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江雪说课视频 江雪教学设计(汇总8
篇)

保护地球绿色家园，从我做起。环保宣传语要善于利用情感
因素，让人们从内心产生保护环境的欲望。美丽地球靠大家，
保护环境从我做起，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江雪说课视频篇一

1 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背诵古诗《江雪》。

2 学会生字“孤”。理解诗句的主要意思。

3 抓住诗中关键字词，体会古诗所描绘的景色及表达的思想
感情。

教学重点：引导学生正确理解诗中字词的意思。

教学难点：体会诗所描绘景色及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教学方法：读诗想画面，入境悟情感。

1、谈话激趣：

同学们，这两天我们刚刚经历了20xx年的第一场雪，下雪了，
你都干了点什么？

看来雪给大家带来了无限的快乐。

可是，有一个人，他和大家做的事一点儿也不一样，他呀，
顶风冒雪独自一人在江上钓鱼。他是谁呢？他是一首诗的主
人公，这首诗叫《江雪》。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古
诗——《江雪》。



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以前我们也学过许多古诗，谁来说一说学一首古诗都要学些
什么？

2、目标呈现：

（1 ） 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背诵《江雪》。

（2 ） 学会生字“孤”。理解诗句的主要意思。

（3 ） 抓住诗中关键字词，体会古诗所描绘的景色及表达的
思想感情。

3、预期效果：

老师相信大家一定能完成完成这些目标。有信心吗？

任务一：正确、流利地朗读这首古诗。

任务呈现：请大家翻开课本。可能有一部分同学已经接触过
这首诗。会读的同学想一想怎样读得更好；不会读的试着把
它读正确、读流利。

民主学习：学生自由读诗。

展示交流：

1、 指名分句读诗，适时纠正。

2、 指名领读整首诗。

3、 同桌互读检查。

任务二、想象画面，适时理解重点字词和诗意。



任务呈现：

古人说：“诗中有画”，你能把《江雪》想象成一副画吗？
试着想一想，说一说。

展示交流：

1、指名说想象到的画面，并说清这样想的理由。适时指导理
解：千山、万径、绝、灭、蓑笠翁。其他同学认真听，等他
说完，你来说说他哪些地方说得好。不好的地方，你来说得
更好一些。

