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科 语文 年级/册 三（上） 教材版本 部编版 

课题名称 体会诗人写作《赠刘景文》这首诗的动机 

教学目标 体会当时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创作动机 

重难点分析 

重点分析 

知识点主要是要理解诗句，并要根据当时诗人以及诗人朋友刘景文的遭遇来

理解，他们各自的心情是怎么，要用一种什么态度去感受情感。 

难点分析 
学生经历还太少思想不复杂，理解困难，不能感同身受的体会到作者的思想

情感，没有经历过要去理解感受就很困难。 

教学方法 

 

1. 通过讲解体会作者心情和刘景文当时的状态。 

2. 通过诗句意思理解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教学环节 教学过程 

导入 

在宋代大文豪苏轼的心目中，秋天却有着别样的风情。这节课，让我们继续学习苏轼描写秋天的古诗

《赠刘景文》 

板书课题，引导学生注意“赠”是后鼻音。 

 

知识讲解 

（难点突破） 

介绍作者并释题：苏轼是宋朝著名的大诗人，别人又叫他苏东坡。他是宋代重要的文学家，“唐宋

八大家”之一。 

这首诗歌是诗人写给自己的好朋友刘景文的，刘景文是一个有学问、不怕困难的人。当时刘景文已

经 50多岁了，可是却没有受到朝廷的重用，所以整天闷闷不乐，心情很不好。苏轼就邀刘景文到他家

里做客，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聊天，苏轼很想帮刘景文树立信心。于是，便写了一首诗送给刘景文，希望

刘景文能找回自信，取得成功。这首诗的题目就叫《赠刘景文》。 

人们常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所以读诗时要边读边想，再自读诗歌，想一想诗中写了哪些景

物。 

出示秋季荷叶干枯图，体会荷的了无生息。 

师：看到这幅图你会想到哪句诗？ 

相机出示：荷尽已无擎雨盖 

师：哪个字直接点明荷花已经凋谢呢？（尽，凋谢之意） 

师：“擎雨盖”是什么意思？（“雨盖”是指雨伞的意思，擎雨盖就是撑起的雨伞，而句中指的是像撑起

的一把伞的荷叶） 

③这样缺乏生机的荷叶，确实让人感到凄凉悲伤。齐读“荷尽已无擎雨盖” 

④讨论：荷花凋谢了，荷叶枯萎了，诗人为什么还要写这里？ 

同样的方法进行“菊”字的教学。 

出示菊残图，理解“傲霜枝”。 



师：秋风中，菊枝仍精神抖擞地挺立着，你想对它说什么？ 

师:正是因为菊花有如此不屈的精神，所以才能成为秋天精神的代表，也才更让诗人喜爱秋天（板书:喜

爱 ） 

让我们带着喜爱之情再来读读这两句诗。（出示一、二句话） 

 

教学“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 

过渡：我们跟着诗人再一路走一路看，你会发现秋天还有更美的景色在前面呢。 

（出示“橙黄橘绿”四个字）读了这几个字，你仿佛看到了什么？(金黄的橙子、黄绿色的橘子） 

相机出示橙黄橘绿图。 

苏轼看到的秋天就这些景物吗？发挥你的想象，帮诗人说说他看到却没有写出来的景色。 

  学生交流，出示预设的秋天丰收图，学生说感受： 

秋天真是一个（   ）的季节！ 

这真是一个多姿多彩、丰收喜悦的季节，怪不得诗人说：“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你

现在明白这两句诗的意思了吗？    

学生说诗意，悟诗情，教师板书。（板书：橙 黄 橘 绿   赞美） 

学生有感情地朗读三、四句，注意读出对秋天的赞美之情。 

质疑思考：诗人明明是写秋天的景物，为什么题目偏偏要用“赠刘景文”呢？ 

 

教师简单补充诗歌的创作背景资料（刘景文具有菊花一样的品格和节操），引导学生从中明确诗人借

这首诗歌不仅仅是为了赞美秋天的景色。在欣赏秋天的橙黄橘绿，体会收获喜悦的同时，更通过菊花

的傲霜，揭示做人要有坚韧的品格。表达了对朋友刘景文的敬佩与勉励之情（补充板书：抒情） 

 

 

 

 

 

 

 

 

 

 

 

 

 

 



课堂练习 

（难点巩固） 

1、同学们读了古诗，谁能说一说诗中写的故事发生在哪个季节？  

2、你是从哪些词中看出来的？ 

 

