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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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编版五年级下册语文教案 9 古诗三首教案
 

 

第四单元集体备课 本单元围绕“家国情怀”这一主题，

安排了《古诗三首》《军神》《青山处处埋忠骨》《清贫》4

篇课文。文章对人物的刻画细致入微，从不同角度表现了人物

崇高的品质。《古诗三首》描绘了栩栩如生的边塞风光图、春

日送别图和遗民思国图；《军神》叙写了刘伯承在不使用麻醉

剂的情况下忍受了 72 刀的刀割之痛却一声不吭，而被沃克医

生称为“军神”的故事；《青山处处埋忠骨》叙写了毛泽东得

知爱子毛岸英在抗美援朝的战争中牺牲这个噩耗后极度痛苦的

心情和对岸英遗体是否归葬的抉择过程；《清贫》叙写了方志

敏一生甘于清贫，被俘时身无分文的故事。  

单元语文要素在课文中的梯度序列   内容 课时 教学要

点 古诗三首 3 1.会认 29 个生字，读准 1 个多音字，会写 36

个字，正确读写 26 个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古诗，默写《从军行》《秋夜

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3.抓住沃克医生对刘伯承前后不同的表现，体会人物的内

心，并以沃克医生的口吻讲一讲这个故事。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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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抓住对毛主席的动作、语言、神态的描写，体会他的内

心世界，并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5.抓住对国方兵士和方志敏的动作、语言、神态的描写，

体会人物的心理活动。  

军神 2 青山处处埋忠骨 2 清贫 1 习作 2 把 

题目补充完整，回想当时发生的事情以及事情的前因后

果，把这件事情写下来，特别要把这个人当时的样子写具体，

表现出他的内心活动。  

语文园地 2 1.系统性总结抓住人物的动作、语言、神

态，体会人物内心世界的方法。  

2.能选择一种情景对人物进行动作、语言和神态描写。  

3.能说一说同一个人物前后不同的表现。  

4.学会书写硬笔书法作品，积累记背古诗《凉州词》和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9 古诗三首 ▶教学目标 1. 会认“渭、仞、岳、蓟”等

6 个生字，会写“仞、岳、摩”等 6 个字。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默写《从军行》《秋夜

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3.借助注释理解诗句的意思，体会诗人表达的思想感情。  

▶教学重难点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默写

《从军行》《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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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借助注释理解诗句的意思，体会诗人表达的思想感情。  

▶教学策略 1.识字写字 随文认识“仞、岳、蓟”等 6 个

生字。本文要求会正确书写 6个字，关键是“仞”和“遗”这

两个容易写错的字，应重点指导。  

2.阅读理解 课堂的重点是引导学生借助注释或工具书理

解诗句的意思，体会诗人表达的思想感情。引导学生在反复诵

读中入情、在品味意境中悟情、在展开想象中融情。  

3.语言运用 训练学生用自己的话说出诗句的意思，提高

学生的语言概括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教学准备 1.预习提纲：完成《状元大课堂·好学案》

对应课文预习作业。  

2.准备资料：多媒体课件。  

▶教学课时  3 课时 第 1课时 从军行 ▶课时目标 1.有

感情地朗读《从军行》，背诵《从军行》，默写《从军行》。  

2.理解诗句的意思，体会诗人表达的思想感情。  

▶教学过程 板块一  谈话导入，解读 

题目 1.教师引导：今天我们要学习一首边塞诗。板书并

齐读诗的 

题目。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洪应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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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古诗三首）同学们听说过花木兰吧，花木兰代父

从军，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屡立战功。谁知道“从军”是什么

意思？（参加军队） 

2.每一个时代，都有爱国将士戍守边关、杀敌报国的动人

事迹。今天老师和你们一起学习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边塞组诗

《从军行》中的第四首诗。板书并齐读诗的 

题目。 

（板书：从军行） 

 

题目。  

教师引导：读懂诗的 

题目是我们理解古诗的第一步。一起轻声读一读 

题目，谁读懂了？ 预设：（1）书上注释说，从军行是乐

府曲名，内容多写边塞情况和战士的生活。  

（2） 

题目中加上“歌”“引”“吟”“歌行”等的诗大多属于

乐府诗。  

4.了解诗人。  

 

（课件出示作者的资料）  5.铺垫渲染。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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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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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师引导：我们读过一些边塞诗，如“秦时明月汉