2、听了画面描述，你觉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环境？板书：寒
冷凄凉。

任务三、体会诗人的感情。

民主学习：学生轻声朗读、思考以上问题。

展示交流

1、（这个老翁很孤独。

这个老翁很勇敢，这么冷的天还坚持钓鱼。

我体会到一种悲凉的气氛。）

把四句诗当中的第一个字连起来读读看，你们有没有新的发
现？——千万孤独，渔翁可不是一般的孤独，是“千万孤
独”啊！板书：孤独寂寞，学习生字“孤”。

谁能把渔翁的孤独寂寞读出来。（朗读指导）

2、面对这样的画面，你有什么疑问？



（这么冷的天，那个老翁为什么还在江上钓鱼？

难道他不怕冷吗？ ）

请大家大胆地设想一下原因，也可以与同桌讨论一下。

（1、捕鱼为生）

（2、独享清静）

（3、排解忧伤）

（4、喜爱钓鱼）

（5、心中孤单）

了解诗人的生平和时代背景对理解古诗是很有用的。那就让
我们看一看柳宗元的简介。

课件出示资料一：柳宗元生平简介。“

现在你比较赞同哪一种理解？或者有什么新的看法。

小结：这首诗是他当时所处的寒冷凄凉的环境的真实写照，
是他孤独寂寞的心情的自然流露。

那么，面对寒冷，他畏惧了吗？面对残酷的现实他退缩了吗？
看资料二。

从他身上，你体会到了什么精神？（身处逆境而顽强不屈）

现在你就是孤傲的柳宗元，你能把自己的心情通过朗读表现
出来吗？

练习有感情地配乐朗诵。



练习背诵。

4、小结：刚才我们通过朗读，结合插图，特别是借助诗人的
简介充分地理解了这首诗。

1。请你把这首诗背给同桌听。

2。《江雪》的作者是（ ）朝诗人（ ）。前两句让我们感受到
（

），后两句则体现了诗人（ ）的情调。诗中迎风抗雪

、孤舟独钓的渔翁形象，正是诗人（ ）的人格化身。

3、课外延伸：拓展学习《题秋江独钓图》，激发学习古诗的
兴趣。

题秋江独钓图

[清] 王士祯

一蓑一笠一扁舟，

一丈丝纶一寸钩。

一曲高歌一壶酒，

一人独钓一江秋。

这一首诗与《江雪》有什么相同点，又有什么不同？

小结：这两首诗虽然描写的都是在钓鱼的景象，但是心境不
同：一个是借钓鱼表现高傲的骨气；一个是借钓鱼欣赏优美
的秋景，这真是各有所得。



同学们，古诗是我国古代文化中的一座宝库。一首好诗，就
蕴含着一种心情，一个故事，甚至是一段历史，让人回味无
穷。希望同学们注意积累，相信大家会受益匪浅。

板书设计

环境——寒冷凄凉

心情——孤独寂寞

精神——顽强不屈

江雪说课视频篇二

一、教学目标：

1、读懂古诗《江雪》，并能用自己的话语来说说这首古诗的
意思。

2、理解部分词语的意思。

3、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何诗中所描绘的景色。

二、教学过程

（一）、课前准备：营造爱诗的氛围。

1  赛诗

2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所以喜欢唐诗的人，往往能够从
画中感受到诗歌里面流淌尚着的情感，那么今天在这里，我
想和同学们，再一起走进一首诗。

ppt1：看诗人画像



（二）、整体感受：勾勒寒江独钓的轮廓。

1、过渡：请大家翻开课本。自由读诗，把字音读准，把诗句
读通。

2、ppt2：布置学生自由读诗。

3、谁来读一读、试一试？

指导：“径”不读第一声，应该是第四声。

理解：“径” 和“万径”的意思。

指点：夸张是古诗常用的一种方法。这一首诗中还有哪些地
方也用了这样的手法？

理解：“千山”、 “蓑”和“笠” 的意思。

5、我们一起来把整一首诗读一读。读出它的节奏，读出它的
韵味。

（三）、试讲诗意：感受寒江独钓的氛围

1、ppt3：欣赏朗读，想象画面。

2、交流：你仿佛看到了什么画面？

3、引导：刚才我们通过自己的想象其实已经了解这首诗的意
思了。现在请同学们看着这首画面，把整首诗的意思说出来。
试试看。

(四)、意境探寻：体会寒江独钓的孤傲

1、过渡：同学们，诗是充满着诗情画意的。我们读懂了画，
还要感悟到这首诗的情。下面请你听老师来朗诵。你在听的



时候，心里对这首诗，有什么感受。

ppt4：欣赏朗读，感受意境

2、你的心中有什么样的感觉？从哪些地方，可以感受到“寒冷
“？

板书：寒冷

着重体会：绝  灭

4、还有什么样的感觉？从哪里可以体会出来？

板书： 孤单

着重体会：孤舟   独钓

5、在这样的冰天雪地里，为什么蓑笠翁坚持独自垂钓呢？让
我们走进诗人的经历，走进诗人的内心世界。

ppt5：了解柳宗元的经历

6、指名朗读：读出孤单

配乐朗读

7、面对政治上的暴风雪，柳宗元屈服了吗？诗中哪些句子暗
示了我们？

板书：不屈

8、朗读：读出不屈

9、总结三次背诗：寒冷   孤独    不屈



(五)、课外延伸：拓展学习《题秋江独钓图》

2、ppt6：题秋江独钓图

[清] 王士祯

一蓑一笠一扁舟，

一丈丝纶一寸钩。

一曲高歌一壶酒，

一人独钓一江秋。

3、 学生自由读

6、那么，这一首诗与《江雪》有什么相同点，又有什么不同？

7、小结：地点相同、人物相同、事件也相同，但是时间不一
样、景色也不一样。心情更不一样，一个是苦闷的，一个怡
然自得的。

(六)、总结

这节课我们通过自己读书，自己想像，自己感受学会了这两
首诗，了解了一首诗有一首诗的意境，一个人有一个人不同
的心境，我希望同学们在课外的时候多收集一些古代的诗歌，
运用同样的方法去读，收获肯定不少！