小结 

这首古诗是描写秋景的。读了之后，我们会被诗中所描绘的深秋美景所深深陶醉。《赠刘景文》

写的是秋末的景色。荷枯，菊败，橙黄，橘绿，色彩鲜明，突出了秋天的特点。其中描写菊花傲寒斗霜

的气慨，间接表达了对人的敬佩之情；配有插图，便于对诗意的理解。 

对于上古诗这类课文，确实心中没底，毕竟他距离我们太遥远，且理解起来难度很大。即使自己

理解了，也不知该如何传达给学生。但是没办法，作为教师，只有去适应教材，而不能让教材适应我们，

我也只好赶鸭子上架。 

在教学这首诗之前，我先对这首诗的诗人苏轼的生平事迹作了一番讲解，从而拉近诗人和学生之

间的距离。再让他们理解这首诗的题目，没想到他们一下就说出来了，让我欣喜不已。对于刚进入二年

级的学生来说，理解这首诗确实有很大的难度，特别是“擎雨盖”、“傲霜枝”这样的词语。因此我让孩

子们一边对照词语手册上的注解，一边自己理解课文，让他们对全诗有一个大概把握。接下来我重点对

“擎雨盖”、“傲霜枝”这两个词语进行了讲解，并找来一些图片，让他们明白为什么要将“荷叶”叫做

“擎雨盖”，怎样的枝条叫“傲霜枝”。通过观察图片，孩子们对这两个词语的意思有了基本的认识。 

虽然孩子们对局部把握了，但由于教学上的不足，致使学生对全诗的把握不够，对于诗人所要表

达的思想也没有很好的理解。古诗该如何进行教学，我想这是摆在我面前的一个难题，希望通过不断的

学习，使自己在这方面有所提高！ 

 

 

 

 

 



《赠刘景文》教学设计 

【教材分析】 

《赠刘景文》是义务教育课程部编教材小学语文三年级上册第二单元第4课《古诗三首》

其中一首古诗。《赠刘景文》写的是秋末的景色，荷枯、菊败、橙黄、橘绿，色彩鲜明，突出

秋天的特点。 

【学情分析】 

    本课学习的对象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学过古诗也背过古诗，但对于诗的意思和意境主

要还是通过诵读和教师引导来感悟，教学时重点放在古诗意境的理解，不是一字一句的理解，

而是明白大致的意思，体会诗人的感情。在教学中重点指导朗读，让学生读出诗的韵味，读

出诗的意境。 

【教学理念】 

新课标强调：“语文课程应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课堂中，我们应教给学

生相应的方法，以提高学生学习语文的能力。因此，本节课的设计十分关注培养学生古诗诵

读的能力训练，以读悟情。通过抓关键词的方法，引导学生体会并学习古诗中对自然景色的

描写，尝试创编儿童诗。 

【教学目标】 

1．学习古诗《赠刘景文》，体会诗人对秋天的赞美之情。 

2．认识本首诗中出现的生字，学写“赠、盖、橙、残”四个生字。 

3．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古诗，并背诵下来。 

【教学重难点】 

学习古诗《赠刘景文》，体会诗人对秋天的赞美之情。 

【教学准备】 

1．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图片素材。 

2．学生准备：课本、通用格练字本、课文本。 

【教学过程】 

一、激发兴趣，导入新课 

1．出示图片：看图猜诗句，体会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三幅图是我们学过的一些古诗的

景色，让学生通过看图联想诗句。） 

2．齐读古诗题目。 

3.请一名学生介绍作者基本信息。 



【设计意图】通过学过的古诗感悟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引导学生想象诗句描绘的画面。 

