓做了许多好事，并与那里的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所以白
居易写这首词不仅是想念那里的景，更想念那里的人，学生
了解了诗人的写作背景后，能学生更好地感悟词的意境。

接着学习文中的重点词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
蓝”，我这句的教学中我采用以读促讲，图文结合的方法，
先让学生自己读，然后借助多媒体课件打出图片，看图读，
再通过两组对比图片对比读，通过对比鲜明的图片不仅从颜
色上给人强烈视觉冲击，还从中感受到江南春天的.生机勃勃，
再引导学生在诗句中找到“红”、“绿”两个字恰当地写出
了江南春天独特的美，感受诗人用词持准确性，而学生也在
理解的逐步深入，朗读水平也逐渐提高。教师要做出适当的
评价，我对于朗读好的学生给予表扬，对于朗读一般的学生
给予鼓励，培养他们的朗读兴趣，逐步提高朗读能力。

（四）听音品析，感悟词的意境美

二年级的学生对读词的节奏掌握不够准确，在这一环节我设
计了配乐朗读，培养学生的韵律美。之后，我播放了歌曲



《忆江南》，使学生一下子就明白了词的一个特点就是当词
可以吟唱的特点，通过多媒体的设计打破了课堂中原有的那
种只凭借教师的一味讲解，而学生却听的茫茫然，不知所措
的局面。解决了传统教学中不能解决的问题。而且还使学生
从优美的旋律和美丽的画面，再次感受江南那如痴如醉的美
景，产生共鸣，唤起学生对江南绚丽春色的向往，也想亲自
去畅游一番，突破了教学难点。

在讲完本首词之后，我出示了几张景色的图片，引导学生先
出示自己的感受，根据感受自己试着写诗句，虽然学生写出
来的诗句很稚嫩，有的甚至也谈不上是诗句，但是学生对学
习古诗的兴趣浓了，为今后学习古诗词和鉴赏诗词的打下了
夯实的基础。

三、教学反思

1、通过语文教学运用多媒体课件的尝试，有助于帮助学生从
多个角度感受词的意境美，而且当看到图片时有自己的感受。

2、在应用时还要注意恰当，课堂上不能完全依赖信息技术手
段，而忽略了语文教学的基础性，工具性。要合理地运用信
息技术手段，在它的辅助下高质高效地完成语文任务。

以上就是我的说课内容，谢谢大家。

江南说课稿部编版篇五

《忆江南》的内容是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四年级下册第一单
元的一首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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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江南》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作
品。作者以如画之笔描绘出一幅江南春景图，在人们记忆中
留下难忘的印象。那如火如荼的春花，澄碧温莹的春水，不
但唤起人们对江南湖光山色的向往，更引起各人对故国国土
和优美事物的无穷热爱。同时，“词”这种题材在小学课本



中是初次出现，选编这首词，意在使学生对词这种文体有一
个简单的了解，开端感觉词的语言美、韵律美，开辟学生的
视野，感觉故国江山的优美。教学初志：中国事一个诗的国
家，历经千百年而传诵至今的古代诗歌更是国之宝贝。小学
语文课本中共有四十首古诗必要学生学习、掌握，新大纲也
提出每学年背诵良好诗文不得少于二十篇。由此可见，使孩
子们潜移默化的迷恋于此中从而熏陶孩子们的情操是很紧张
的。同时我力图通过本节课的教学表现《语文课程尺度》的
四个根本理念即：一是造就学生的语文素养；二是发掘语文
教育的人文内在；三是提倡自主、互助、探究的学习方法；
四是设置装备部署开放而有活力的语文课程。

依据单元目的、学生的认知程度、新课标要求及词的特点，
我把本课的教学目简直定为：

1、开端了解词这种文学文体。

2、能准确、流畅、有情感地朗读并背诵这首词。

3、明白词的意思，想象词所刻画的画面，领会词中表达的情
绪。

4、造就学生具有开端观赏本领和富厚的想象力，引发热爱古
诗词的情绪。

本课的教学重难点确定为：

1、凭据词所刻画的风景，想像画面，领会词中表达的情绪。

2、有情感地朗读。在读中悟情、在读中生情、在读中赏文。

二、说学情

四年级的学生已经有三年多的学习履历，已经积聚了肯定的



诗词，对付学习古诗也有了肯定的方法。因此，对本课的教
学，老师让“读”始终贯串着整个教学过程。在读中感觉古
诗词柔美精深的语言笔墨的和富厚的人文内在；在读中引领
学生入情入境；在读中有所感悟和思索；在读中受到情绪熏
陶得到头脑启示。

三、说教法和学法

古诗词是我国文学艺术中的瑰宝，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
古诗词教学应让学生在语言的感悟和情感的熏陶中提高欣赏
品味和审美情趣，引领学生走进这民族独特的文化，从而热
爱古诗词。为体现新课程标准以“以读为本”的理念，本节
课我让“读”始终贯穿着整个教学过程。在读中感受古诗词
优美精湛的语言文字的和丰富的人文内涵；在读中引领学生
入情入境；在读中有所感悟和思考；在读中受到情感熏陶获
得思想启迪。