板书设计：      江雪

寒冷    孤独     不屈



江雪说课视频篇三

教学目标：

1、读懂古诗《江雪》，并能用自己的话语来说说这首古诗的
意思。

2、理解部分词语的意思。

3、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何诗中所描绘的景色。

教学过程：

一、理解课题，认识作者。

江雪：江上的雪。柳宗元（唐代）学生补充作者的简介。

二、解释词语，说说诗意。

1、千山：周围的群山。绝：断绝

诗意：许多山岭看不到一只飞鸟。

2、万径：数量很多的道路。踪：脚印。灭：消灭，消失（没
有了）

诗意：条条道路上都不见人走动留下的脚印。

3、孤舟：孤单单的一条小船。蓑笠翁：身披蓑衣，头戴斗笠
的老翁。

诗意：孤单单的小船上，有个身披蓑衣，头戴斗笠的老渔翁。

4、山：寒冷江面上。



诗意：独自一人冒着满天飞雪在寒冷的江面上钓鱼。

四、说古诗，读古诗，背古诗。

五、联系实际，发挥想象

六、整首古诗给人一种什么感觉？

学生交流（凄冷、孤傲）

七、学生质疑：解决问题

八、感情朗读，体会诗境

九、作业

江雪说课视频篇四

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背诵古诗《江雪》。

2、学会生字“孤”。理解诗句的主要意思。

3、抓住诗中关键字词，体会古诗所描绘的景色及表达的思想
感情。

教学重点：引导学生正确理解诗中字词的意思。

教学难点：体会诗所描绘景色及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教学方法：

读诗想画面，入境悟情感。



教程过程：

一、激情导课

1、谈话激趣

同学们，这两天我们刚刚经历了20xx年的第一场雪，下雪了，
你都干了点什么？

看来雪给大家带来了无限的快乐。

可是，有一个人，他和大家做的事一点儿也不一样，他呀，
顶风冒雪独自一人在江上钓鱼。他是谁呢？他是一首诗的主
人公，这首诗叫《江雪》。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古
诗——《江雪》。

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以前我们也学过许多古诗，谁来说一说学一首古诗都要学些
什么？

2、目标呈现

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背诵《江雪》。

学会生字“孤”。理解诗句的主要意思。

抓住诗中关键字词，体会古诗所描绘的景色及表达的思想感
情。

3、预期效果

老师相信大家一定能完成完成这些目标。有信心吗？

二、民主导学。



任务一：正确、流利地朗读这首古诗。

任务呈现：请大家翻开课本。可能有一部分同学已经接触过
这首诗。会读的同学想一想怎样读得更好；不会读的试着把
它读正确、读流利。

民主学习：学生自由读诗。

展示交流：

1、指名分句读诗，适时纠正。

2、指名领读整首诗。

3、同桌互读检查。

任务二、想象画面，适时理解重点字词和诗意。

任务呈现：

古人说：“诗中有画”，你能把《江雪》想象成一副画吗？
试着想一想，说一说。

展示交流：

1、指名说想象到的画面，并说清这样想的理由。适时指导理
解：千山、万径、绝、灭、蓑笠翁。其他同学认真听，等他
说完，你来说说他哪些地方说得好。不好的地方，你来说得
更好一些。

2、听了画面描述，你觉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环境？板书：寒
冷凄凉。

任务三、体会诗人的感情。



民主学习：学生轻声朗读、思考以上问题。

展示交流

1、这个老翁很孤独。这个老翁很勇敢，这么冷的天还坚持钓
鱼。我体会到一种悲凉的气氛。）

把四句诗当中的第一个字连起来读读看，你们有没有新的发
现？——千万孤独，渔翁可不是一般的孤独，是“千万孤
独”啊！板书：孤独寂寞，学习生字“孤”。

谁能把渔翁的孤独寂寞读出来。（朗读指导）

请大家大胆地设想一下原因，也可以与同桌讨论一下。

1、捕鱼为生

2、独享清静

3、排解忧伤

4、喜爱钓鱼

5、心中孤单

了解诗人的生平和时代背景对理解古诗是很有用的。那就让
我们看一看柳宗元的简介。

课件出示资料一：柳宗元生平简介。“

现在你比较赞同哪一种理解？或者有什么新的看法。

小结：这首诗是他当时所处的寒冷凄凉的环境的真实写照，
是他孤独寂寞的心情的自然流露。



那么，面对寒冷，他畏惧了吗？面对残酷的现实他退缩了吗？
看资料二。

从他身上，你体会到了什么精神？（身处逆境而顽强不屈）

现在你就是孤傲的柳宗元，你能把自己的心情通过朗读表现
出来吗？

练习有感情地配乐朗诵。

练习背诵。

4、小结：刚才我们通过朗读，结合插图，特别是借助诗人的
简介充分地理解了这首诗。

三、检测导结

1.请你把这首诗背给同桌听。

2.《江雪》的作者是（ ）朝诗人（ ）。前两句让我们感受到
（ ），后两句则体现了诗人（ ）的情调。诗中迎风抗雪、
孤舟独钓的渔翁形象，正是诗人（ ）的人格化身。

3、课外延伸：拓展学习《题秋江独钓图》，激发学习古诗的
兴趣。

题秋江独钓图

[清] 王士祯

一蓑一笠一扁舟，

一丈丝纶一寸钩。

一曲高歌一壶酒，



一人独钓一江秋。

这一首诗与《江雪》有什么相同点，又有什么不同？

小结：这两首诗虽然描写的都是在钓鱼的景象，但是心境不
同：一个是借钓鱼表现高傲的骨气；一个是借钓鱼欣赏优美
的秋景，这真是各有所得。

同学们，古诗是我国古代文化中的一座宝库。一首好诗，就
蕴含着一种心情，一个故事，甚至是一段历史，让人回味无
穷。希望同学们注意积累，相信大家会受益匪浅。

板书设计：

环境——寒冷凄凉

心情——孤独寂寞

精神——顽强不屈

江雪说课视频篇五

河南省长葛市第一小学 岳彩花

教学目标

1.学习本课生字词，逐句理解诗句的意思，体会古诗所描绘
的景色及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2.学会学习古诗的方法。

