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课题  古对今 

课 

型 

讲读课文  

授课 

时间 

2课时  

      

教学 

目标 

1. 会认“圆、严”等 12个生字，会写“古、凉”等 7个生字。 

2. 正确、流利地朗读对韵歌，背诵对韵歌。 

3.通过观察图画、对对韵歌识字。 

4.通过朗读、认识词语，借助图片或联系实际理解词语。 

5.想象对韵歌中描绘的画面，感受自然之美。 

教学 

重点 

 字音教学的重点为“圆、严、寒”；书写指导的重点是“夕、语”。 

教学 

难点 

词语理解重点在“严寒、酷暑”。 

第一课时 

教学 

目标 

  1. 会认“圆、严”等 12个生字，会写“古、凉”等 7个生字。 

2. 正确、流利地朗读对韵歌，背诵对韵歌。 

教具 

准备 

课件 

教学设计 设计意图 

导入 

（  ）分

钟 

一、开门见山，直入主题 

     1.今天，老师就和大家共同学习第 6课《古对今》。 

     2．板书课题，齐读课题。（板书：6 古对今）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新课 

教学 

（   ）

分钟 

二、自主学习,尝试练习 

 1. 出示 12个词语（课件出示 2：词语）：请小朋友

们借助拼音，读一读这些词语，比一比，看谁能把字音读

正确。 

古一今   圆一方  严寒一酷暑   春暖一秋凉  

晨一暮   雪一霜   和风一细雨   朝霞一夕阳 

桃—李   柳—杨   莺歌—燕舞   鸟语—花香 

2．小组合作学习：这些词语中，哪些词语的读音不容

易发准，要注意的，四人小组互相说一说，再一块儿读一

读。 

3．指导读词语。 

指名读，相机正音。 

注意“暑、晨、朝”都是翘舌音；“圆、严、寒”都

带有前鼻韵母“an”，“凉、杨”都带有后鼻韵母“ang”。 

   开火车读，齐读。 

4．识记生字： 

  运用多种识字方法识记生字，鼓励一字多法，一法

多用。 

（1）定位联想： 

“暑、酷、晨、霞”等笔画多的字，可在学生熟读成

诵的基础上，采用定位联想的方式，让学生整体记忆，不

作字形分析。 

（2）熟字加减： 

其他笔画少的合体字可采用熟字加减的方法：如

“圆、凉、细”可以采用熟字加  一加的方法记忆；“夕”

   

 

 

 

【设计意图：从字词入

手，解决字词的读音，

为通顺的朗读课文，扫

清第一道障碍。】 

 

 

 

 

 

 

【设计意图：这是扫清

阅读的障碍。生字的认

读对于低年级学生来

说非常重要。会认字才

能通顺地读课文，为接

下来的理解分析课文

打下坚实的基础。】 

 

 

 

 

【设计意图：自主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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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

采用减一减的方法识记：“多”减一半。 

（3）寻找字源：（课件出示 3、4、5） 

“寒、朝”均是会意字，可让学生看看金文的字形，

给学生讲讲字源，以帮助记忆: 

如“寒”——是指一个人在一间屋子里，光着脚站在

两块冰上，说明天气很冷；他在旁边放了稻草取暖，但是

仍无法御寒。 

“朝”——是指太阳从草丛中升起，而残月还未消失。 

（3）组词识记： 

组成常用词记忆：（课件出示 6） 

杨：杨树、白杨 霞：晚霞、云霞 凉：凉快、凉水、

凉风 

细：细小、细心 晨：早晨、晨风 朝：朝阳、朝气、

朝夕 

5．指导读对韵歌。 

（1）请小朋友们一节一节地读一读。  

（2）学习第一节词语：古—今 圆—方 严寒—酷暑 春

暖—秋凉 

 （课件出示 7：第一组词语图片） 

（3）师范读。听了老师的朗读有什么感觉？ 

     （在读准字音的基础上读准节奏。） 

   （4）根据图片练习读第二节词语：晨—暮 雪—霜 和

风—细雨 朝霞—夕阳  （课件出示 8：第二组词语图片） 

（5）练习读第三节词语：桃—李 柳—杨 莺歌—燕舞 

鸟语—花香（课件出示 9：第三组词语图片） 

（7）自己再轻声读读全文，谁想读给大家听？指名读，

字，鼓励多元识字，一

字多法，一法多用。是

教材的要点。】 

 

 

 

 

 

 

 

 

 

 

 

 

 

 

 

 