1．示范读，激趣。

通过范读，引领学生懂得怎样读书，教会学生读书的方法，
在潜移默化中训练学生“听”的能力，起到“润物细无声”
的效果，激发学生读书的欲望。如在开头以一首古诗和教师
声情并茂的朗读，将使学生在心中荡漾起一种淡淡的愉悦之
情，把学生带入一种对江南的向往之中，进而有一种渴望要
了解这首词的心情，达成“未成曲调先有情”。

2．品味读，悟情。

古诗词的语言精练，文字精美，短短的几十个字蕴含着丰富
的思想、情感内涵。因此古诗词教学要注重品词品句，在品
词品句中感悟语言、熏陶感情。语言的感悟就是要培养语感，
感悟到语言的精妙之处，语言的表达效果，语言的感情色彩。
语言的感悟是“读”出来的，情感的熏陶也是“读”出来的。
在本节课中，我着重通过品味语言、想象情境、体会人物心



情来引导学生读出味道，读出情感。在读中悟情、在读中生
情、在读中赏文，每读一次都是一次不同的情感体验。

3．想象读，入境。

诗重情感，诗重想象，没有情感就没有艺术，没有想象就没
有审美。古诗词教学要让学生在读中显现画面，在读中想象
意境。如、围绕“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配乐朗
读引导学生睁开想象。你好像看到了什么？眼前目今出现了
什么样的画面？读着这柔美的诗句，学生的情绪就悠然而生。
再通过睁开想象，把好像看到的、听到的情境、感觉，用自
己的诵读转达出来，从而化语言笔墨的标记为鲜活的画面，
鲜活的意境。

本首词语言简练，笔墨精致，短短的27个字蕴含着富厚的头
脑情绪内在。凭据本课内容特点，学习目的，学情等，着眼
学生生长，提倡“自主、互助、探究”的学习方法，注意引
导学生读中想象，想象入境，想象悟情，想象促读，学生在
重复诵读中，感觉柔美精深的语言笔墨，受到情绪的熏陶。
使学生学会品读语言、诵读情绪、美读意境，进步欣赏古诗
词的咀嚼和审美情趣。

四、说教学过程。

第一板块：赏歌导入新课

语文教材中古诗都是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名篇，要发展学生
的语文综合素养，可以利用多媒体等辅助教学手段，创设情
境，使学生如临其境，激活学生自主学习，玩味其中因此我
课前安排学生欣赏《忆江南》歌曲，并简介江南，播放江南
春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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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板块：读出词中美景

［一］读通词句感受节奏美。

1、初读诗词，说一说这首诗与我们以前学的古诗有什么不一
样？

3、再读诗词，读准字音。初读时，要求学生读准字音，读连
贯，读流利。在这一阶段，主要是帮助学生扫清语言上得障
碍，关键的地方要反复地读。在反复的读中整体感知，在读
中有所感悟，在读中培养语感，在读中受到美的感染与熏陶。

4、教师指导读好“日出江花红胜火”和“春来江水绿如蓝”
句子中间的停顿。

小学语文的古诗，语言十分简洁、精美，这也是古诗最大的
特点之一。语言美首先是指语言的音乐美，均匀和谐的节奏
美，以及古诗语言的精炼美，凝练美。

如何引导学生感受和理解古诗的语言美呢?有人说：“熟读唐
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可见，诵读是最能表现语言
美的`有效手段之一，也是提高古诗教学有效性的关键。因此，
我在古诗教学中总是把朗读作为一根主线贯穿始终。鼓励学
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诗句“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读是
理解、体悟、情感升华的基础，这一环节很重要，需要时间
长，老师要巡视指导、点拨，不可浅尝辄止，浮光掠影。以
读为主，读中理解，读中感悟。

［二］品读词句感受风景美



1、引导学生弄清“忆”是什么意思？（回想、缅怀）墨客忆
的是江南的什么呢？

(3)男女生互助读。在明白内容阶段，只有让学生重复吟读，
互助读、比拟读细致咀嚼，才气让学生确当代生活、情绪、
理念与古代人的生活、情绪、理念相融合，并得以升华，与
作品的意境和作者的体验孕育发生共鸣，进而得到美的享受。

2、云云风景，作者是听别人说的呢？照旧自己亲眼看到的呢？
你从哪儿知道的？明白“旧曾谙”的意思。

3、读着“江南好”三个字，引导学生去回想以往学过的关于
写江南的诗句。

4、学生齐读一、二句。

第三板块：体悟景中蜜意

1、引导学生赏析反问句“能不忆江南?”。并引导学生在想
象中入境，在想象中悟情，在想象中朗读，并使学生在重复
朗读中咀嚼语言，想象情境，领会人物心情，进而引导学生
读出味道，读出情绪。末了，以反问句为归宿点，引导学生
领会浓浓的缅怀之情。

2、墨客忆的仅仅是江南的景吗？

此时老师出示资料，学生在相识墨客的配景资料之后，信赖
肯定能对这首词会有更深的领会。墨客忆的不但是江南景，
另有江南人、江南情。在重复频频的情感回读中，那份情将
更深，那份意将更浓。

3、江南景致奇丽迷人，江南人民情深意重，这叫墨客又怎能
忘记？在明白了墨客表达的头脑情感的底子上再次引导学生
齐诵本诗。



第四板块课外拓展赏词

保举学生在课外读一读白居易的《忆江南》另两首诗，加强
学生的课外积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