3.会朗读、背诵这首诗。

教学重、难点



1.引导学生正确理解诗中字词的意思。体会诗的意境及作者
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2.学习古诗的方法步骤。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二、初读课文，正音辨字。

1.学生轻声自由读全诗，再指名读，齐读全诗。

2.出示投影片(1)。(辨析字形：蓑笠　钓鱼　孤独)

让学生举例加点字与何字相似。(衰钩狐)

三、学生析题，教师简介作者。

1.《江雪》是什么意思?看到这个题目，你认为这首诗该写什
么内容?

2.这首诗的作者是唐代大诗人柳宗元，这是他被贬官之后所
写的一封来信。他对江上雪景的描绘是不是和我们谈的一致
呢?下面我们就学习这首诗。

四、精读，理解诗句。

出示诗句卡片(千、张)边贴边读。(领读——自由读)

1.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1)学生齐读此句，逐句理解，试译全句，可自学可讨论。

(2)检查自学效果，学生订正补充。



指名意译此句的前半句。

径是什么意思? 你是从何处知道这个字的意思的?万字是否就
是一万呢?

人踪什么意思? 灭什么意思?查字典选义项(消灭、熄灭、消
失)。

指名意译此句的后半句。

(3)让学生思考品味：该句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什么样的画面?

(冷清、寂静、凄凉的画面，)

让学生读、思、议，教师启发学生想象品味。

(4)指导朗读。(由画面、感情启发到语气、语速、停顿、重
音)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5)过渡到第二句。

（第一范文 友情提醒：查找本课更多资料，请在站内搜索关
键字：江雪）

此文转载

大自然中可以作为描写对象的景物有千千万万，作者只是抓
住了两个典型的环境进行描写(千山、万径)，因为山林是平
日鸟儿聚集的地方，小路是平日行人最多的地方。然而，现
在连山林中都没飞鸟，连路上都没有行人，你说这天气怎么
样?这样的天气环境给人一种寂静、冷清的感觉。在这样的环
境中，有没有人呢?请自学第二句。先逐字理解，再理解整句
意思。(生自学)



(6)⑥检查自学效果。

学生齐读此句，逐一提问对以下宇词的理解。

孤、舟、翁、独。学生如果回答正确，则追向其理解的思路，
启发其他学生知识的迁移。

难点理解：钓寒江雪是什么意思?有人钓雪么?从而让学生理
解雪置于句尾原因；a.为了押韵，b.突出环境恶劣，c.点题。

(7)指名意译第二句，学生互相纠正补充，教师最后总结。

(8)学生思考、讨论、回答；第二句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怎样的
画面?

(老翁孤舟独钓的图景)

(9)指导朗读。(除语气、语速、停顿、重音外，寒字的颤音
要读出来，以符合其凄凉、冷落的感情，师示范)

孤舟/蓑笠/翁，独钓/塞江/雪。

再让学生反复朗读全诗，以体会感情。

五、品读，体会诗句深意。

1.启发学生再次品读想象这首诗的第一句所描绘的画面，给
人一种什么样的感受。(由人鸟绝迹可以想象环境的寂静，给
人的感受是清冷、凄凉)启发学生再晶读咀嚼第二句诗，在人
鸟绝迹的环境中，在雪花纷飞的寒冷江面上，一个孤独的老
人独自垂钓的画面，又给人以怎样的感受呢?表达了作者怎样
的思想感情?你觉得这位老人有着怎样的精神品质?(让学生读、
思、议、发言)



其间可启发学生求异思维：(1)在寂静清冷的环境中独自垂钓
可见其孤独寂寞的思想感情。(2)在这样寒冷、静寂的大江上
却能独自垂钓，也可以看出这位老人坚强不屈的性格，透出
丝丝生气。诗言志，这也是作者的心境，作者的自喻。

2.配乐范读，生闭目想象画面，再次体会诗的意境。

3.出示幻灯片(2)(本诗画面)。生口述画面内容，意译全
诗(语言训练)。再指导背诵，默写全诗。

六、总结学法。

让学生回忆后回答学习《江雪》的过程，再出示幻灯片(3)：

a. 解题，了解作者。

b.朗读，弄准字音。

c.讲析，试述句意。

d.晶读，体会诗境。

e.赏读，背默全诗。

七、运用学法，自学《静夜思》。(注：1994年小语课本中此
诗未入选)。

1.出示《静夜思》。

2.自学。

3.检查自学效果。

(1) 题意?作者?