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

回”。在你们的印象中，边塞是个怎样的地方？ （2）在王昌

龄的笔下，边塞风光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设计意图】从介绍边塞诗入手是为了让学生对这类诗有

一个初步的认识。总体感知边塞诗的风格，能激发学生学习的

兴趣,还可以让学生在品读《从军行》时能更快地融入此诗特

有的情境。  

板块二  初读古诗，感知诗意 1.整体通读，把握诗境。  

请大家把《从军行》先认认真真地读两遍，要读准字音，

读得字正腔圆，读出节奏来。  （1）指名学生读（教师相

机点评指导），再指名学生读。  

（2）教师小结提问：有感情地朗读也是理解古诗的一种

方法。除此之外，学习古诗的方法还有哪些？（看注释、看插

图、想象画面） 

（3）请同学们运用这些方法，默读这首古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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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边

读边与同桌讨论。  

2.析字词，明诗意。  

谁来说一说这首古诗字面上的意思。预设：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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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青海长云暗雪山”的意思是：青海湖上乌云密

布，连绵的雪山一片黯淡。  

（2）“孤城遥望玉门关”的意思是：边塞古城，玉门雄

关，远隔千里，遥遥相望。  

（3）“黄沙百战穿金甲”的意思是：守边将士，身经百

战，铠甲都被磨穿了。  

（4）“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意思是：他们心怀壮志，不

打败进犯之敌，誓不返回家乡。  

3.教师小结：这首诗前两句描写了边塞的风景，后两句抒

发了将士们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通过初读古诗，运用看注释、看插

图、想象画面的方法，感知这首诗的大意。  

板块三  品读古诗，想象诗境 1.教师小结过渡：这首诗

字面上的意思你们已经弄明白了，现在我们就一起体会诗的深

层含义吧。  

课件出示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1）自己轻声读一读，你从中看到了边塞的哪些景物？

（青海湖、长云、雪山、一座孤城，还看到了玉门关） 

（2）追问：什么样的雪山？请仔细观察文中这首诗上面

的插图，这里的雪山是指祁连山，平均海拔 4000米以上，终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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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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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积雪。祁连山雪光闪耀，异常壮丽，如今怎么就暗了下来

呢？（漫天的黄沙，四起的硝烟，让雪山变暗了） 

（3）带着你的理解来读这两句诗。 

（学生练读—指名学生读） 

（4）人有时会因心情的不同而对周围的景物有不同的感

受，就如杜甫国破家亡时看到盛开的繁花而流泪，听到鸟的叫

声亦惊心。再读读这两句诗，对“暗”还有不同的理解吗？

（将士们远离家乡，远离亲人，不能回家与亲人团聚，心情也

是低落的）带着这种低落的心情再读这句诗。  

（5）在你积累的诗句中有写到玉门关的吗？（羌笛何须

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6）再读这两句诗，哪个字撞击着你的心扉？

（“暗”，体现了戍边将士低落、孤独的心情，以及对故土和

家乡亲人的思念）把你的感受融在诗句中，再读一次。  

2.教师小结过渡：边塞环境是这样的恶劣，思乡之情是这

样的深切，可戍边将士—— 课件出示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

楼兰终不还。  

（1）齐读，谁愿说说自己对这两句诗的理解？（在黄沙

满天的战场上，战士的金甲都被磨破了，他们表示不攻下楼兰

就不回来）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尽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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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师引导：“穿”是指穿上金甲吗？（不是，

“穿”是磨破的意思）金属制作的盔甲会被磨破，不可思议

呀！边塞将士身上的金甲怎么会被磨破呢？（征战时间之久，

暗示战争的激烈、频繁） 

（3）磨破的是金甲，磨不破的是什么呢？（忠心报国的

壮志雄心） 

（4）金甲易损，生命可抛，戍边将士报国的壮志却不会

减，所有的豪情、气势都融在了这两句诗里。刀光剑影里横刀

立马的身影流露着马革裹尸的豪情。带着这份豪情壮志来读读

这两句诗。  

（5）豪壮的语言中，你感受到了将士们怎样的心情？

（不把敌人消灭誓不还的决心，一颗热爱祖国的心） 

3.教师小结：诗的前两句运用借景抒情的表现手法，借一

个“暗”字描写出将士们低落、孤独的心情。后两句直接抒

情，用将士们不把敌人消灭誓不还乡的雄心壮志激励着我们每

个人。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通过品读古诗，想象诗境，初步体

会古诗的情感，进一步体会古诗的意境。  

板块四  诵读古诗，感悟诗情 1.感悟诗情。  

（1）“不破楼兰终不还”这铿锵有力的语言让我们感受

到了将士们的万丈豪情，难道他们不思念家乡的亲人，不想回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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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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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吗？（他们思念亲人，也想早日回家，但忠心报国比这些更