二、字词检测，初读感知 

1．生字检测：学生范读，全班跟读 

2.词语检测：女生带读，男生跟读 

3.生字书写指导 

（1）说说你是怎么记住这些字的。（小组合作，交流记字方法。） 

（2）学习书写“赠、盖、橙、残”。 

①认真观察田字格中的范字。 

②分析字形。 

③指导书写。 

A．橙：的“登”这边的两个短撇要注意。 

B．赠：可以采用拆字旁法来帮助识记。 

C．残：右边注意不要写成“戈”。 

D．盖：注意上下结构分布在通用格框中的上下宫格位置，上方不能出头写成“羊”。 

④学生描红、仿写。 

4.用移动设备投屏学生作品，分析学生书写的优点和需要注意部分。 

【设计意图】书写指导交给学生当小老师，分享自己识记生字的方法。运用移动设备实

时展示学生书写作品，课堂师生共评。 

5．齐读古诗，在诗中找出自己不理解的词语，圈出来。 

6．小组合作学习古诗。 

（1）每人读一遍古诗。 

（2）提出自己不懂的词语，一起讨论。 

三、再读感悟，想象画面 

1.配乐朗读，感悟韵律美  

（1）师配乐范读古诗，引导学生感受古诗韵律停顿。 

（2）生范读、齐读朗读古诗，再度感受古诗韵律。 

【设计意图】配乐多形式的朗读古诗，让学生在音乐的清扬乐声中感悟古诗中的韵律美

好，加深学生对古诗的初步感知，以读悟情。 

2.自由读诗，分享读懂了哪些字词,说说你懂了什么，读懂了哪句就说哪句。 

3.看图感悟诗中画面，采用抓关键字方法感悟诗句。 



（1）观察荷花 3个阶段的变化，找出古诗中应景的词句。 

（生:抓关键词“荷尽”，感受“尽”表达凋谢的含义） 

（2）课件演示“擎雨盖”，帮助学生理解。 

（师语言引导学生根据关键词来描述诗句大意） 

（3）观察菊花 3个阶段的变化，体会“菊残”和“傲霜枝”。 

（4）请学生用语言表述分享他们心中的雪地中迎风挺立的菊花的画面。 

【设计意图】通过抓关键词法和书本注释解读法，让学生能了解诗歌大意，感受个别诗

句意境。 

4.小组讨论：根据诗句中抓到的关键词，分享对诗句的体会，讲述诗句中描绘了怎样的

一个画面，尝试分析后两诗句大意。 

5.小组分享： 

（1）提出自己不懂的词语，全班一起解答。 

（2）理解“君须记”，感受后两句诗句情感表达，主要描绘了什么景象。 

（3）读给你的伙伴听。 

【设计意图】 

6.诗句脉络解析 

（1）引导学生想象诗歌所描绘的橙黄橘绿的秋天画面，感受诗歌情感表达方式。 

（2）板书讲解归纳诗句含义。 

四、启发想象，品读古诗 

1．品读古诗，配乐诵读 

（师：诗人在我们的眼前展现了一幅秋末的美丽图画，并用优美的诗句描写了秋末时节

美丽的景色，我们应该怎样读呢？） 

2．师生配合有感情诵读。     

【设计意图】多形式反复诵读，感受诗歌意境美。 

五、延伸创作，赞美秋天 

    1.儿童诗创作 

    （1）主题：赞美秋天，可以用儿童诗或者片段作文的形式写话。 

    （2）移动教学设备投影学生作品，学生诵读作品，互相赏析作品。 

    2.课堂小结 

【设计意图】创编儿童诗，让学生们用自己淳朴的语言表达对秋天的赞美。使学生的情



感进一步迸发出来，让这种情感挥洒到极致。 

【作业布置】 

背诵并默写《赠刘景文》。 

【板书设计】 

描绘景象 

荷花--荷尽 

菊花--菊残      秋天 

    --傲霜枝 

橙黄橘绿 

 

 

 Ppt 演示 

 

4.古诗三首 

赠刘景文 

宋 苏轼 

    赠   残   盖（生字） 

 

【教学反思】 

    我在教授这首古诗过程中按照设定的教学目标开展教学活动，但在以读悟情的环节中自

己感觉还是缺乏一些灵活性和学生的自主性。在指导学生朗读古诗的时候以后可以考虑以下

一些改进： 

（1）重视学生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可以换个方式比如：你喜欢哪一句，就站起来表演朗

读，其他同学欣赏。朗读过程要提醒学生抑扬顿挫。  

（2）重视教师的朗读示范，诵读完请学生当小老师，点评老师是怎样读的？哪里读得好？

为什么要这样读？让学生在教师入情入境的朗读中了解朗读语感。  

这是一首描写秋天景色的诗，诗中哪些地方能看出是秋天呢？以这个问题为线索学习古

诗。让学生通过课件中图片的情景，学生诵读边思考，通过关键景物的抓取，学生更好的理

解诗句的意境。 

本课的儿童诗创作环节，也是启发学生留心观察大自然，赞美秋天的一个环节，在课堂

中发现孩子们一些很好的作品，在课后还可以搜集做一个诗歌分享会。 



《日月明》教学设计 

授课人  学科 语文 学校  

课  题 《日月明》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2.初步了解会意字的构字特点，激发学生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之情。 

教学重点 初步了解会意字的特点。 

教学难点 感受祖国文字的无穷魅力，激发学生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之情。 

教学方法 朗读感悟，合作探究 课时安排 1 课时 

教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一、激趣导入 

师导入：上节课我们已初步学习了

《日月明》一课的生字词。这节课我

们来继续学习。 

1.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写写课题。（板

书：9.日月明）再请大家读一读。  

2. 师：从课题中，你能发现什么秘

密？ 

3. 指名学生回答。（日+月=明） 

4. 师过渡：同学们真是火眼金睛，

这么快就发现了课题的规律。今天我

们要学习的课文内容与课题有什么

关系呢？让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

课文吧。 

 

