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的简介 饮湖
上初晴后雨教案(模板6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的简介篇一

： 《饮湖上初晴后雨》是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人
教版）三年级上册第21课的内容。该诗是宋代大诗人苏轼写
的同题《绝句》中的第二首。作者以生动传神的笔墨描绘了
西湖在不同气候下呈现的不同风姿。教学中应从抓住诗中的
重点词句，引导学生理解感悟。同时应发挥韵文形式利于朗
读的优势，以读促思，以读悟情。

： 三年级的学生对于韵文的学习有一定难度，但他们有了一
定的学诗经验，会对本诗的学习、理解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儿童特有的表现欲望、探究需要、被认可的需要，利于教者
进行教学活动的设计。

： 以学生学习和活动方式结构课堂教学是本设计突出的理念。
创设情境，激发学生学习热情，积极进行自主、合作、探究
的学习方式的实践。尊重学生主体地位，激发学生自主的潜
能。抓住儿童心理，发展学生个性，注重引导学生在语言实
践中感悟、体验、积累。渗透学习方法，促进学习实践，激
发求知欲望，培养学生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进而提高学
生的语文综合素养。

： 1、认识“亦、妆”两个字。 2、有感情地朗读、背诵诗
句。 3、用自己的话说说诗句的意思，体验诗句情感，培养



热爱祖国山河的感情。 4、在小组交流中，体验合作的方法、
乐趣，增强竞争意识。 5、巩固学习方法，丰富学习经验，
激发学生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

一、谈话切入，尝试背诗，创设情境，欣赏画面，引出新诗。

二、师生商讨，激发动机，渗透学法，组织合作，自主探究。

三、小组汇报，组际竞争，相互评价，理解内容，突出重点。

四、创设情境，引导读背，加深感悟，增强体验，提高能力。

五、拓展学习，开发资源，引导创新，促进实践，综合发展。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的简介篇二

1． 让学生理解本诗的内容，体会作者的感情，感受诗中始
终所表达的意境。

2． 在理解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本诗，背诵本诗。

3． 培养学生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情感。

让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有感情地朗读、背诵本诗

体会作者用巧妙的构思描绘出西湖的风采神韵。

：1课时

一、导入

（明确： 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联系自己的亲身经历，使他
们能在头脑中出现直观的印象，同时锻炼他们对自然景物描
写的口头表达能力）



杭州的西湖相信大家一定听说过。它的景色异常秀美，吸引
着国内外许多人来此参观旅游。其时，不仅是现在，有一位
古人也早已经听闻西湖的.美名，留下了一首著名的描写西湖
的诗篇，诗的名字就叫——（生齐读本诗题目：饮湖上初晴
后雨 ）作者是—— （苏轼）

二、理解诗句意思

1. 让学生先齐读一遍，然后指名读。指导学生读准字音，读
出诗歌的节奏。

2. 读懂诗意。给出五分钟，请学生自己借助注释，准确解释
出全诗的意思。

3. 找四位同学解释全诗，教师在旁作指导，纠正解释的不恰
当之处。

三、体会诗歌意境

1. 这首诗描写了西湖在哪些天气状态下的景象？（明确：分
别描写了西湖晴天和雨天时的景色。）请说出诗中作者是怎
样描写的？（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2. 在描写了西湖在晴天和雨天中的景色之后，西湖的美景又
使作者联想到了什么？（明确： 美女西施）在诗中作者是怎
样描写的？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3. 全文读完，询问学生诗人对西湖有着怎样的思想感情？
（明确：在学生回答后，教师介绍作者的写作背景。当时苏
轼正在杭州任通判，游览了杭州的著名景观西湖。诗人在西
湖上饮酒游览，适逢天气由晴转雨，于是作者以生动传神的
笔墨描绘了西湖在不同天气状态下的婀娜多姿。）

四、了解一些文学常识



（明确：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
“三苏”。唐宋八大家分别是：三苏，欧阳修，王安石，曾
巩，韩愈，柳宗元 ）

五、教师总结全诗

全诗语句优美，描写生动。第一、二句是诗人的实写，从初
晴，雨后两个角度描写了西湖美好的景色。第三、四句是诗
人的联想，他把西湖比作春秋美女西施，形象地写出了西湖
的婀娜多姿之态，刻画出了西湖的风采神韵。因此这首诗里
来被认为是吟咏西湖最出色的诗篇。也正因为本诗的出名，
西湖也得了“西子湖”的美誉。

六、作业布置

1. 找出本诗中的名句，反复诵读，用一两句话写出自己读了
这首诗后的感受。

2 . 课外再去找找苏轼的其他名诗，背诵，增加积累。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的简介篇三

《饮湖上初晴后雨》，除了雨后天晴（原诗是初晴后雨，为
了剧情特意颠倒了一下儿）泛舟水上和饮酒这一点还有点关
系之外，好像和诗本身就没啥关系。但玄机隐藏在细节里，
关于这一点，应该说是中学语文老师照本宣科的结果。

