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古诗春夜喜雨教案及反思(优质8篇)
通过安全教案的学习，人们可以了解各种突发事件的应对方
法，提高自身的安全防护意识。为了帮助广大教师更好地编
写幼儿园教案，小编特地搜集了一些优秀教案供大家参考。

大班古诗春夜喜雨教案及反思篇一

教学目标：

1、初步理解《春雨》的意思，感受作者赞美春雨的思想感情。

2、“乃”“随”的笔顺要掌握。

教学重难点：掌握“乃”“随”的笔顺。

教学过程：

一、揭题：

今天我们要学的课文就是古代诗人为表达对春天的喜爱之情
而写的两首诗。板书：古诗二首

二、自读古诗：

1、解题：《春雨》是唐朝大诗人杜甫写的`。原诗有八句，
这里节选其中的前四句，说的是春雨的特点。

2、自读古诗。

三、学习生字：

1、出示生字：naisuirun



乃随润

2、指名读：注意润的音。

3、自学生字的开，借助笔顺记住“乃”“随”的笔顺

4、在书上描红。

四、品读古诗：

1、指名朗读。

2、看图细读。

（1）看图说说春雨的特点：春雨细密，滋润万物，催开百花。

（2）图文对照自悟朗读。

（3）指名朗读试说诗意。

3、理解生字的意思：

当：正当，就在乃：就潜：暗中，悄悄地

4、图文对照理解诗意。

（1）指名读“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2）指名试说诗意。

（3）师：“春雨”好像知道什么季节最需要雨水，春天一到
就下起来了。

（4）诗人为什么说它是“好雨”呢？（来得及时）



（5）齐读第一句诗。

（6）指名读“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7）指名试说诗意。

师：春雨在夜间，乘人们不注意的时候，随着春风洒落，细
密无声地滋润着万物。

（8）齐读这两名诗。

五、指导朗读。

1、指出重点的词语：“好”、“知”、“当乃”、“潜、细、
无”

2、教师范读后学生练读。

3、指名读。

4、试背古诗。

大班古诗春夜喜雨教案及反思篇二

教学目标：

1、有节奏的诵读本诗，感受古诗词带来的韵律美，背诵并默
写这首诗。

2、以字的品析为切入点，抓住古人讲究炼字、炼句乃至炼意
的特点，体味诗词推敲字句的妙处。

教学过程

一、导入课题



1、生背诵课前一首诗《泊船瓜洲》。讨论本诗中用得好的一
个字――“绿”。生谈自己的感受。

师板书课题。

2、读诗题，解诗人

孩子根据自己所搜集的资料，介绍杜甫。

师介绍：杜甫“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正是
他严谨创作态度的真实写照。在我国文学史上有“诗圣”之
称。他的诗留存至今的有一千四百余首，有《杜少陵集》。

老师讲解“语不惊人死不休”，并用爽快流畅的行书进行板
书。引导：杜甫的是是否真的是这样的呢？我们来一起品读
这首诗。

二、读古诗，品诗意

（一）感受律诗韵律美

1、生自由朗读古诗，要求读通顺，读准字音。

2、点名读诗，教师进行点拨，读准诗的节奏，相机进行指导。
请孩子再读，检验指导的效果。

3、感受律诗的韵律美。

指导孩子写出每一句后一个字的拼音（生sheng、声sheng、
明ming、城cheng），了解律诗的押韵方法，注意韵脚的诵读，
孩子自由读古诗，注意抓住节奏，读出韵律美。

