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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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级上册语文教案-12《古诗三首》《示儿》人教（部编

版） 

示儿 

   

知识与能力：  

1、收集、交流这首诗的写作背景，了解诗句的内容。  

2、通过自主学习掌握“祭、乃”等字，理解“元、九州同、王师”等词语意思。

过程与方法：  

1、能运用学过的方法理解诗句意思。  

2、创设情境、引导想象、朗读悟情等形式去体会诗人表达的情感。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1、深入了解作者字里行间的爱国悲情，产生对陆游的敬佩之情。   

2、激发学生爱国情怀，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     

重点难点   

1、运用学过的方法理解诗句意思。  

2、创设情境、引导想象、朗读悟情等形式去体会诗人表达的情感。  

教学过程   

活动 1【讲授】示儿   

（一）播放图片，情境导入  

1、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间简陋的茅草屋里，烛光闪烁，忽明忽暗。床上

躺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他真切地感到自己不久于人也。于是，他把儿子叫到

床前，用微弱的声音交待遗嘱。这遗嘱就是《示儿》，这位老人就是陆游。  

2、说说你对陆游的了解，让学生交流课前资料。  

3、师：陆游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他出生在战乱纷飞的年代，一生都在渴盼

祖国的统一，在临终之时，躺卧在病榻上的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人间绝唱——《示

儿》。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示儿》，感受他忧国忧民的情怀。请大家齐读诗题——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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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示”是什么意思？“儿”呢？题目的意思是什么？陆游要告诉他的儿子什么

呢？我们一同来读读诗句。注意读准字音，读通诗句。  

 

（二）再读古诗，了解诗意。  

1、同学们，读诗，我们不光要把诗读准、读顺，读得有节奏，还要读懂其中的

意思。请同学们结合自己课前搜集的资料，和同桌讨论讨论，你理解了哪些诗句

的意思。（提示：默读古诗，用看注释、查工具书，联系以前学习古诗的方法，

小组合作学习诗句意思，并在旁作批注。）  

2、学生交流、讨论。  

3、检查了解。说说你对第一行诗句的意思。引导理解“元”通“原”指原本的

意思。万事空、但、九州、王师、定、家祭、乃翁等词的意思。再说说诗句的意

思。  

4、把这些词的意思放到诗句中，理解整首诗的意思。（指名学生说）  

5、同学们真了不起，一下子就读懂了诗的意思，仅仅这样是不够的，我们还要

走进诗人的内心，去揣摩诗中所蕴含的那份情感。请大家再次齐读古诗。你能用

一字字来表示自己读完古诗后的感受？（板书：悲）  

（三）品读古诗，感情诗情。  

1、诗人为什么而悲？（为祖国不能统一而悲）  

 

师：是啊，国家破碎，人们会过着怎样的生活呢？请看  

师：1126 年，当金兵的铁蹄踏破宋朝的京城卞梁的那一刻起，诗人陆游就和所

有的人一样过着这种苦难深重的日子。面对此情此景，大家想想诗人在为谁而

悲？为人民的什么而悲呢？（人民流离失所）    

2、出示诗人 68 岁时写的诗：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师：沦陷区的百姓在金人的铁蹄下痛苦呻吟，他们的泪水已经流干了，他们多么

想回到祖国的怀抱啊，然而年年盼望王师北伐，年年都注定失望。谁难将这种悲

伤放到诗句中读一读。  

3、师：中原的恢复、祖国的统一，靠谁呢？（王师）那些受苦受难、欲哭无泪

的百姓需要谁去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中呢？（王师）可此时的王师在做什么呢？

播放录像：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师：北方的壮丽山河沦陷了，而南方西湖边却是一片歌舞欢庆的景象，北方的老

百姓在金兵的欺压下度日如年，可西湖上的权贵们却在歌舞中昏昏度日，北方老

百姓盼望收复中原的军队望眼欲穿，可南宋的统治者却终日寻欢作乐，，早已将

失地与遗民忘到九霄云外，此时此刻，你想说什么？  

师：陆游想到这些忘了国仇家恨的统治者，心里除了悲伤、悲痛外，还有什么？

把这种悲愤带到诗句中，谁愿意来试试。  

4、引读：因为爱国，看不到大宋统一，陆游遗憾啊—— 因为爱国，想到那些

望眼欲穿的百姓，陆游悲痛啊——  

因为爱国，想到那些花天酒地、苟延岁月的南宁权贵们，陆游悲愤啊——  

5、品读三四句，感受“盼之深”  