重要） 

（2）家乡的亲人也无时无刻不牵挂着他们啊！会有谁在

牵挂着他们呢？ 预设：  

①也许两鬓斑白的双亲拄着拐杖一次次在村头翘首以盼。  

②也许一对年幼的儿女在一声声地呼唤父亲回家。  

③也许留守家园的妻子因思念而过早地让黑发染霜。  

（3）请你们代替边关的将士们给家乡的亲人写一封信，

告诉他们你为什么“终不还”。学生练笔、交流。 

（结合学生交流，教师相机板书：忠心报国） 

（4）有感情地朗读《从军行》。背诵《从军行》。默写

《从军行》。  

2.总结全诗。  

（1）“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由来征

战地，不见有人还。”即使战争如此残酷，可守边的将士们却

——（学生接读）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2）这首诗中，我们看到了边塞的恶劣环境，感受到了

戍边将士的凄苦、孤独与悲凉，更感受到了将士们誓死报国的

壮志豪情，这孤独、悲凉、充满壮志豪情的画卷就是唐朝的边

塞诗。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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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昌龄的《从军行》组诗共七首，七首诗呈现出七

幅不同的画面，我们今天学的是第四首，还有另外六首，大家

课后选自己喜欢的读一读。感兴趣的同学回家之后可以再收集

一下其他诗人的边塞诗并读一读，感受盛唐边塞诗的豪放之

气。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诵读古诗，感悟诗情。让学生把自

己置身于古诗的意境当中，体会诗人表达的思想感情。  

▶板书设计   第 2 课时 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教

学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背诵

《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默写《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

感》。  

2.理解诗句的意思，体会诗人表达的思想感情。  

▶教学过程 板块一  释题激趣，创设语境 1.教师引导：

唐宋，是中华历史上文化最为繁荣的两个朝代，无数的诗人就

像夏夜的繁星，闪耀着璀璨的光芒。今天，让我们撷取其中耀

眼的一颗，走进南宋这个战火纷飞的朝代，一起走进诗人陆游

那颗忧国忧民的心灵。板书并齐读诗的 

题目。 

（板书：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2.了解诗人。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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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对我们而言并不陌生的一位诗人，他是“南宋四大

家”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爱国诗人。他年

少的时候就立下“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志愿，他写了

无数的诗歌来表达自己对国家那份至死不渝的爱。  

3.回顾以前学过的古诗《示儿》。  

我们来看他在临终之前留给家人的一封遗嘱，这首诗就是

《示儿》，我们一起来读一遍。  

4.一首《示儿》，让我们感受到了陆游强烈的爱国之情。

这首《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又体现了陆游什么样的心

情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那悲愤而又充满希

望、无奈而又充满激情的心灵。  

 

题目。  

（1）这个 

题目这么长，该怎么读呢？（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

感） 

（2）这个“晓”指什么？（“晓”是天亮的意思） 

（3）整个 

题目是什么意思呢？（秋天的后半夜，将要天亮的时候，

陆游走出篱笆做成的门，迎着习习的凉风深有感慨。） 

（4）读了这个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尽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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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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你们心中一定产生了许多疑问，你想问什么？ 预

设：  

①诗人为什么那么早就起来了？他是因为什么而睡不着

呢？ ②为什么诗人会感到一阵凉意？ 6.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

来读一读这首诗吧。 

（学生自由练读）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结合陆游写的另一首古诗《示

儿》，体会陆游强烈的爱国之情，为学习古诗《秋夜将晓出篱

门迎凉有感》做好铺垫。  

板块二  初读诗歌，感受韵律 1.谁来读一读这首诗？

（指导学生读，师相机正音，再指名学生读） 

2.我们常说古典诗歌具有韵律美、节奏美，接下来给这首

诗划分节奏。  

课件出示 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宋］陆游 三万

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  

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教师指导朗读：“又一年”，时间多么漫长，读最后一句

语速应该缓慢一些。我们再来齐读一遍。 

（学生齐读） 

3.品读诗歌，体会作者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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