按照教科书上的.解释，《饮湖》的“中心思想”是“诗人抓
住夏季时晴时雨的特征，描绘了西湖的风采神韵，表达了诗
人对西湖的热爱与赞美”。不过现在，在下要告诉诸位的是
另外一个故事：关于这首诗背后真实的历史。

语文老师也许会告诉你，这首诗写于熙宁六年苏轼任杭州通
判时，但不会告诉苏轼为何会到杭州任通判，在写这首诗之



前又发生了什么事。在这里，在下恐怕又要得罪一下儿诸位
的历史老师。那就是诸位中学时被捧到天的王安石变法，不
仅不是一桩好事，更是一场灾难。

熙宁二年，王安石以富国强兵为口号，怂恿神宗皇帝开始变
法。不过他的变法主旨，就像他的政敌司马光所一语道破的
那样，不过是聚敛之法。司马光认为天下财富是有数的，不
在朝廷，就在百姓。因此，司马光一派的主要政见按照现在
的理解来说，就是藏富于民，与民休息。如果老百姓偷税漏
税，那肯定是朝廷苛捐杂税太多，民不堪负。但王安石的想
法，却是以国家的力量用民间聚敛更多的钱财，这样朝廷就
有钱可以办大事。这两种政见自然完全相左。而当时神宗一
心想要富强，所以王安石大权在握，不听话的人当然是纷纷
排挤出朝廷。苏轼就是其中之一。熙宁四年，他本来已经是
殿中丞、权开封府推官，只要他攀附王安石一党，做到参知
政事都没有问题，但苏轼却上疏奏称王安石变法所用非人，
疲力劳民。这样的话，王安石一党肯定要群起攻之。当时反
对变法的人已经被纷纷弹劾出京，苏轼为了避免成为众矢之
的，也自请外放，于是在这一年四月，苏轼出任杭州通判，
十一月上任。

苏轼是个心有抱负，想要济世救民的人。但王安石的变法在
他看来却是误国害民，他的心里自然非常愤懑。而他在杭州
任通判的时间里，更是看遍新法如何搞得民不聊生。比如科
举考试，以前考试以明经诗赋为主要内容，着重考生对儒家
经典的理解和诗词歌赋的才华，但新法改革后的科举，主考
时务策。名义上是让考生对国家大事提出自己的见解，但所
有考生都心知肚明，如果不按照王安石一派的思路答题，答
得再好也会落选。

再如食盐专卖，也就是政府对食盐统购统销。大家可以想到，
生活必需品一垄断，肯定是抬高价格牟取暴利，官盐从盐民
手里强行以低价收购食盐，再高价卖出，但老百姓日常用盐
又不得不买。因此民间出现了很多贩私盐的，私盐价格便宜，



质量不比官盐差，甚至还好很多。稍微有良知的地方官员因
为深知官盐对百姓的弊害，允许盐户亏欠上缴官盐数额，对
地下私盐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新法之后，朝廷为了敛财，
严厉打击私盐。不仅如此，熙宁五年，朝廷派来掌管两浙盐
事的官员卢秉是新法积极分子。他一到浙江，就派兵剿灭私
盐贩子，又强制盐户执行新的盐法。更让下属将浙江盐户历
年亏额统计出来，逼迫这些盐户按期清偿，不然就打入大牢，
逼得各家盐户走投无路，家破人亡。

而这一年雪上加霜，以往国家收税，百姓可以选择纳粮或是
纳钱。百姓当然会选择粮贵时纳钱，钱贵时纳粮。但新法的
目的是充盈国库，所以这一年粮贱钱贵，执行新法的收税官
员只要钱不要粮，百姓无奈，只好将手里粮食半价出售，等
于整整多交了一倍赋税。

国家有钱了，百姓却遭殃了。苏轼自然忧虑万分，但身为一
个被排挤的地方官，他又无能为力。《饮湖上初晴后雨》就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尽管看起来诗人心情舒畅，写美
景赏心悦目。但其实也是一种自我宽慰。既然无能为力，只
能寄情山水。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在“丧”中给自己找一个
不那么“丧”的理由。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会明白为何在下会选择娄坚科举落第、
心情颓丧的故事来配合这个诗意了。明代科举乡试的时间是
农历八月初八，初十、十四日三天，刚好考完就是中秋节。
一个前一年落第的人，自然一到中秋节，心里就是说不出的
苦楚辛酸。娄坚这一天也会很“丧”，但就像苏轼一样，总
有好友能为他解开“丧”的心结——虽然他来年还是没考上，
并且一辈子也没考上。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的简介篇四

教学设计示例（一）



第一课时

一、教学目的

1.学习本课5个生字。

2.了解诗的内容，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重点学习《游园不值》，理解诗句，体会诗歌描写的意境。

