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9.《古诗三首》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1.自主学习字词，会认“仞、岳”等 6 个生字，理解字

义，识记字形；正确书写会写字“仞、岳”等 6 个生字；正

确读写课文中的重点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古诗，背诵古诗，默写《从军行》《秋夜

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3.借助注释和插图理解古诗的大意，并能用自己的话说

出诗句的主要意思。 

4.体会古诗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 

教学重点： 

深入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教学难点： 

理解古诗大意，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课时目标： 

1.自主学习字词，学会会认字,理解字义，识记字形；正

确读写课文中的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背诵并默写古诗。 

3.借助注释和插图理解古诗的大意，并能用自己的话说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增广贤文》

出诗句的主要意思。 

4.通过看插图、想象画面等方式帮助学生体验意境，在

反复诵读的基础上，感受戍边将士豪迈之情，热爱古诗，感

受戍边将士的英雄气概；感受诗人的爱国情怀。 

5.培养阅读古诗词的兴趣和对古诗词的热爱之情，想象

诗歌所描绘的情景，体会诗人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感受诗歌

的语言美和内蕴美；激发学生积累更多古诗，养成课外主动

积累的好习惯。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解题入境。 

（一）教师朗诵: 

长歌行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二）学生朗读欣赏古诗。 

（三）了解乐府诗：汉乐府是指由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

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汉代诗

歌。汉乐府掌管的诗歌按作用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供

执政者祭祀祖先神明使用的效庙歌辞，其性质与《诗经》中

“颂”相同；另一部分则是采集民间流传的无主名的俗乐，

世称之为乐府民歌。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四）导入课题：这节课，你们将一起学习一首乐府诗

《从军行》。（板书课题：从军行，学生齐读课题。） 

（五）了解题目：《从军行七首》是王昌龄采用乐府旧

题写的一组边塞诗，载于《全唐诗》卷一百四十三。我们今

天学习的是其中的第四首《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 

《从军行》乐府曲名，内容多写边塞情况和战士的生活。 

（六）什么是边塞诗？（边塞诗又称出塞诗，是以边疆

地区汉族军民生活和自然风光为题材的诗。） 

二、借助注释，理解诗意。 

（一）初读古诗，整体把握。 

1.教师范读: 

从军行 

【唐】王昌龄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2.学生把这首边塞诗先认认真真地读两遍，要求读准字

音，读出节奏，声音洪亮，读得有板有眼。 

3.指名多个学生朗读，师生评议。 

4.学生齐读古诗。 

（二）再读古诗，理解诗意思。 

1.理解诗句：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1）学生闭上眼睛，教师轻声范读，学生一边听一边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想象看到的画面。 

（2）互相交流，从老师的朗读声中你仿佛看到了边塞

的什么？（青海湖、铺天盖地的很长很长的云、茫茫的雪山、

孤零零的一座城，还看到了玉门关。） 

（3）问题交流： 

a.谁知道作者看到的是哪座雪山？（祁连山脉位于中国

青海省东北部与甘肃省西部边境。由多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平

行山脉和宽谷组成。因位于河西走廊南侧，又名南山。东西

长 800 公里，南北宽 200—400 公里，海拔 4000—6000

米，共有冰川 3306 条，面积约 2062 平方公里。） 

b. 课件出示雪山图，学生观赏图片，并试着用自己的话

说说自己看到的。 

c.作者王昌龄诗句中描写的雪山和同学们看到的一样吗？

（不一样）你是从哪里知道的？（青海长云暗雪山） 

d.水能用自己的话说说作者眼中的雪山？（从边塞孤城

上远远望去，从青海湖经祁连山到玉门关这一道边境防线。

上空密布阴云，烽烟滚滚，银光皑皑的雪山顿显暗淡无光。） 

e.谁能带着自己对诗句的理解来读这两句诗？（指名朗

读。） 

（4）这样美妙的景象为什么在作者的眼里变“暗”了？ 

a. 这里既描绘出了边塞防线的景色，也渲染了战争将至

的紧张气氛，饱含着苍凉悲壮的情调。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b. 将士们远离家乡，远离亲人，不能回家与亲人团聚，

心情也是暗淡的。 

c.指导学生感情朗读，在朗读中表达出自己的感受。 

（5）“孤城”是哪座城？（即玉门关。玉门关，汉武帝

置，因西域输入玉石取道于此而得名。故址在今甘肃敦煌西

北小方盘城。六朝时关址东移至今安西双塔堡附近。） 

（6）你在以前的学习和阅读中接触过和玉门关有关的

诗句吗？（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劝君更尽一杯

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汉朝设置的边关名，故址在今

甘肃省敦煌县西南，古代跟玉门关同是出塞必经的关口。《元

和郡县志》云，因在玉门之南，故称阳关。 >） 

（7）联想到这些诗句，再读这句诗，说能说说对诗句

的理解？（从边塞孤城上远远望去，从青海湖经祁连山到玉

门关这一道边境防线。） 

（8）引导理解：“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这两句诗是一个倒装句，理解时调整诗句“孤城遥望玉门关，

