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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晚春》教学背景与目标



诗歌概述
《晚春》是唐代诗人韩愈的一首描绘暮春景色的七言绝句，诗中通过细

腻的笔触展现了晚春时节的独特韵味。

作者简介
韩愈，字退之，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是

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其诗文风格雄浑豪放，对后世影响深远。

诗歌《晚春》简介及作者简介



教学现状

当前中学阶段诗歌教学普遍存在重知识传授、轻情感体验的问题，学生往往难以真正领略诗

歌的美感和深意。

需求分析
学生对诗歌的鉴赏能力和审美情趣有待提高，教师需要创新教学方法，引导学生深入理解诗

歌内涵。

中学阶段诗歌教学现状分析



教案设计目标与预期效果

预期效果

通过丰富多样的教学手段和

活动设计，激发学生对诗歌

的兴趣和热爱，引导学生主

动探究诗歌的韵味和意义，

达到情感共鸣和审美提升的

效果。

设计目标

通过本次教案设计，旨在帮

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晚春》

一诗的主旨和情感，提升学

生的诗歌鉴赏能力和审美情

趣。



02 教材内容与教学方法选择



了解作者生平、创作背景及诗歌所处的时代背景，

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诗歌。

诗歌背景介绍

对诗歌中的每一句进行详细解读，分析其中的意

象、修辞手法和所表达的情感。

原文逐句解读

从诗歌的主题、意境、艺术特色等方面进行整体

赏析，引导学生感受诗歌的美。

诗歌整体赏析

《晚春》诗歌原文解读及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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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难点分析
分析诗歌中的重点和难点，如深刻理解

诗句含义、准确把握作者情感等，为学

生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

易错点提示
根据教学经验，提前预设学生可能出现

的误解和错误，给出相应的提示和纠正

方法。

知识点梳理
梳理诗歌中的基础知识点，如生字词、

文学常识等，确保学生掌握诗歌的基本

内容。

知识点梳理与重点难点把握



教学方法实施建议
结合具体教学内容，给出教学方法的实施建议，包括教学步骤、时间安排、师

生互动等方面的内容。

教学方法选择
根据诗歌特点和学生学习需求，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如诵读法、讨论法、情

境教学法等。

理论依据阐述
对所选教学方法的理论依据进行阐述，说明其在教学实践中的有效性和适用性。

教学方法选择及理论依据



03 互动式课堂活动设计思路



小组讨论主题设置

讨论过程监控与引导

分组方式与成员角色

成果分享与评价标准

围绕《晚春》的核心主题，设计

具有启发性和探讨价值的小组讨

论话题，如“晚春时节的景象与

感受”、“诗中意象的解读”等。

教师需密切关注各小组讨论的进

展情况，适时给予引导和启发，

确保讨论能够深入且富有成效。

根据学生兴趣、能力等因素进行

合理分组，确保每组内成员具有

多样性和互补性，同时明确各成

员在讨论中的角色与职责。

制定明确的成果分享要求和评价

标准，鼓励各小组以多种形式展

示讨论成果，如口头报告、海报

展示等，并对成果进行及时评价

和反馈。

小组讨论与分享环节安排



活动效果评估与改进

在活动结束后，对角色扮演的效果进行评估，收集

学生和教师的反馈意见，以便对后续活动进行改进

和优化。

角色扮演任务设计

根据《晚春》的内容，设计具有代表性和趣味性的

角色扮演任务，如“诗人与春天的对话”、“晚春

时节的游客与导游”等。

情境模拟场景布置

为角色扮演活动提供逼真的场景布置，如利用教室

空间营造晚春氛围，准备相应的道具和服装等。

学生参与度提升策略

通过明确角色分工、设置奖励机制等方式，激发学

生参与角色扮演活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角色扮演与情境模拟策略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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