4、古时候，诗歌都是可以配乐吟唱，今天老师就带着同学们
和着韵律来吟唱这首诗。



通过这样的多角度的诵读，感受古诗带来的韵律和节奏美。

（二）抓题眼，品诗意

1、读诗题，品题眼

（1）生读诗题，抓题眼

“喜”，为什么用“喜”呢？

（2）讲解“喜”字的字源，用喜字说成语。

（3）出示大红双喜字，你看到这个“喜”字会想到什么成语
呢？（喜结良缘）。了解喜在中国文化中的运用和重要意义。
（渗透中华汉字文化）

（引导：诗人杜甫“喜”的是什么呢？为什么“喜”呢？）

了解杜甫撰写《春夜喜雨》的背景资料，明白这场春雨滋润
世间万物，特别是农作物，必将带来丰收的希望。初步感受
杜甫的“忧民”之情。

2、自读古诗，解题眼

杜甫说：“语不惊人死不休”，我们就应该在他的诗中去品
味，看你能够从这首诗中的那些地方品出诗人的“喜”来。

看看这样的雨吧：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两三天。可别恼。
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
全笼着一层薄烟。树叶子却绿得发亮，小草儿也青得逼你的
眼。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
而和平的夜。乡下去，小路上，石桥边，有撑起伞慢慢走着
的人；还有地里工作的农夫，披着蓑，戴着笠。他们的房屋，
稀稀疏疏的，在雨里静默着。



尊重孩子自己的个性化的`感悟。

预设：“潜入夜”和“细无声”相配合，不仅表明那雨是伴
随和风而来的细雨，而且表明那雨有意“润物”，无意
讨“好”。如果有意讨好，它就会在白天来，就会造一点声
势，让人们看得见，听得清。惟其有意“润物”，无意
讨“好”，它才选择了一个不妨碍人们工作和劳动的时间悄
悄地来，在人们酣睡的夜晚无声地、细细地下。

学写“潜”字，注意右边的第一个“夫”捺画变成点，这是
避让。

生练习书写。

讨论：孩子较难理解“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引导孩
子思考：这和润物有关系吗？并发表自己的见解。

老师解读：雨这样好，当然希望它能下透彻，倘若只下一小
会，那“润物”也很不彻底，诗人正是抓住这一点，写下了
第三联，只有十个字，便画出了一幅色彩鲜明、形象生动的
春江夜雨图。只不过换了一个写雨的角度罢了，上联是从听
觉来写雨的润物功能，而本联则从什么角度来写？是从视觉
来表现雨意浓厚。

本句运用了常用的反衬的手法，突出了野径、云、水、渔船
相辉映的春夜图，并点题。

让孩子充分表达自己的个人见解。

通过大家的反复品读、探究，我们真切的感受到了杜甫诗句
真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

4、感受了春雨的可喜，品味到了杜甫的“忧民”之情。



背诵《春晓》，比较一下，《春晓》中的“花落知多少”与
《春夜喜雨》中的“润物细无声”相比，哪一种雨更喜人呢？
谈谈你的看法！

出示全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
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大家不妨也来品一品，诗人对人民大众的关怀之情。

5、请同学们带着自己的感受再次诵读《春夜喜雨》。

6、背诵并默写古诗。

三、拓展诵读，品诗人情怀

1、出示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感受诗人的“忧国”
情怀。

2、比较诵读，体会诗人的爱国情怀。

四、布置作业

五、板书设计

春夜喜雨（杜甫）

知时节、当春、潜入

丰收有望

润物细无声

大班古诗春夜喜雨教案及反思篇三

1、学会“乃、随、潜、润、细”这五个生字。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诵读古诗。

3、感悟诗歌内容，想像诗歌所描绘的情景，激发孩子热爱春
天的感情。

4、激发孩子对祖国诗歌的热爱之情。

教学重点、难点

1、理解古诗意思，体会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妙，培养孩子热爱
祖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感情。

