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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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天门山》教案 

学情分析： 

经过前期的学习与积累，学生不论是在知识储备上还是认知能力上，均有了一定的程

度的提升，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学习方法和良好的学习习惯，完全能够通过自主学习从单元

选编的课文中感受其景色之美。 

教学目标：  

1.学会并能美观书写本课“断、楚、至、孤、帆”5 个生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背诵古诗，并能够默写古诗。 

3.理解诗歌大意，能够借助诗歌语言想象天门山的景色特点，激发对大自然的热爱之

情。 

课前准备： 

1、教师准备：《望天门山》的课件，李白的一些诗歌和其他诗人 

描写长江的诗词名句。  

2、学生准备：朗读古诗，平时积累一些李白的诗歌。  

教学学重难点： 



丹青不知老将至，贫贱于我如浮云。——杜甫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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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并背诵诗歌。 

难点：感受诗歌意境美，激发对大自然以及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感悟诗境。  

教学过程： 

一、巧妙引诗文 

在我们安徽省当涂县有一处雄奇秀丽的景色，同学们想去看看吗？  

师：早在唐朝时，大诗人李白来到这里，作下了流传千古的《望天门山》一诗，现在

请大家随着李白一同去游览长江吧。  

利用网络课件展示给学生的是：李白兴致勃勃乘船顺江而下欣赏天门山一处奇特景象，

配乐，李白诵诗：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欣赏结束。  

师：你们游览了天门山的景色，有何感叹？  

指名答：天门山真雄伟啊！  

长江真浩瀚啊！  

天门山真险峻，这里的江水波涛汹涌可称奇观。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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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景色真美，真是画中有诗，诗中有画。  

李白很有才华，作了这么美的诗。  

师总结：大家看得仔细，说得更好，你们从不同的角度理解  了诗中内容。听说你们

很聪明，那我考考你们。（板书：山），什么字？你能说带有山或与山有关的成语吗？喜欢

游山玩水吗？都游过哪些山？还想去游哪些山？ 

今天，老师带你们沿着当年李白的足迹去游天门山，怎么样？那我们就来学习一首古

诗，板书：望天门山。  

二、初读知大意 

1、刚才让老师领略了你们扎实的语文基本功，现在再去过难关，有信心吗？ 

会读这首诗吗？自己大声读读。  

你们刚才的表现也激起了老师的表现欲，我也要读一读。（师范读） 

现在你们是否也想读？那就与老师一起读吧！  

男生来读读。女生来读读。全班一起读。  

2、有人说：一首诗就是一幅画。如果说这首诗就是一幅画，那画里都画了些什么呢？

再去读读、找找、划划。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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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天门、楚江、碧水、青山、孤帆、日。  

3、我还知道你们班画画水平很不错的，来展示一下吧，把这首诗画出来。想要把这首

诗画好，该做些什么准备？（读诗、读懂诗的意思）  

生自由作画。  

谁来向各位展示一下自己的佳作，说说自己画中的得意之处。根据生的回答追问你为

什么这样画？有何依据？  

三、品读悟诗情 

1、师也画一画，板画天门山。这是——？天门天门，顾名思义就是通向天上的门，

可见天门山怎么样呢？（山：高大雄伟、陡峭险峻）（介绍天门山）  

是呀，难怪诗人写到天门山犹如被江水冲击而隔断似的，这么雄伟这么有气势，大自

然真是鬼斧神工哪！  

2、师板画江水回旋、向北流。老师画的是什么？（水）怎样的水？（碧水）碧水还可

以说什么水？（清清的水、绿绿的水、干净的水……）这样的水流到天门山的时候，由于山

势的阻挡，产生回旋，转向北流了（师结合板书加上手势来说）。  

现在，你的眼前仿佛浮现出什么画面？你仿佛听到了什么？（水狠狠地、猛烈地撞击

岩石，发出哗哗、很响的、震耳欲聋的声音……）大自然的景色真是秀丽神奇！（水：碧绿、

波浪滔天，滚滚东流）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顾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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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画的水是一条江，叫什么？（楚江）楚江又叫什么？（长江）在古代，长江在

天门山之前的中游流经战国时期的楚国地域，被称为楚江，天门山之后的下游流经吴国地

域，被成为吴江。  

我画的其实就是诗里的哪几句？（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师神情并茂读

这两句诗。你也想读读吗？我们比赛读，你们不先练练吗？指名几位生读，评读，评出优

胜者。 

3、你们读出了山的气势，山的磅礴，诗里还有写山的吗？（两岸青山相对出）这又是

怎样的山呢？师板画两岸的青山，同时板画孤帆和太阳。  

4、看看老师又画了什么？怎样的小船？怎么行驶的？从孤帆你还能联想到什么？（诗

人李白在这船上欣赏风景，被美景陶醉了，写下这流传千古的佳作。）  

刚才我画的是哪两句？（两岸青山相对出，一片孤帆日边来。）师做手势范读，生练读，

男女生比赛读，齐读。（老师展示天门山的图片） 

既然大家都画出了这首诗，那肯定能用自己的话把画上的景物说一说，谁来啊？ 

（注释：中断：从中间断开。至此：又作“直此”。回：回旋，打转。天门山被长江从

中断开，分为两座山，碧绿的江水向东流到这儿突然转了个弯儿，向北流去。两岸的青山

相互对峙，一只小船从太阳的旁边悠轻快驶来。  

想象“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的画面。  

学生质疑：（师预设文题）  



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

丹青不知老将至，贫贱于我如浮云。——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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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A：东西梁山是高大的山峰，怎么能用动词“出”呢？  