(2)明月光?疑?举头?思?故乡?

(3) 解诗句，悟诗情；

(4) 放《静夜思》配乐朗读，配曲录音。

4.指名朗读与背诵。

八、默写《江雪》一诗。

[教案述评]

河南省长葛市教委教研室陈景尧

岳彩花老师是河南省长葛市第一小学的青年教师。以上《江
雪》一课的教案是她在1994年许昌市优化课堂教学研讨会上，
参加优质课评比时的教案，她荣获了许昌市优质课评选一等
奖。

岳彩花老师的这节教案有如下两个特点。

一、教案体现了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以训练为主
线的三为主原则。教案中可见每个教学步骤都是教师如何指
导学生学习的过程，即体现了训练过程。教案是训练学生未
知能力的计划，而不是让学生应该知道的答案汇编。例如：
让学生自找生字的相似字，自己解题，自己读诗，自己逐字
理解，自己意译诗句，自己体会诗的意境。教师的职责仅仅
在于指导先学什么，后学什么，如何学，怎样启发点拨。学
生回答问题，教师既注意答案的正确与否，更注意答案得来
的思维过程。如径字是啥意思?你是怎么知道的?学生如能理
解抓、舟等字，则追问其理解思路，以启发其他学生的知识
迁移能力。在训练朗读能力上，教案设计具体扎实，可学可
练。在体会全诗深意上，又启发求异思维，开发学生智力。
总之，让学生训练的主线贯串始终。



二、总结学法，运用学法。本节教的是首古诗，而学生学的
是学习古诗的一般方法步骤。这是教点金之术，这是使学生
终生受用的学法指导，这是自学能力的培养。学生学会了吗?
就再练习一遍，自学《静夜思》，并且检查自学效果，整个
教学步骤扎实而有序。

（第一范文 友情提醒：查找本课更多资料，请在站内搜索关
键字：江雪）

此文转载

江雪说课视频篇六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生字新词，理解诗意。

2、初步了解古诗的语言特色。

3、有感情地品读，背诵古诗。

4、通过学习诗文，体会诗人的思想感情，领悟诗的意境。

教学重点：

1、理解诗句的意思，想象诗中描写的画面。

2、有感情地朗读，背诵，体会诗人的情感，领悟诗的意境。

教学过程：

一、诵读名句，感受古诗魅力（课前）

二、揭示课题，激发学习欲望。



大家读得很美，听来是一种享受！一首好诗，就蕴涵着一种
心情，一个故事，甚至是一段历史，令人回味无穷！这一节
课，我们一起学习一首五言绝句：唐代柳宗元的《江雪》，
后人称其为唐人的“五言之冠”。

三、整体感受，勾勒寒江独钓的轮廓

一）读通全诗

1、师配乐范读

2、同学们想读吗？请你细细读上四遍：读前两遍，注意读准
生字和新词，争取把它读得字正腔圆；后两遍，争取读通顺，
注意诗句内部的停顿。

3、谁来试一试

1）“径”读准“jing”，意思是小路，“万径”呢？（成千上万
的路，所有的路）“千山”（许许多多的山，所有的山）刚
好是一千座山，一万条路吗？不是，这里是虚指所有的山，
所有的路。

2）对读“千山”“万径”。

4、再请你读一读：

1）新词“蓑笠翁”，看“蓑衣”——“蓑”    “斗
笠”——“ 笠”（用来挡雨雪）

2）切换至flash画面，看这位老人身上穿的是“蓑衣”，头上
戴的是“斗笠”。

“蓑笠翁”意思就是——



1、让我们一起来读读全诗。读得字正腔圆。

二）理解诗意：

过渡：我们已初步读通了这首诗，接下来我们得弄懂这首诗
的大概意思。

1、你们有什么好办法？

（多读，书读百遍，其意自见；看注释，串词成句；观察图
想象……）

2、资料上的注释是你的好帮手，再根据插图，想象画面，自
由试着说说整首诗的意思。

3、谁来说，请你：

1）肯定自学有成效，有收获。

2）解难

“独钓寒江雪”同学们在理解诗句时已经换了语序。（很灵
活，会学习）以后碰到类似的语句，“换序理解”是种好方
法！

4、谁再来说说整首诗的意思。

5、带着这样的理解再来读诗。（读出了诗的意思）

四、意境探寻：体会寒江独钓的孤傲。

一）品读第一、二行

1、我们一起走入这浩翰无边的大背景，读——“千山鸟飞绝，
万径人踪灭。”