2、学会本课生字，背诵古诗。

教具准备

教师方面：录音带、课件

孩子方面：搜集杜甫的资料以及有关春天的诗句。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导入。

春雨在古代被称为“喜雨”，唐代大诗人杜甫就写了一首
《春夜喜雨》。今天，我们就跟随大诗人杜甫一起走进盛唐，
去感受那场《春雨》。

2、板书课题：春夜喜雨

二、初读古诗，自学字词。

1、借助拼音练读古诗，把不认识的字标画出来，借助拼音多
读几遍。



2、同桌合作，借助字典学习生字，要明确字的偏旁，结构，
组词。

3、这些字，你如何用自己独特的方法记住它？

4、出示表格，检查自学情况，并交流自己有趣的识记方法。

5、哎呀，只顾着玩，字宝宝该回家了。你们谁能把字宝宝安
全送回家，谁能？谁想试一试。指名朗读古诗、正音。

6、谁认为自己还能比他读得更好？比赛读、挑战读，引导孩
子读准确，读出诗的节奏美、音韵美。

课件出示，指导朗读。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
细/无声。

7、在反诵的诵读中，你知道了什么？

三、小组合作，理解诗意。

1、请同学们自由读古诗，边读边画出你不懂的词。

2、对于你不懂的词，看看能不能借助字典查出它的意思。

3、把自己的学习结果在小组里进行交流，再互相自己对诗句
的理解，互相补充，互相学习。

4、小组讨论。

5、汇报交流学习成果。

（1）交流时重点引导理解：知时节当乃潜润



（2）用自己的话说说你对古诗的理解。

四、精读细品，感悟“好雨”，启发想像。

1、读读古诗，想一想，为什么说这是一场“好雨”？一边读
一边思考，把你自己感悟到的注出来，再和小组的同学讨论
一下。

2、自读思考，小组交流讨论。

3、汇报；你们小组认为这场春雨的好表现在哪些方面？

（设计意图：孩子的感悟能力就如杠杆上的支点，对人的发
展来说，孩子的感悟能力的高低正决定着今后能否撬起这个
地球。“感悟”既是一种心理活动，又是一种情感经历，还
是一种审美体验，在一步步感悟“好雨”的引导中，孩子进
一步理解了诗歌，感悟到了古诗表达的意境，体会到了古诗
的精炼，也在悄无声息中受到了思想品德教育。）

4、学到这儿，你想说什么？

5、师配乐读，孩子一边闭目听，一边努力把诗歌的语言文字
变成画面。

6、刚才，你仿佛看到了什么？再现想像。

五、赏读全诗，背诵全诗。

1、自由练习读，努力把你对春雨的喜爱、赞美之情读出。

2、配乐展示个性读。

3、师生互动背诵，同桌互背。

（设计意图：读书百遍，熟读成诵，是学习语文最有效的方



法之一，读读、背背、想想，细细地体会，这们，古典诗文
将会在孩子纯真的心灵上留下深深的烙印，丰富孩子语言积
累。）

六、课外延伸，拓展阅读。

交流自己在课外搜集到的有关描写春天的诗歌，教师相机课
件出示有关诗句，拓展阅读。

大班古诗春夜喜雨教案及反思篇四

1、有节奏的诵读本诗，感受古诗词带来的韵律美，背诵并默
写这首诗。

2、以字的品析为切入点，抓住古人讲究炼字、炼句乃至炼意
的特点，体味诗词推敲字句的妙处。

3、品读杜甫，感受杜甫忧国忧民之情。

品味诗人遣词造句的妙处，领略诗歌意境。

教师:解读教材;阅读相关的文献资料;准备课件。

学生:搜集有关杜甫的资料，背诵杜甫的诗句。

1.生背诵课前一首诗《泊船瓜洲》。讨论本诗中用得好的一
个字——“绿”。生谈自己的感受。

师板书课题。

2.读诗题，解诗人

学生根据自己所搜集的资料，介绍杜甫。

师介绍:杜甫“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正是他



严谨创作态度的真实写照。在我国文学史上有“诗圣”之称。
他的诗留存至今的有一千四百余首，有《杜少陵集》。

老师讲解“语不惊人死不休”，并用爽快流畅的行书进行板
书。引导:杜甫的是是否真的是这样的呢?我们来一起品读这
首诗。

(一)感受律诗韵律美

1.生自由朗读古诗，要求读通顺，读准字音。

2.点名读诗，教师进行点拨，读准诗的节奏，相机进行指导。
请学生再读，检验指导的效果。

3.感受律诗的韵律美。

指导学生写出每一句后一个字的拼音(生sheng、声sheng、
明ming、城cheng)，了解律诗的押韵方法，注意韵脚的诵读，
学生自由读古诗，注意抓住节奏，读出韵律美。