青海长云暗雪山”，意思是说从边塞孤城上远远望去，从青

海湖经祁连山到玉门关这一道边境防线。上空密布阴云，烽

烟滚滚，银光皑皑的雪山顿显暗淡无光。 

（9）指导学生感情朗读。通过感情朗读感受到这里既

描绘出了边塞防线的景色，也渲染了战争将至的紧张气氛，

饱含着苍凉悲壮的情调。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汤显祖》

（10）谈话过渡：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戍边将士们又

是怎样做的呢？（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2.课件出示古战场图片，理解诗句： 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终不还。 

（1）学生齐读诗句，指名多个学生朗读，师生评议。 

（2）谁来说说自己对这两句诗的理解？(在荒凉的沙漠

里，战斗繁多，将士身经百战，连身上的铁盔铁甲都磨破了，

但是只要边疆战患还没有肃清，就决不解甲还乡。) 

（3）引导交流：“穿金甲”是“穿上金甲”吗？（不是，

“穿”是磨破的意思。“穿金甲”意思是金属制作的盔甲都

磨破了。让人感受到征战时间之久，战争的激烈频繁。） 

（4）指导感情朗读：在朗读中表现出战争的惨烈；读

出戍边将士的豪壮语言，表达出戍边将士不把敌人消灭誓不

回家的决心，表达出戍边将士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 

三、总结全诗，感情升华。 

（一）同学们，古代战争的惨烈绝非我们能想象得到的，

在中华诗词这一历史长河中诸如“一将功成万骨枯”“白骨

掩蓬蒿”“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由来征战地，

能得几人还”这样的诗句比比皆是。战争也牵动着无数个家

庭，无数个家庭的亲人无不牵挂着戍边的亲人。 

（二）会有谁在牵挂着他们呢？也许两鬓斑白的双亲拄

着拐杖一次次在村头翘首以盼；也许一双年幼的儿女在一次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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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的呼唤父亲回家；也许留守家园的妻子因思念而过早的让

黑发染霜。请你们大声地告诉边关将士们的亲人，告诉他们

将士们为什么‘终不还”？ 

——不破楼兰终不还！ 

（三）教师小结：在这首诗里，我们看到了塞外风沙肆

虐的恶劣环境，感受到了守边战士戍边的凄苦孤独与悲凉，

更感受到了将士们奋勇杀敌的决心以及誓死报国的壮志豪

情，这凄美、悲壮，向上的画卷就是唐朝的边塞诗。 

（四）熟读成诵，试着默写。 

四、了解作者，积累古诗。 

（一）简介作者。 

王昌龄：（698—约 757）唐代诗人。字少伯，唐京兆长

安（今陕西西安）人。公元 727 年（开元十五年）进士及第，

授秘书省校书郎。公元 734 年（开元二十二年）中博学宏词，

授汜水（今河南荥阳县境）尉，再迁江宁丞，故世称王江宁。

约在公元 737 年（开元二十五年）秋，获罪被谪岭南。三年

后北归。公元 748 年（天宝七年）谪迁潭阳郡龙标（今湖南

黔阳县）尉。安史乱后还乡，道出亳州，被刺史闾丘晓所杀。

王昌龄当时曾名重一时，有“诗家夫子王江宁”之称，擅长

七绝，被后世称为“七绝圣手”。存诗一百七十余首，多为

当时边塞军旅生活题材，描绘边塞风光，激励士气，气势雄

浑，格调高昂，手法细腻。有《王昌龄集》。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增广贤文》

（二）拓展阅读：王昌龄的《从军行》组诗共七首，七

首诗七幅不同的画面，我们今天学的是其四，还有另外六首

大家选自己喜欢的读一读并深入感悟。 

从军行七首 

【其一】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上海风秋。 

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 

【其二】 

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 

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其三】 

关城榆叶早疏黄，日暮云沙古战场。 

表请回军掩尘骨，莫教兵士哭龙荒。 

【其五】 

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 

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 

【其六】 

胡瓶落膊紫薄汗，碎叶城西秋月团。 

明敕星驰封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 

【其七】 

玉门山嶂几千重，山北山南总是烽。 

人依远戍须看火，马踏深山不见踪。 



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白居易》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三）希望同学回家之后可以通过阅读书籍、请教别人、