【设计意图：当堂检测

对字词的朗读训练，巩

固所学。】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及时表扬读得好的学生。 

（8）齐读。 

三、即时训练、当堂达标。 

1．同学们，文中的这些对子词你们都认识了，请你们

借助拼音，再读读这些词语，比一比，看谁能把这些

字音读准。（课件出示 10：带拼音的词语图片）   

2．刚才借助拼音，大家都能够读准字音，现在，老师

把它们头上的拼音帽子摘掉了，你还能认识它们吗？（课

件出示 11：不带拼音的词语图片） 

同桌互读 开火车读  齐读 

四、识记、书写生字。 

1.识记、学习生字。 

（1）出示生字：古、凉、细、夕、李、语、香。（课

件出示 12、13） 

（2）给生字找朋友。 

2.指导书写。 

（4）教师范写书生字，生书空。跟老师重点学习书写

“细”和“语”。 

“细”：左窄右宽，左高右低，“田”的第一笔竖写

在竖中线上。 

 “语”：左右结构，言字旁的点和横折提的竖正对，

右部“五”的最后一笔长横写在横中线上。  

本课的“细、语、凉”都是左右结构的字，都是左窄

右宽的字。 

另外：1个是独体字：夕；3个是上下结构的字：古、

李、香。 

 

 

 

 

 

【设计意图：指导书写

时要引导学生注意生

字的结构及书写规

则，培养学生爱写字的

兴趣，教会学生正确的

写字方法。为养成良好

的书写习惯打下基

础。】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5）学生描红书中田字格里的生字，播放轻音乐。 

（6）学生描红、仿影、临写《习字册》上的生字。播

放轻音乐。 

3.读读写写：（课件出示 14） 

古今、古人、凉水、凉风、细小、细心、夕阳、李子、

语气、耳语、香气 

 

 

课堂小结

及拓展延

伸（  ）

分钟 

五、总结提升、适当拓展。  

今天这节课我们认识了对子词，学习了很多生字，下

节课我们进行课文的交流。   

 

 

课堂作业新设计 

 

一、  将下列音节补充完整。  

h          ǔ  ch          iá 

  寒    暑    晨     霞  

二、选择加点字的正确读音，画“√”。 

 严寒(yán yín) 朝霞(cháo zhāo) 酷暑(kù ɡào) 杨树(yánɡ yínɡ) 

三、看拼音，写汉字。 

    xī        xì         lǐ  

1.（   ）阳下，（   ）小的（   树苗在摇晃，在跳舞。           

 ɡǔ             xiānɡ  

2．千年（   ）树上的花儿开了，真（  ）。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参考答案： 

1.将下列字的音节补充完整。    

án  sh  én  x 

2.严寒(yán√) 朝霞(zhāo√) 酷暑(kù√) 杨树(yánɡ√) 

3.夕 细 梨 

 

课后反思 

这是一年级学习的第二篇以对韵歌的形式识字，《古对今》这篇课文描绘了四季气候及

景物特点，课文每一句最后都以韵母ang结尾，读来朗朗上口。 

一、教学效果：这首对韵歌以对子的形式描绘了四季气候及景物特点。课文配有一幅插

图，采用写意画的方式展示了“莺歌燕舞、 鸟语花香”的美好景象。 三段韵文，分别用简洁

形象的语言和长短句交替的节奏，或同义组对，或反义相对，描绘了四季轮回，冬去春来，

昼夜交替，欣欣向荣，万物生长的自然规律， 教学时重点引导了学生联系生活经验，想象四

季美景，进行理解、诵读、欣赏和积累，在识字中了解常识，获得知识，感受自然美。  

本节课力争摒弃“单纯识字”的教学弊端，开创识字教学新视野，使识字教学呈现趣味性。

从“识字”到“方法”，形态灵活，妙趣横生。针对本课生字较多的特点，教学中把汉字按照结构

分类梳理，采用编字歌、猜字谜、加一加、换一换、编故事等丰富多彩的识字方法，引领学

生遨游于汉字的美妙世界里。这样既使学生习得了识字方法，又激发了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 

二、成功之处：从“学文”到“传承”，且学且放且渗透。依据文本的特点，在初读基础上引

导学生自主发现每句中都含有“对”字，并以此为节点，画出每句中相对的词。这样，在师生

灵动的交流中，使学生发现文本特点，并依据特点大胆寻找文中相对的词语，渗透“对子”这

一传统文化形式，潜移默化地引领学生感悟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汲取民族文化智慧。          

本课是以对对子的形式出现的识字课，因此，本节课的学习要让孩子们在诵读对子的过

程中，感知对子的语言形式，进一步激发学生对对子和收集对子的兴趣。经过一节课的学习，

学生们感受到了对对子就是把字数相同、内容相关联的词对起来。这节课学生们收集来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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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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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对子，一起交流，达到了预先设计的教学目标，引起了教学共振的效应，达到了事半功倍

的效果。 

三、不足之处：第一是生字拓展不足。写字环节时，“古”和“夕”两个字老师应该拓展，例

如让学生利用这两个字组词。第二是环节设计不到位。这节课对课文的处理过于细碎，应该

加以整合。因为前面环节处理过慢，最后的拓展部分没有讲完，教师应该对课堂节奏的把握

更加从容。第三是朗读的梯度没有体现。这节课学生的朗读没有很明显的提升。  

四、改进措施：应该在课前明确这节课应设计几次朗读，形式分别是什么，朗读的增长

点在哪里。例如对课文第一小节的处理，教师应该先让学生朗读，再让学生看图猜对子，最

后再利用不同形式朗读。对课文第二小节的处理上，在学生拖动图片连线的环节之后，应该

再让学生拍手朗读。对课文第三小节的处理上，学生贴图的时间过长，可以相应压缩时间，

让学生多朗读。 

 