过渡：这样的南宋王师做不了什么，但此时陆游还是放心不下自己的祖国，哪怕

只有一丝希望，这都源于他有一颗拳拳爱国心。 谁来读三四句。  

王师北定中原日是哪一日？无论是哪一日，陆游会在九泉之下苦苦等着，从这两

句诗中你感受到了什么？  

假如你就是陆游，你会怎样交待儿女呢？读诗句 引读：这可是我临终时最后的

希望啊—— 这可是我仅有的期待啊—— 这可是我唯一的牵挂啊——  

6、拓展延伸，体会爱国情怀  

（1）陆游从小就受到家中爱国主义思想熏陶，虽然他一生经历坎坷，但他的一

生收复中原的信念始终未变，请看—— 早年他在《夜读兵书》中写道：战死士

所有，耻复守妻孥。他认为大丈夫应战死疆场，而不应守在妻子儿女身边。 中

年他在《枕上》中写道：报国计安出？灭胡心未休。他消灭胡人的心从未停止过。 

（2）到了晚年 80 岁他又在《老马行》中写道：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

赵。  

师：诗人八十多岁仍然盼望着跨上战马，上阵杀敌，此时此刻，你感受到了什么？

（板书：爱国）  

（四）教师小结，升华情感  

师：人去楼空，灰飞烟灭，陆游就这样走了。作为一个父亲，在临终前他没

有给儿子们留下金银财宝这样的遗产，但他留下了近万首古诗，留下了他那至死

不渝的爱国精神，这份光辉的精神是多么宝贵的财富和遗产。这份遗产不仅是属

于陆游的后人，更是属于每一位炎黄子孙。  

或许，今天的学习只是给同学们的心灵打开了一扇小小的门，陆游心中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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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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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铭记历史，让我们化“悲”为力量，立志勤学，报效祖国，会让我们怀着

更多的思考走向未来的人生。  

《示儿》教学反思  

 

古诗《示儿》是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绝笔之作：“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

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简短的几句话，饱含着诗人至

死不渝的爱国情怀。读这样的诗，让我们真切的感受到一位爱国诗人毕生的心事

和无限的希望，表达了作者渴望收复失地，统一祖国的强烈的爱国热情。  

教学时，我本着以“陆游的爱国唤醒学生的爱国情感”这一人文性为准则，

采用的古诗教学方法是：情境导入，了解诗人；读通全诗，理解诗意；想象意境，

感悟诗情。课前我认真制作了多媒体课件，以便于学生的理解和学习。  

整首诗，我在朗读指导上做了精心设计。我着眼一个“悲”字，运用拓展、

感悟诗境引导学生反复朗读诗句，读出诗中的“味儿”。我还是以这一个“悲”

一个“盼”，把诗串起来，把学生的情感串起来，把我们的课堂串起来。我用了

一些感性的教师引导语言，为的是抓住学生已有的情感，来提升感悟。如：“因

为陆游的爱国，看不到大宋统一，陆游遗憾啊!”“因为陆游的爱国，想到那些望

眼欲穿的北方百姓，陆游悲痛啊!”“因为陆游的爱国，想着那些花天酒地，苟延

岁月的南宋权贵们，陆游悲愤啊!”有了这样的教师语言，学生的情感再次得到

升华。同时也自然的把内容归结在了我们的诗句：“但悲不见九州同。”这时，学

生的情绪还在激昂之中，所以继续教学后两句诗： “王师被定中原日，家祭无忘

告乃翁。”因为陆游的爱国，他还是放心不下自己的国家，于是他对儿子千叮万

嘱，我们的课也在一次又一次的叮嘱中， 一次又一次的抒发陆游爱国感慨的朗读

中结束。  

课后拓展部分，我加入了多首相关的诗作，南宋林景煕的《书陆放翁诗卷后》、

南宋诗人林升的《题临安邸》、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陆游的《十一月四日风

雨大作》和《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和诗人的情感，

顺应新课标的要求。   

教学本课后，我也发现了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首先对写作背景的介绍过于简

单，使学生对诗意的理解不够透彻； 其次，学生对伟大诗人陆游的爱国思想的理

解，因为时间、历史原因不够深刻。在对学生进行思维拓展延伸时，我虽多方引

导，但学生联系实际、自身谈现在学习这首诗的意义时，部分学生的回答不能令

人满意。如能联系当前国家形势谈出爱国主义对与祖国统一大业的重要意义，中

心就会得到再一次升华。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通过此次教学，我进一步了解了自己，虽然已经积累了一些教学经验，并努

力把它们应用与自己的课堂教学之中。但学习是无止境的，今后我还必须深挖教

材，课前认真备课、对学生的了解上做到细致入微，不断学习新的教学理念，学

习先进的教学方法，使自己的教学水平得到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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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儿》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古诗。 

2、学习《示儿》体会诗人强烈的爱国情感。 

3、学生理解诗句的意思，想象诗歌意境，培养学生阅读能力。 

教学的重难点： 

    理解诗句意思，体会诗中表达的强烈的爱国情感。 

教学准备： 

《示儿》内容相关的课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揭示诗题 

1、背诵古诗导入，学生背诵陆游的诗。  

2、了解作者及背景 

出示：这首诗是宋代大诗人陆游写的。陆游一生创作了很多诗歌，

保存下来的有九千多首，诗中抒发政治抱负，表现人民的生活，表达

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示儿》这首诗是他在 86 岁高龄，重病在床，

生命垂危的时刻写给他儿子的临终嘱咐。  

3、揭示诗题 

①“示儿”是什么意思：“示”告诉，告之，“示儿”是写给儿子

看的诗。 

②质疑：看了诗题，你有提出哪些问题？诗人想告诉儿子什么？

什么时候告诉的？为什么告诉儿子？ 

二、初读 

  自由朗读，按自己的节奏和速度来读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增广贤文》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1、交流，检查，指名读。 

  2、指导朗读，齐读。 

  同学们,读古代的诗词，我们不但要把它读正确，读得有节奏，

而且还要尽可能读出它的味道来。自己再试着读一读，争取读出自己

的味道和感觉。 

  3、指名读，反馈，齐读。 

三、体会诗意，理解情感 

  1、几遍读下来，知道老诗人为什么事情而死不瞑目了吗? 