 

 

 

 

   学生书空课题。 

生齐读课题。 

学生仔细观察课题，尝

试发现秘密。 

学生回答从中发现的

秘密。 

 

 

通过直接板

书课题、读课题，

使学生迅速进入

新知识学习的准

备状态。让学生观

察课题，发现课题

中的小秘密，是鼓

励学生主动发现，

激发学生进一步

探究课文的兴趣，

为下一步的学习

做好准备。 



 

二、读韵文，初步感知会意字 

1.课件出示自读要求： 

①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②在课文中找出像“明”这样存在特

殊规律的字。 

学生借助拼音自由读课文，教师巡视

辅导。 

2.检查自读情况。 

（1）检查课文朗读情况 

①师：刚刚同学们都读得非常认真。

现在，有哪位同学愿意率先挑战一

下，为大家朗读一遍课文呢？ 

（指名学生朗读，教师和其他同学相

机正音。） 

②教师带读，注意节奏。 

③男女生对读课文。 

 

（2）检查生字认读情况 

师过渡语：同学们真厉害，已经朗读

得非常棒了。但是别忘了我们还有任

务呢，有没有哪位同学发现了课文中

像“明”这样有特殊规律的字？ 

① ①指名学生回答，教师相机板书。（板

书：男、尖、尘、从、林、众、森。） 

师过渡语：这位同学真是火眼金睛，

这么快把具有特殊规律的字都找到

了。其他同学是不是也要来展示一下

自己的本领呢？ 

 

 

 

 

学生按照要求自由读课

文，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并在课文中找出像“明”这

样存在特殊规律的字。 

 

 

 

一生读，其他学生认真

听，尝试纠正错误读音。 

 

 

学生跟着老师读。 

男生一句，女生一句，

对读课文。 

 

 

 

 

 

学生回答自己发现的

有特殊规律的字。 

 

 

 

 

 

让学生带着

目的去读课文，而

不是漫无目的地

浏览，一方面可以 

培养他们良好的

读书习惯，另一方

面页为下面初步

知会意字做准备。 

 

 

通过多种形

式朗读课文，让学

生在读中理解，读

中感悟，读中积

累，体现了语文学

科以读代讲的特

点。 

 

 

 

本环节以情

感激励为主，创设

一个不断挑战的

情境，变化读的方

式，引导学生正确

认读生字，既使课

堂充满了情趣，又

为下一环节的学



②课件出示带拼音的八个会意字，指

名学生认读。 

学生认读课件上的带

拼音的八个生字。 

 

习作好了铺垫。 

 

 

 



③去拼音读,指名学生领读。 

④出示课件：猴子过河游戏（小组开

火车读出现的生字，读对了，猴子蹦

上石头，蹚过河。读错了，教师相机

纠正。） 

 

三、理解字义，了解会意字的构成规

律 

师过渡语：这些字读了这么多遍，你

有没有发现老师的板书上有什么小

秘密？（前面五个是由两个字组成新

的汉字，后面两个是由三个字组成新

的汉字。） 

 

师：我们班的小朋友真是特别善于观

察。但老师还要告诉你们另一个秘

密，这些字不仅是由两个或三个字组

成，而且意思上也与这些组成它的字

有很大的联系呢！不信，先跟老师一

起来看看“明”吧！ 

 

（一）趣味识“明”，感受会意字的构

字特点 

1.教师示范讲解“明”。课件出示图

片，辅助讲解。日，即太阳，白天给

大地带来了光明；月，即月亮，夜晚

给大地带来了光明。“日”“月”都很

明亮，所以和在一起就构成了“明”。

“明”也就有“明亮”的意思。它可

学生认读去掉拼音的

八个生字。 

学生以小组来读“石

头”上出现的生字，帮助小

猴过河。 

 

 

 

学生观察板书后，回答

板书上存在的小秘密。 

 

 

 

 

 

 

 

 

 

 

 

 

生通过“明”的示范讲

解初步感受会意字的构字

特点。 

 

 

 

 

 

 

 

 

 

 

 

 

鼓励学生观

察板书上小秘密，

进而引出会意字

的模糊概念，激发

学生了解会意字

构字特点的兴趣。 

 

 

 

 

 

依托生动有

趣的动态课件，让

学生通过“明”的

教学去感受会意

字的构字特点，并

了解什么是会意

字，以激起学生对

汉字的探究欲望，

为学生后面合作、

探究，自主学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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