2、如果没有“绝”“灭”两个字，会是怎样一幅画面和情景
呢？读一读，想一想画面。

你仿佛看到了，听到了什么？

千山鸟飞  万径人踪 （鸟语花香  行人如梭  川流不息
好热闹繁华，一幅生机勃勃的景象）

1、可是诗人笔锋一转，

一个“绝”字却成，读“千山鸟飞绝”，再读——

一个“灭”字已成，读“ 万径人踪灭”，再读——

2、一“绝”一“灭”，诗人用词精妙至极！此时变成了一幅
怎样的画面和情景？

请你闭上眼，随着老师的朗读来想象，你的眼前仿佛看到了
什么？

睁开眼，你已看不到，听不到什么？

（你走进去了，你看得比他多，富有想象力）

1）一切的一切都被白雪覆盖了，没有飞鸟，没有行人，没有
声音，几乎是死一般的沉寂，这样的画面，你感受到了什么？
（冷清、寂静、悲凉）

2）是呀，那是多么寂静、冷清啊！指名读！——“千山鸟飞
绝，万径人踪灭”

3）这是弥散在千山万径中的寂静、凄凉——齐读

4）天地间只留下了茫茫冰雪，眼前一片冷冷清清——齐读



5、就在这众人不到之时，众人不到之处，我们却看到
了——“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二）品读三、四行

交流后读这两行。

2、那是刺骨的寒冷呀！而这位老人还在江上垂钓，你想问老
人什么？（这么冷的天，为什么老人还在江上钓鱼？）

1）问得好！请你大胆猜想一下原因，可以与同桌讨论。

为了生存，捕鱼为生；

向人们诉说他心中的孤独；

有伤心事；

爱钓鱼……

2）大家有不同的猜测，究竟哪一种比较吻合诗人的心境呢？
要弄清这个问题，得了解诗人。

4、诗人想借老人寒江独钓，写出自己的什么呢？（孤独、万
分痛苦、悲愤、但坚强不屈、不与当权者同流合污）

1）、把诗人的这种情感读到市的字里行间去！自由读！

2）、请你读

是呀，柳宗元在诉说，他官场失意，亲人离世，再请你读

我们听到柳宗元在倾诉，她内心的千万孤独，一起读《江雪》

5、老人就是柳宗元的影子，他真的是在钓鱼吗？



1）柳宗元做大官，一心想为民造福，但现在被贬，一腔抱负
难以实现，他在等什么？

（等机会，等翻身的机会，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等做大官，
做好官的机会，等待朝廷对他的理解，时时渴望东山再起）

2）他等机会干什么？（想做好官，为民造福，为老百姓做好
事，想建功立业，报效朝廷，为国为民）

6、你们真是柳宗元的知音哪！柳宗元在等机会，在钓一个机
会！

一个“钓”字是全诗的眼睛，这就是“诗眼”。

柳宗元，永州一等就是十年……十年后，他被贬为柳州刺史。
由司马升为刺史，虽然权利有限，但他在那建功立业，为老
百姓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他就是这样一位心中装着老百姓
的好官！

7、让我们一起回到柳宗元永州那段千万孤独的日子，指名读
《江雪》

那是万分的孤独呀！但他心中有希望，他一直在等待，再读

柳宗元把他千万孤独却坚强不屈的情怀化作了——《江雪》，
读

好一个“孤舟”“独钓”，柳宗元把他孤独不屈的情怀化作
了一首江雪，一起 读——

字字都是景，字字都是情！

三）、教师小结：

千山万径冷冷清清，飞鸟行人绝迹，老人却在寒江独钓。诗



人借这江上雪景，写出了自己的孤独不屈！

五、课外延伸：拓展学习《题秋江独钓图》

2、自由品读这首诗。

3、心情怎样？从哪儿看出的？高兴，一曲高歌，举杯畅饮

1）你读这句

2）小组读，听出了诗人的逍遥自在，怡然，自读

争取读出不同的味道来，酝酿好感情

六、教师总结：激发诵读经典诗文的兴趣。

古诗文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写景如画，借景抒情，在于它的声
韵悠扬，以声传情，人们常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
诗也会吟”，让我们继续坚持诵读经典诗文，感受祖国语言
文字的魅力，提高自己的文化底蕴！

七、布置作业：坚持课外搜集资料，诵读积累。

1、背诵，默写《江雪》

2、“走近柳宗元”：了解柳宗元一生经历，诵读柳宗元的诗
文。

设计理念：

1、打破串讲的传统古诗教学模式，力避逐字逐句讲析，给学
生以自主学习的权力，充分调动其学习的积极性，引导学生
积极参与，在诵读、品味中入景、悟情。

2、领会诗歌的意境是古诗教学的关键，教学中想方设法让诗



中的画面和诗人的感情在学生脑中“活”起来，进而唤起学
生的生活体验，激发其情感，把诗人创造的意境在学生的心
中再现。

3、余秋雨说：如果我们的孩子能够从小诵读一些古诗文，那
就会成为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课后作业让学生继续收
集诗文名作，坚持诵读，在激发学生学习古诗兴趣的同时，
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注重积累，只要能坚持诵读、品悟，潜
移默化中将具备优雅人格。