4.古时候，诗歌都是可以配乐吟唱，今天老师就带着同学们
和着韵律来吟唱这首诗。

老师打拍子，指导学生进行吟唱。通过这样的多角度的诵读，
感受古诗带来的韵律和节奏美。

(二)抓题眼，品诗意

1.读诗题，品题眼

(1)生读诗题，抓题眼

“喜”，为什么用“喜”呢?



(2)讲解“喜”字的字源，用喜字说成语。

(3)出示大红双喜字，你看到这个“喜”字会想到什么成语
呢?(喜结良缘)。了解喜在中国文化中的运用和重要意
义。(渗透中华汉字文化)

(引导:诗人杜甫“喜”的是什么呢?为什么“喜”呢?)

了解杜甫撰写《春夜喜雨》的背景资料，明白这场春雨滋润
世间万物，特别是农作物，必将带来丰收的希望。初步感受
杜甫的“忧民”之情。

2.自读古诗，解题眼

杜甫说:“语不惊人死不休”，我们就应该在他的诗中去品味，
看你能够从这首诗中的那些地方品出诗人的“喜”来。

学生自由的默读古诗，把自己的感受写在书上或笔记本上。

师巡视指导，适当的肯定学生自己的看法，并从中指导学生
抓住重点字来进行品读。培养学生品词品句的能力。

3.论诗句，品诗情。

讨论一,

学生充分的表达自己的见解，老师在其间做出适当的引导。

预设:“好”——为什么是“好雨”?因为在春季农作物非常
需要雨水的.滋润。农谚云:“春雨贵如油”。正反映了春雨
的宝贵。

“知”——赋予春雨以人的生命和情感，在作者看来，春雨
体贴人意，知晓时节，在人们急需的时候飘然而至，催发生
机。多好的春雨!



“当”——正是时候，又是干旱，又是春天。

“潜”和“细”——

讨论为什么是用“潜”，你还能换成别的词的吗?引入朱自清的
《春》中描写春雨的部分，老师诵读，学生抓住关键句子来
解读“潜”的妙处。

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两三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
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
树叶子却绿得发亮，小草儿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时候，上
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乡下
去，小路上，石桥边，有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还有地里工作
的农夫，披着蓑，戴着笠。他们的房屋，稀稀疏疏的，在雨
里静默着。

尊重学生自己的个性化的感悟。

预设:“潜入夜”和“细无声”相配合，不仅表明那雨是伴随
和风而来的细雨，而且表明那雨有意“润物”，无意
讨“好”。如果有意讨好，它就会在白天来，就会造一点声
势，让人们看得见，听得清。惟其有意“润物”，无意
讨“好”，它才选择了一个不妨碍人们工作和劳动的时间悄
悄地来，在人们酣睡的夜晚无声地、细细地下。

学写“潜”字，注意右边的第一个“夫”捺画变成点，这是
避让。

生练习书写。

讨论二，学生较难理解“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引导
学生思考:这和润物有关系吗?并发表自己的见解。

本句运用了常用的反衬的手法，突出了野径、云、水、渔船



相辉映的春夜图，并点题。

让学生充分表达自己的个人见解。

通过大家的反复品读、探究，我们真切的感受到了杜甫诗句
真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

4.感受了春雨的可喜，品味到了杜甫的“忧民”之情。

背诵《春晓》，比较一下，《春晓》中的“花落知多少”与
《春夜喜雨》中的“润物细无声”相比，哪一种雨更喜人呢?
谈谈你的看法!