  同学们,读到这儿为止,你的脑海里留下了什么印象和感觉?谁来

说一说? 

   2、带着这种感觉，再读这首诗，读进诗的字里行间 

3、理解诗句意思体会诗中爱国情感。  

1）出示：“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①指名说这两句的意思 

②师补充：简述北宋到南宋的历史。 

③你能把这种痛读出来吗?指名读诗 

2）出示《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①齐读，指名读诗。 

②理解诗句意思。 

③体会对诗人收复的壮丽山河的信念和对“遗民泪尽”的悲痛。 

④有感情的诵读《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3）出示：《题临安邸》 

①齐读，指名读诗。 

②体会诗人强烈爱国情感和对南宋的统治者的昏庸无能的讽刺。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

③两首诗对比读。 

诗人死前仅仅告诉儿子这些吗?还有什么?读后两句诗，指名说 

4）理解“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①学生理解诗句意思。 

②你觉得诗人为什么还要“家祭无忘告乃翁” 

③学生叙述，教师板书：爱。 

5）深化延伸，指导背诵。 

①指名读。 

②出示：“真正的爱国诗人，是后人对这位诗人最崇高的祭奠，

让我们带着崇敬之情背诵这首诗，并把他刻进自己的心里，永远！”

朱自清 

③指名背诵，齐背。 

四、学生再读古诗，升华感情。 

五、板书设计： 

示儿  

 南宋  陆游 

 

悲    爱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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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级上册语文说课稿-12 古诗三首《示儿》  人教部编版 

《示儿》说课稿 

我今天说课的题目：《示儿》。下面我将从说教材、说教学目标、

说教学重点、说教法和学法、说教学过程、说板书设计六个方面进行

说课。 

一、说教材 

《示儿》是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的绝笔。当时的南宋金兵不断

入侵、宋军节节败退，国家山河破碎，不复统一。陆游悲愤交加，临

终前立下遗嘱，既有对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悲愤，更有对祖国山河统一

必成的坚定信念。 

二、说教学目标 

根据新课程标准对本学段学生的要求，我从三个维度设定了以下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自学生字，理解“元、同”等词语的意思。 

2.过程与方法：借助注释，理解诗意；反复诵读，领悟意境。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引导学生与作者情感产生共鸣，激发学生

的爱国主义情怀。 

三、说教学重难点 

诗歌的意境作为本节课的重难点。 

四、说教法和学法 

我主要采用朗读指导法、谈话法等，借助多媒体课件展示，创设

情境，领悟诗歌意境。在学法上，采用读、想、说、写相结合的方法，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增广贤文》

让学生明诗意、悟诗情。 

五、说教学过程 

根据学生的认识水平和知识掌握程度，我设计了以下四个教学环

节：（一）创设情境，了解陆游（二）解诗题（三）明诗意（四）悟

诗情 

具体如下： 

（一）创设情境，了解陆游生平 

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我先课件展示《清明上河图》和战乱

后人民流离失所的图片。将学生引入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情境中。

接着出示陆游的图片和生平简介。了解其生活的历史背景后，进入第

二个教学环节“解诗题”，让学生明白本诗是作者林中前写给儿子的

遗嘱。出示全诗，进入第三个环节：明诗意。首先让学生自读故事，

做到字正腔圆，在引导学生读出节奏、读出韵味。 

在学生整体把握诗歌朗读基调后，进入第四个环节：悟诗情。出

示前两句，让学生理解“元、同”的意思，再指名说诗句意思，随后

抛出过渡句：死去了什么都是空的，但有一件事，作者始终放不下，

有谁知道是什么事吗？引导学生理解陆游因何而悲，指导学生朗读。

接着出示问题：大家知道岳飞吗？在南宋出现了很多像岳飞这样为了

抗击侵略者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将士，可那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

始终未曾收复失地？接着出示古诗《题西林壁》。问学生，他们在干

什么？当学生回答出“吃喝玩乐”后，接着让学生思考：想一想，陆

游除了因《不见九州同》而悲，他因何而悲？统治者的苟且偷生、昏

庸无能而感到悲哀。即便如此，他放弃了心中的信念了吗？除了悲，

他心中更加强烈的情感是盼。盼什么?他在盼着王师北定中原日那一

天。他生前爱国忧民、临死“但悲不见九州同”，死后明知万事已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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