上网浏览等方法收集其他诗人的更多的边塞诗读一读，思一

思，议一议，感受盛唐边塞诗的悲壮、豪放。 

五、总结学法，学以致用。 

（一）总结学习方法，导入新诗的学习。 

1.小组交流总结《从军行》的学习方法。 

2.小组代表发言，全班交流，教师相机引导并小结。（初

读古诗，借助注释理解词句；再读古诗，借助画面了解大意；

感情朗读，想象画面领悟感情。） 

3.请同学们借助《从军行》这首诗的学习方法，默读《闻

官军收河南河北》这首诗，一句一句地读，边读边看注释，

读完一句想想这句的意思。读完一首，想想整首诗的意思，

如果有不理解的地方做上记号，同桌也可以边读边讨论。 

（二）导入 

1.(出示音乐 渲染气氛)随着悠扬的古乐我们这堂课将

走进古诗的画卷，谁先来吟诵一两句杜甫的诗句?(生答)读着

杜甫的诗给你留下什么印象?(生答)师相机介绍杜甫及他作

品主要风格。(出示杜甫简介) 

2.过渡 

今天，我们要学的是他另一种风格的一首诗，是他“生

平第一快诗”。它就是——（出示课题） 

（三）初读诗。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白居易》

1.齐读课题、解题。(从课题中你们知道了什么?) 

2.过渡 

由于战乱，杜甫一家在他乡异地流浪了整整八年之久，

收复蓟北的消息传来，此时，诗人心情会怎样?(是的)诗人一

听到这胜利的喜讯不禁大喜若狂，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七

律名作，现在让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诗中吧! 

3.学生自由读诗，要求读正确，流利。 

（1）点名读 

（2）听录音朗读(出示录音朗读) 

（3）学生学着录音自由读，读出诗的节奏和停顿 

（4）齐声朗读，要求读出诗的韵味 

（四）理解诗的大意 

1.小组讨论 

2.交流理解诗意 

3.带着自己的理解齐读全诗 

四、悟诗情 

（一）过渡:诗中意思你们已深刻体会了，那诗中字里行

间流露出诗人一份怎样的情感呢?(喜) 

（二）找出诗中“喜欲狂”的句子交流后(出示这几句话)

学生反复读(交流中相机出现路线图让学生感受诗人归心似

箭心情)。 

（三）深切体会“喜欲狂”心情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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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过渡:作者的这份“喜”从何而来呢?为什么收复了蓟

北诗人又会如此欣喜若狂呢?让我们一起来和诗人回顾那段

不堪回首的历史，你就会有切身体会，请看大屏幕(出示背景)

师随着画面讲解。 

师在《二泉映月》的二胡声中悲情朗诵《春望》 

2.听着杜甫这浸透血泪的心声，你们有什么感受?(生答)，

当你面对这一切，你的心情是什么?，请怀着这种心情读读

这首诗吧! 

3.过渡:“真是满纸忧愤言，一把辛酸泪”啊!而今，收复

蓟北的消息犹如一声春雷响彻神州大地，经历了八年之久的

战乱终于平定了，此时此刻，诗人心情怎样?会想到些什么? 

4.学生发挥想象谈想到什么?(出示七句话 KJ 随机点击

使字体变色)，学生感情诵读这几句话。 

想到这些，能不涕泪吗?读—— 

想到这些，能不“喜欲狂”吗?读—— 

想到这些，能不纵酒高歌吗?读—— 

想到这些，能不归心似箭吗?读—— 

在老师的引读下，深情朗读“喜欲狂”的这几句话。 

（五）渲染主题 

1.诗人“喜欲狂”的背后是颗怎样的心在跳动啊! 

2.让学生感情朗读全诗(回到录音朗读) 

（六）课外拓展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过渡:自古以来，就有许多诗人以自己赤诚的爱国情抒写

出风格迥异的爱国诗篇。有忧愤深广的动情倾诉，也有激情

澎湃的昂首浩歌，老师这就有几篇与大家共赏。(出示课件，

古诗欣赏) 

让学生读古诗欣赏。 

（七）总结(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 

历年来，这些光照千古的诗篇为后人所传诵，他们的爱

国精神成为后人效仿的楷模，激励着后人谱写出一曲曲气壮

山河的正气歌，让我们承继先人的浩然正气，以自己的满腔

热血谱写新的爱国诗篇，让巍巍华夏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

林。 

 

第二课时 

课时目标： 

1.自主学习字词，读准字音，准确书写会写字“仞、岳”

等 6 个生字，理解字义，识记字形。 

2.抓住关键字词、借助注释和插图理解古诗的大意，并

能用自己的话说出诗句的意思，品味诗歌所表达的情感。 

3.品读诗歌，感受诗歌的意境，感受我国古代进步诗人

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情感，体会作者那份忧国忧民的情怀。 

4.有感情地朗读、背诵古诗，默写古诗。 

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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