出示全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
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大家不妨也来品一品，诗人对人民大众的关怀之情。

5.请同学们带着自己的感受再次诵读《春夜喜雨》。

6.背诵并默写古诗。

1.出示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感受诗人的“忧国”
情怀。

读一读，说一说，这首诗用一个什么样的带喜字的成语来形
容杜甫的心情呢?(欣喜若狂)他又为什么而喜呢?(收复失地)

通过这两首诗的诵读，我们能够初略的了解了杜甫那份浓郁
的忧国忧民之情，希望大家在课外多诵读杜甫的诗，更加立
体的感受杜甫。

2.课外诵读有关春雨的诗词，进行积累。说一说诗人对春雨
的不同感受。



杜甫那忧国忧民的情感时刻都在感染着我们，我们在品读完
杜甫的《春夜喜雨》以后，你又有怎样的话说呢?又有怎样的
感受呢?不妨让大家提起笔来尽情的表达!

(杜甫)

知时节、当春、潜入

丰收有望

润物细无声

大班古诗春夜喜雨教案及反思篇五

学习目标：

1、诵读全诗，注意节奏，体会诗歌的韵律美。

2、抓关键字，疏通诗歌大意。

3、理解诗歌意境，体会诗中表达的思想感情。

4、背诵并默写诗文。

重点难点

重点：诵读全诗，疏通诗歌大意。

难点：理解诗歌意境，体会诗中表达的思想感情。

学法指导：

自主合作尝试探究

课时安排：1课时



大班古诗春夜喜雨教案及反思篇六

教学目标：

1.初步理解《春雨》的意思，感受作者赞美春雨的思想感情。

2.“乃”“随”的笔顺要掌握。

教学重难点：掌握“乃”“随”的笔顺。

教学过程：

第一教时

一、揭题：

二、自读古诗：

1、解题：《春雨》是唐朝大诗人杜甫写的。原诗有八句，这
里节选其中的前四句，说的是春雨的特点。

2、自读古诗。

三、学习生字：

1、出示生字：naisuirun

乃随润

2、指名读：注意润的音。

3、自学生字的开，借助笔顺记住“乃”“随”的笔顺

4、在书上描红。



四、品读古诗：

1、指名朗读。

2、看图细读。

(1)看图说说春雨的特点：春雨细密，滋润万物，催开百花。

(2)图文对照自悟朗读。

(3)指名朗读试说诗意。

3、理解生字的意思：

当：正当，就在乃：就潜：暗中，悄悄地

4、图文对照理解诗意。

(1)指名读“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2)指名试说诗意。

(3)师：“春雨”好像知道什么季节最需要雨水，春天一到就
下起来了。

(4)诗人为什么说它是“好雨”呢?(来得及时)

(5)齐读第一句诗。

(6)指名读“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7)指名试说诗意。

师：春雨在夜间，乘人们不注意的时候，随着春风洒落，细
密无声地滋润着万物。



(8)齐读这两名诗。

三、指导朗读。

1、指出重点的词语：“好”、“知”、“当乃”、“潜、细、
无”

2、教师范读后学生练读。

3、指名读。

4、试背古诗。

四、写字：

学生自练描红“乃、随、润”三个生字。

第二教时

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和背诵。

2、学会“晓、眠、觉”三个字，知道这几个字在诗中的意思。

3、初步理解诗意，感受作者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

教学重点：掌握晓的字形。

教学难点：感受作者热爱大自然的感情。

教学过程：

一、复习：



1、指名背《春雨》。

2、默写：乃、随、润。

二、揭题：

板书：春晓

解题：晓：早晨春晓：春天的早晨

作者：唐代诗人孟浩然。

三、读古诗，学生字。

1、指名读古诗，其余同学画出生字词

2、出示生字词让学生自学：

春眠不觉晓啼

3、检查自学情况。

4、师范写“晓”学生在书上描红。

四、细读古诗：

1、看图读古诗，试说古诗的意思。

2、理解单字的意思：

眠：睡觉。

不觉晓：晓指天亮。不知还、不觉天就亮了。

间：听到。



闻啼鸟：闻鸟啼，听到鸟的叫。

3、理解诗意：

(1)指名读第一句。

(2)讨论：联系单字的意思说说这句诗的意思是什么?