江雪说课视频篇七

【设计理念】扩大阅读量，打造人文课堂。

【设计特色】在关键处提问，触动学生情感的需要。

【教案设计】

教学目标：

1.理解古诗。

2.体会诗人孤独、苦闷、彷徨而又顽强不屈的精神。

教学重点：意境的体会。

教学过程：

一、课前铺垫，导入课题。

1.说几个表示冬天的成语。

2.揭题，并说说诗题《江雪》的意思。

二、初读课文，了解概况。



1.读一读课文，看看作者是怎么写的。

2.把课文读正确（这里应该进行多种形式的读，多读，大面
积的检查。）

3.猜猜课文大概写了些什么？（用一个“猜”字能减轻学生
的心里压力，发言的同学就少了很多“后顾之忧”。）

三、教给方法，自主学习。

1.仔细观察，今天学的古诗与以往学的在内容的编排上有何
不同？

2.板书“注释”。利用注释帮助理解古诗是一种非常好的学
习方法。今天就请大家用这种方法自己去学懂古诗。（五年
级的课文中第一次对古诗作出注释，让学生根据注释学习古
诗是一种终身受益的方法。）

3.四人小组交流一下你们的学习成果。

四、集体交流，适时点拨。

（一）理解诗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1.“千山、万径”难道不是指一千座山，一万条路吗？

2.这里的“千山、万径”并非确数，乃是概述连绵不断的群
山和许许多多的路。“千”和“万”在数学上都是很大的数，
在文学上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用“千万”说几个成语？
（既帮助学生理解词句的意思，又进行了词语的积累。）

（二）理解“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1.写景是为了抒情，抒什么情？读读后两句。



2.说说这两句诗的意思。

3.老渔翁独对寒意袭人的江流，冒着风雪垂钓。你感受到了
什么？

4.这短短的二十个字中，字字都浸透着诗人难言的孤独。找
出表示数量的4个词。师板书：千万孤独。

（三）了解背景，体会意境。

1.读到这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诗人要在如此寒冷的大雪
天，独自一人在江面上钓鱼？）

2.了解诗作者——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

唐顺宗永贞年间，柳宗元协同王叔文进行积极的政治革新，
惨遭失败。王叔文被杀，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被贬为边远
地区的司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二王八司马案”。

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后，在永州整整度过了十个颠沛流离
的春秋。政治上，他处处遭到黑暗腐败朝廷的打击、排斥；
生活上，昔日好友沦落天涯，杳无音讯。

面对此情此景，诗人写成了千古绝唱《江雪》。

3.了解了这些，你认为老渔翁真的在钓鱼吗？

五、课外延伸。

唐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诗人常常借助景物真实而深刻地
反映唐代社会生活的各个立体侧面。我们再来欣赏几首唐诗。

(一)《渔歌子》

1.这首诗是作者厌恶了官场污浊的生活，而宁愿过那种“不



须归”的隐居生活。

2.自己根据注释，读懂这首诗。

3.背诵古诗。

（二）《枫桥夜泊》

1.根据注释自己读读这首诗。

2.猜猜看，写这首诗时，作者的心情如何？

3.背诵古诗。

六、总结。

【教后感悟】

优秀的古诗文不仅是我国文学宝库中一笔非常珍贵的文化遗
产，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夺目的瑰宝。之所以绵延
数千年而不绝，正是因为她们凝结着作者个人的魅力、气质、
灵魂，是情感的真实流露。因此，在教学古诗时，除了让学
生理解诗文的字面意思，更重要的是关注背后的人文因素，
这样，短短的几十个字，才会有血有肉。

江雪说课视频篇八

环节一：

师：同学们，小声地读读诗，再仔细看看插图，思考这首诗
写了些什么呢？可以写写你的体会。

（学生小声读诗，看图，思考）

师：现在就请大家大胆地说说自己的理解吧。



生：“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写的是千座山上的鸟都飞
走了，万条路上的人都没踪影了。