 

 

 

 

 

 

 

识字 6 古对今 

【课前解析】 

《古对今》采用对韵歌的形式识字，以对子的形式描绘了自然之美，采用写意画的方式

展示了“莺歌燕舞、鸟语花香”的美好景象。 

关注韵文的结构特点：课文有三个小节组成，每小节四行，且结构相同：每一小节的前

两行是单音节词对单音节词，如“古对今”“晨对暮”“桃对李”；后两行是双音节词对双

音节词，如“严寒对酷暑”“和风对细雨”“莺歌对燕舞”。三段韵文以简洁形象的语言和

长短句交替的节奏，或同义组对，或反义相对，描绘了四季轮回、冬去春来、昼夜交替、万

物生长的自然规律。教学中，教师应在引导学生多种方法识字的基础上，反复诵读韵文，达

到熟读成诵。 

关注插图：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课文中的插图对应了对韵歌中的部分景物，并采用了写意画的方式展示了“莺歌燕舞、

鸟语花香”的美好景象，在学生诵读理解韵文的辅助其感受自然之美。 

关注识字： 

本课 12 个生字。“暑、晨、朝”是翘舌音，“圆、严、寒”带有前鼻韵母 an,“凉、杨”

带有后鼻韵母 ang,重点指导学生借助拼音，读准字音，互查正音；引导学生多种方法识记生

字。 

关注写字： 

本课要求书写 7个生字，1个独体字，3个上下结构的字，3个左右结构的字，教学时归

类书写，注意引导学生把握同一类字的书写规律与不同点。 

关注词语：引导学生运用借助图片、结合生活实际、定位联想等方法，认读词语“严寒、

酷暑、杨柳、和风、细雨、朝霞、夕阳、鸟语、花香”。 

【教学目标】  

1.通过观察图画、读对韵歌，对照认识“圆、严”等 12 个生字；会写“古、凉”等 7 个

字。 

2.通过朗读，认识“鸟语花香、朝霞、夕阳”等 7 个词语，借助图片或联系实际理解“朝

霞、夕阳、严寒、酷暑”。 

3.正确、流利地朗读对韵歌，背诵对韵歌。 

4．想象对韵歌中描绘的画面，感受自然之美。 

【教学重点】 

字音教学的重点为“圆、严、寒”；书写指导的重点是“夕、语”；词语理解重点在“严

寒、酷暑”。 

【课前准备】 

多媒体课件 PPT 

【课时安排】  

2 课时 

                                   第一课时 

【课时目标】 

1.正确、流利地朗读对韵歌。 

2.通过观察图画、读对韵歌，认识“圆、严”等 12 个生字，会写“古、语”等 7 个字。 

3.通过朗读儿歌，认识“鸟语花香、朝霞、夕阳”等7 个词语，借助图片或联系实际理

解“朝霞、夕阳、严寒、酷暑”。 

【教学过程】 

一、回顾旧知，谈话导入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1.教师导入：同学们，上个学期我们学过一首《对韵歌》，你们还记得吗？谁来读一读？ 

出示课件 1： 

 

 

 

 

 

 

指名学生读一读。 

教师过渡：《对韵歌》读起来真是朗朗上口，让我们看到了一幅山清水秀、桃红柳绿的

美丽画面。今天，我们再一起来学习新的对韵歌——《古对今》。 

出示课件 2： 

 

 

 

 

 

 

2.请同学们伸出小手和老师一起板书课题。（“古”字放在田字格中） 

（板书：6 古对今） 

3.齐读课题。 

（设计意图：由学生已熟背的对韵歌入手，将其带进新的学习情境中，符合低年级儿童

的心理发展和认知规律。） 

二、初读韵文，识字学词 

1. 教师引导：学习《古对今》这首对韵歌，我们又会看到怎样的画面呢？请你先来听老

师读一读吧。 

教师范读课文，学生倾听。 

出示课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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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引导学生交流听过之后的感受：你觉得这首对韵歌听上去怎么样？ 

预设：好听；有节奏，押韵。 

2.学生借助拼音自主朗读课文，要求：请你翻开课文第 56 页，自由读课文，圈出生字，

不会读的生字借助拼音多读几遍，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3.分节检查认读，随文识字学词。 

（1）学习第一小节。 

全班齐读、指名读带拼音第一小节。 

学生自由读去拼音第一小节。 

出示课件4： 

 

 

 

 

 

 

教师指名学生认读词语。 

出示课件5： 

 

 

 

 

 

 

 

 

 

出示“圆、严寒、酷暑、秋凉”词语 

认识“酷”字左边的酉字旁。  

教师引导：同学们看看酉字旁像什么呢？你还知道哪些酉字旁的字呢？说一说吧。 

教师相机正音：“暑”是翘舌音，“凉”既是边音，又是后鼻音。正音后再次指名生认

读。 

区分“圆”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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