(3)谁能补充一些想象，用自己的话说说这两行诗的意思?(春
天气候暖和了，夜里睡得香，不知不觉已经天亮了。醒来时
只听到外边一片清脆的鸟叫声)

师：春天的早晨多么美好。

(4)齐读一、二两行诗。

(5)指名读三、四两行。

(6)这两句写什么时候的事?

昨天夜里听到什么?想到什么?

师：花儿落了，春天即将离去，这春光多么可贵，多么值得
珍惜呀!

(7)齐读这两句诗。

4、总结：

这首诗描写了春天一个雨后早晨的情景，表达了诗人爱春、
惜春的真挚感情。

四、指导朗读：

1、指导朗读节奏、韵律。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抓住重点词语，有感情地朗读。

3、老师范读。

4、学生自练。

5、指名有感情地朗读。

五、指导背诵。

1、自由练背。

2、配音背诵。

大班古诗春夜喜雨教案及反思篇七

教学目标：

1、认识11个生字，会写14个生字。正确读写“欧洲、瑞士、
舒适、空调、启程、特殊、长途、骤降、疲劳、饥寒交迫、
温暖、政府、救护、车厢、致谢”等词语，摘抄自己喜欢的
句子。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

3、体会恶劣气候、环境与人们奉献爱心的关系，感受这样写
的表达效果。

4、感受贯穿全文的爱心，增强保护环境、爱护鸟类的意识。

教学重点：引导学生通过对课文的整体把握和重点词句的理



解，体会贯穿全文的爱心，增强保护环境、爱护鸟类的意识。

难点：领会描写恶劣气候与环境的内容与人们奉献爱心的关
系，感受这样写的表达效果。

课前准备：地图

课时安排：二课时

一、深情导入，激发读书兴趣

1、由《燕子过海》最后一段导入

师：燕子飞过大海是多么辛苦、艰难。它们春来秋去，在这
一来一回的长途跋涉中，会发生多少事，可能还遇到很多麻
烦。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读读《燕子专列》，这一定会让你们
产生很多感慨。

2、揭题，齐读课题。

3、巩固词，交流一下生字词。

二、自由认真读课文，边读边思考，人们为了燕子做了什么？
从中你体会到了什么？

三、汇报交流自学效果

1、交流一下，人们为了燕子做了什么？

a、政府方面（做决定，呼吁人们，燕子专列）

b、人们（纷纷走出家门，竭尽全力，专程送行）

2、根据自己的体会，在“人”和“燕子”之间加上合适的词。
（学生板演）



四、围绕爱，读书讨论，感情朗读

1、导：人们帮助燕子也好，救助燕子好，都是缘于一种最朴
素。最真挚的感情。这就是对“对动物的爱”！从文中哪些
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爱”呢？我们要怎样读才能体现这种爱
呢？请同学们仔细读课文，讨论交流，把有关句子画一画。

2、交流讨论，引导学生从两方面体会对燕子的爱。

a、政府作出决定真了不起。（人力、物力、财力）

b、人们救助竭尽全力。（大人孩子、山间岩缝、不顾自己）

3、重点指导读好第3、4段，以评代讲，评议要点。

a、第3段，应读出居民纷纷走出家门，不顾天气恶劣，路途艰
难寻找燕子的意思。

b、第4段，要读出小姑娘贝蒂和父母一起，怎样不怕危险，不
怕寒冷寻找燕子的经过，突出险（覆盖皑皑白雪的山间岩
缝），救助燕子多（一个人就救护十几只），丝毫不想自己
（她的脸冻得通红，手冻得僵硬，但她一点也不在乎。）