师：大家同意吗？

生：我觉得就是的，这幅图上就是看不见山上的鸟，也看不
见路上的人。

师：看来你不仅会读诗，你还会结合图来理解。那么在这幅
图上你们又看到些什么呢？

生：看到了山，看见了船，还看见了一个人。

生：我看见叶子上有厚厚的积雪。

师：谁能有条理地说说呢？

生：寒冷的冬天，大雪纷飞，江面上有一条小船，船上有一
个老人在钓鱼，远处的山隐隐约约。

生：老师，我觉得山不是隐隐约约，而是被雪覆盖了，到处
一片白茫茫。

师：从何而见？

生继续：只要看看叶子上和船篷上那些厚厚的雪，而且此时
雪没有停，还在继续下着。由此可见，山被雪覆盖了。

（大家不约而同地鼓掌。）

师：你不仅善于观察，还爱思考，真了不起！那么雪仅仅覆
盖了山吗？

生争先恐后答道：还有小路。



师：那你理解了“万径人踪灭”的意思么？

生：路上被积雪深深地覆盖着，没有了人的足迹。

评析：能恰当运用插图理解诗意。

现行的小学语文教材中，几乎每首古诗都配有插图，这些图
往往从某些角度揭示了诗意，正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我们老师必须充分地利用“插图资源”，由图入诗，感知诗
句，理解诗意。

在这一环节中，教师让学生边读诗边看插图，将诗与图结合
起来，理解诗意，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学生结合文本的
插图，理解了“千山鸟飞绝”的“绝” 看不到一只鸟；知道了
“径”是“小路”，感受了“万径人踪灭”的场景；同时插
图中只有一条小船，一个老人在钓鱼的画面，让学生对“孤
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情景有了一个整体的理解。所有
这些学生都是通过教师的指导，充分的利用了文本的插图理
解的，这远比学生看着生涩的词义解释要形象、生动的多，
也更容易让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环节二：

师：那大家来读读第二句，你读懂了什么？可以小声地交流
一下。

生读第二句，交流所得

师：谁来说说看？

生：在江上的一只小船上，有个披着蓑衣、戴着斗笠的老翁，
在寒冷的江上独自垂钓。

师：你说得没错。那同学们，读到这儿你有什么疑问么？



生：在这大雪天，老翁怎么还在那儿钓鱼呢？

师：你问得真好，大家有答案么？

紧接着，我出示柳宗元的写这首诗的背景材料：柳宗元21岁
中进士，当时国家政治腐败黑暗，柳宗元和几个血气方刚的
年轻人，立志改革腐败的政治，救国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却遭到皇帝和权臣的反对迫害，被贬到永州，当时的永州非
常偏远，极度贫穷，柳宗元无职无权，无能为力。他想到自
己报国的崇高理想不能实现而又无人理解，心里非常难过，
非常悲愤。《江雪》这首诗，就是在这个时候、这种情况下
写的。

小手立刻举起

评析：能补充背景资料感受诗情

在古诗词教学中，背景资料琳琅满目，纷繁复杂。这些背景
资料在古诗词教学中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它们可以把学生
引导到作者在古诗词中所创设的情境当中，去深刻地体会作
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有助于学生对古诗词的理解。

在《江雪》这首诗中，教师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感受诗中蕴含
的诗情，补充了柳宗元的生平事迹，特别着重介绍了作者写
这首诗的写作背景。学生了解了作者是在一种报国无门，心
情极其难过，悲愤的心情下写下的这首诗，就不难理解“孤
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原因了。同时学生对于古诗的理
解的视野更加开阔了。长期的这样教学古诗，会让学生收获
的不仅仅是一首诗的知识，更是对学好古诗的一种方式的理
解与运用。

环节三：

生：老师，我想他可能心情不好，到安静的地方散散心。



师：那他为什么要独钓寒江雪呢？

生：他可能比较喜欢钓鱼。

生：我觉得他有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心态。

生：大家有没有发现每句诗的第一个字连起来，是千万孤独。
他在钓孤独。

生：我觉得如果仅仅是钓孤独就不来这里了。他应该是满怀
希望，他在钓着属于他的快乐。

师：你有敏锐的洞察力，诗人虽然内心苦闷，可他没有绝望，
你走进了诗人的内心，看见了他心中的阳光。

生：老师，大雪纷飞的冬天之后将会迎来春光明媚的春天，
也许他是在钓着春天。

大家又一次地鼓起掌来

师：孩子们，作者在千万孤独之下，内心还是有着期待，这
独钓寒江雪的期待境界多高啊！大家再次捧起书，带着这样
的心情，带着对春天的期待读读这首诗吧！

评析：能走进诗人内心品悟诗境

古诗词的创作，是诗人、词人的经历感受、思想情感的文字
化。每一首古诗词都饱含了作者对人生、对社会的态度与情
感。

柳宗元的山水诗，大多描写比较幽僻清冷的境界，借以抒发
自己遭受迫害被贬的抑郁悲愤之情。这首诗描绘了一幅渔翁
寒江独钓图，这个渔翁的形象显然是诗人自身的写照，在这
节课上，学生能品出作者内心虽孤独，但依然顽强不屈、凛
然无畏、乐观向上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这也归功于本课的精



心设计，从理解诗意到感受诗情到品悟诗境的教学流程，此
时当然是水到渠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