生 B：“出”在这儿是什么意思？   

师：你们所提出的问题，正是理解的难点所在。  

师：把这句诗改为：“两岸青山相对立”好不好？  

学生个个摇头，表示不赞成。  

师：为什么不好，用“出”字有何绝妙之处？  

学生冥思苦想，却张嘴结舌。  

师：请大家再来欣赏课件。  

学生看到诗人在茫茫长江之上，孤帆顺流而下，远处天门两山扑入眼帘，显现出愈来

愈清晰的身姿，这时“两岸青山相对出”的感受就非常突出了。  

生 A：“出”比“立”好，“立”给人感觉呆板，而“出”给人感觉活跃。  

生 B：“出”表现诗人在行舟过程中由远到近看到天门山的样子。  

生 C：“出”给了我们动感，天门山由远到近，由渺小到高大，显现在我们眼前。  

师总结：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列传》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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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李白不愧被后人称为“诗仙”。一个“出”字使本来静止不动的山带上了动态美，

更让我们融入到诗的意境中。让我们带着感情朗读这首诗。 

5 吟诵背诵古诗，默写并展示自己的画作。 

(1) 美的诗，能积累下来吗？可以做做动作背。生自由背诵，指名背，齐背。 

(2)  大家会背了，那会写吗？请大家把这首诗按自己喜欢的方式默写在刚画好的图画

上，给自己的画配上诗，好吗？ 

(3) 3、请同学上台再次展示自己的作品。 

四、拓展升感情 

这么精彩的诗是谁写的吗？对李白你了解多少？ 学生点击网络资源学习： 

（白，眉州（今四川）人，是我国唐朝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其诗歌以豪放著称，现

存诗歌将近 1000 首，被后人誉为“诗仙”，其中有很多是写山水的，你还知道李白哪些写

山水的诗？  

老师也找了几首，给同学们欣赏。试与同学共同吟诵：《独坐敬亭山》、《望庐山瀑布》、

《早发白帝城》、《送孟浩然之广陵》。不但大诗人李白写了很多关于长江的诗歌，历史上好

友其他很多诗人也写过歌颂和赞美长江雄奇壮美的诗词，老师收集了一些名句，你愿意同

我一起分享吗？读有关长江的诗词名句：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唐杜甫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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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明杨慎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宋苏轼  

欲寄两行迎尔泪，长江不肯向西流．——唐白居易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宋辛弃疾  

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宋柳永  

这些诗有什么特点？通过读诗，长江在你的眼里是怎样的？ 

都描写了长江水波浪滚滚，气势磅礴的雄奇壮美的景象。我们都不由得赞叹：祖国的

山水真美啊！  

结语留言： 

古诗是我国文化宝库里的一夺奇葩，而李白只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明星，还有很多诗人

和他们的诗歌也很有名，千古流传，等着你们去欣赏，去诵读。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水也是

无比壮美，江山如此多娇，也等着大家去欣赏，去歌颂赞美呢！请在留言板抒发你的感受

和收获吧！ 

《饮湖上初晴后雨》教案 

教学目标：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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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会本课生字，理解诗句的意思。 

2、能有感情地朗读古诗，并能背诵。     

3、体会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对生活的热爱。 

4、通过理解诗句，感受自然之美，语言文字之美，陶冶学生爱美的情趣，提高鉴赏美

的能力。 

教学重点：    

1、理解诗句，了解古诗所描写的景物，体会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2、有感情地朗读古诗、背诵古诗。 

教学难点： 

将自己感受到的美用通顺的句子表达出来 

教学过程： 

一、激情导入： 

人们常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在杭州，最有名的景点要数西湖了。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去过西湖吗？今天，陈老师把西湖请进了咱们的教室，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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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课件：《动人的西湖》） 

旁白：西湖的美景，晨昏各异，四时不同。这儿夏天的荷花很有名。雪后的西湖是否

别有一番风味呢？雨中的西湖又增添了几分诗意！ 

西湖美吗？是啊！西湖以其秀美的景色，吸引了无数游客。从古至今，有无数文人雅

士在此留下了他们的笔墨。宋代大诗人苏轼就在这儿留下了他的传世佳作——《饮湖上初

晴后雨》。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板书课题：《饮湖上初晴后雨》）从诗题中你读懂了什

么？（在西湖上饮酒，开始是天晴，后来下雨了。）这首诗的作者是谁呢？（苏轼）你了解

苏轼吗？（生答。师补充：苏轼曾在西湖的所在地杭州当通判，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当

杭州市的市长。他在此为官期间，关心人民的生活，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深受百姓爱戴。

苏轼曾无数次在西湖漫步，他对西湖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大诗人苏

轼，一同去领略西湖的美景吧！） 

二、初读感知： 

1、自读课文两遍，要求读准字音，读通诗句。 

2、检查读书效果。 

3、师范读古诗。 

4、根据出示的诗歌朗读节奏提示，生齐读诗歌。 

5、针对诗歌，学生质疑，师相机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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