5、多么感人的一幕啊！在寻找燕子的过程中，这样感人的故
事又何止一个！列载着获救的小燕子，也载着人们对燕子的
关爱之情驶向温暖的远方。

有感情的读最后一段。

总结：是啊！我们的朋友都获救了，留下来的是一个令人感
动的故事，老师多么希望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能像我
们今天所看到的故事中的主人公那样爱护动物，爱护环境，
用爱，用情编织更美好的故事。



作业：学了今天这节课，《燕子专列》中小贝蒂，《丹顶鹤
的故事》中小女孩给你留下了什么？你想对她们说些什么？
请用几句话写下来！

大班古诗春夜喜雨教案及反思篇八

2、板写课题——雷雨：见过雷雨吗？怎么样的？

二、初读课文

1、是啊，有人把春雨比做羞答答的小姑娘，把夏天的雨比喻
成大大咧咧的小伙子，下得痛快淋漓。那你观察过下雷雨前
与下雷雨后的大自然的景色吗？打开课文快去看看吧。

2、生自由读文——平时你们是怎么学习的？

3、刚才读课文时哪些生字请教了拼音？

l板写词语（课时操作中学习说没有请教，于是自己将生字卡
片拿出认读。）

l生字卡片认读：压——什么结构？

乱——读音——组词

垂——读音——组词

l将三个生字请到黑板上的田字格中，“垂”字重点指导笔画。

4、现在，再去读读课文，哪些景色给你留下的印象特别深？

（本意想引导初读反馈，学生说到哪里就读哪段，但实际操



作并不尽人意，学生学习兴趣不高。）

5、读着读着，你知道哪几个自然段是写雷雨时的景色？（板
写：雷雨时）

第八自然段呢？

三、学习1——3小节

1、（出示1——3节）这个自然段是写什么时候的景色？

根据学生回答，随机学习相关句子：

l第一句：积累“乌云密布”——补充板书：乌云

l蝉儿，你为什么一声也不叫呀？——板书：树枝

l蜘蛛，你怎么啦？——板书：蜘蛛

l好亮的闪电，好响的雷声啊！

3、小结：好闷热的天气，闷得所有的东西都透不过气来
了。——齐读1——3节。

四、学习4——7节

1、出示“哗哗哗，雨下起来了。”——指名读（引导个性化
朗读）

（评价：雨可真大啊；大雨好急啊；好快啊）

2、出示第一幅图：大雨中，你看到了什么？（引导想象）

3、可是，（出示第五节）——指名读句



4、一阵痛快淋漓的大雨过后，——出示第6节，指名
读。——齐读。

5、（出示第七节）

l天亮起来了——引读。

l（师深呼吸）深深地吸一口气，——你闻到了什么？

五、学习第8节

1、雨停了，（出示图）你又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

2、心情怎么样？想说什么？

3、朗读——齐读。

（后来，在自己班上这篇课文时，学习第八小节，孩子们再
也忍不住了，终于举手

生：范老师，我觉得这篇课文的句号应该改成省略号。

师：哦？为什么呢？

生：因为雨后的景色是很美的，还有很多很多，可课文才写
了这么一点，所以要用上省略号。

生：是的，我觉得这一段写得不好，一点也不美。如果能加
上小动物好像在说什么就更好了。

生：我还觉得课文第一段中也可以写得更好一些，他写得太
简单了。

师：那我们能不能把他补充好，或者重新说一说，写一写，
写得更美呢？



生：蝴蝶姑娘在花丛中翩翩起舞

生：小朋友都出来放风筝了

生：花瓣上晶莹的露珠反射着太阳的光芒，快乐地滚来滚去。
）

……

六、总结

1、齐读全文

2、小结：平时生活中有许多的天气变化，如果你能细心观察，
也能写下优美的文章。

板书设计：

前乌云压

雷雨中树枝乱

后蜘蛛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