二、教学重点

1.了解诗的内容，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重点学习《游园不值》，理解诗句，体会诗歌描写的意境。

三、教学难点 

赏析《游园不值》中“一枝红杏出墙来”的写法，以小见大，
给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想。

四、教学过程 

（一）导入  新课

（二）检查预习

1.自读诗歌，读准字音。

2.指名朗读三首古诗。（读出诗的节奏，读准确）

注意这些字的读音：屐齿  扣  潋滟  亦  抹

3.简要交流三首古诗的作者资料。



（三）指导学习《游园不值》

1.指名读课文。（读准、读熟）

2.借助注解，初步了解诗歌的内容：诗中描写了怎样的景象？
划出不理解的问题。

3.在小组里讨论，解决质疑。

这首诗表达了作者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对春天美好风光的
赞美和喜爱）

5.反复吟诵。（要求体会感情，读出语气。）背诵古诗。

提问：诗人向我们描述园子里的景象了吗？为什么？

让学生品读：“一枝红杏出墙来”体会着画龙点睛之笔，这
比那一览无余、面面俱到描写春天景象，不知要高妙多少倍。
因而能发挥读者的形象，使诗句委婉含蓄，耐人咀嚼。

6.开拓联想，激发创作。

我们已经充分感悟古诗所描述的意境的了，同学们愿意把它
画下来吗？

学生绘画，自由创作。

（四）作业 

你还能背一背有关描写春天的诗吗？

附：板书

《游园不值》



屐齿 扣 潋滟 亦 抹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饮湖上初晴后雨》《晓处净慈寺送林子方》

第二课时

一、教学目的

1.学习《饮湖上初晴后雨》《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理解
诗句，体会诗歌描写的意境。

2.有感情地朗读并背诵课文。

二、教学重点

1.理解诗句，体会诗歌描写的意境。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三、教学难点 

比较《饮湖上初晴后雨》《晓处净慈寺送林子方》这两首诗
同一景物的不同描写。

四、教学过程 

（一）导入  新课

（二）回忆学法

谁还记得我们是怎样学习第一首诗的？

小结板书：



1.结合注释自读自悟（什么景象？）

2.质疑、讨论和交流

3.反复吟诵，

4.看图想象，绘画创作。

（三）学习新课

1.我们已有了学诗的经验，下面请同学们自学后两首诗。

出示自学提示：

（1）同是描写夏天的景色，苏轼笔下的夏天和杨万里笔下的
夏天一样吗？请你从内容和写法上比较着来阅读。（在诗中
画批）

（2）观察图画（或播放课件）想一想诗人描写了怎样的景象，
表达了怎样的情感？

2.小组内讨论，教师巡视。

3.在全班交流，教师适时点拨：《饮湖上初晴后雨》是先叙
后议，写西湖晴雨天气；《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是先议后
叙，写了满湖荷花荷叶；但都抒发了诗人对西湖美景的赞叹
热爱之情。

4.朗读诗句，展开想象。（教师可播放课件，学生吟诵）

5.指名吟诵，背诵。

（四）激情创作

请同学们任选一首你喜欢的描写夏天的诗，把诗中的景象画



下来。

（五）作业 

1.默写三首古诗。

2.完成自己创作的画。

附：板书

《饮湖上初晴后雨》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苏轼） （杨万里）

西湖晴雨天气 满湖荷花荷叶

学法：

自读自悟，质疑，讨论交流，

反复吟诵，想象，绘画创作。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的简介篇五

课前准备：

古诗对对碰游戏：可以学着诗人的样子摇头晃脑地去吟诵，
看谁最有感觉。

一、创设情境导入：

1、配乐陆续出示不同的西湖风景图，感受美

师：让我们来欣赏一组美丽的图片。



你们看到了什么？发现了什么？

2、出示罗曼罗兰的话：这个世界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
美的眼睛。

（1）指名读

（2）谈感受

师：能用你自己的话谈谈对这句话的理解吗？

（3）齐读

3、师：宋代大诗人苏轼，他就有一双会发现美的眼睛，当年
他游览西湖时，就被他的美所深深打动，不禁饮酒作诗，写
下了这首我们很熟悉的诗。

4、出示古诗，学生跟读

5、喜欢这首诗吗？今天，让我们再次走进西湖，细细去品位
这首诗，我们会发现更多的美。

二、初读

1、自由读

师：自己先练练，争取把字音读得更准确，并注意诗的节奏。

2、反馈读

（1）四人开火车纠音

（预设没读好：请你再读读这句话，并注意这个词。）

（2）这首诗有两个词特别难度，再试试：“潋滟”、“浓妆



淡抹”

（潋滟：回到诗句中再读读。）

（3）谁能把整首诗连起来读读

评：你不仅读准了字音，还读出了节奏

（4）齐读

咱们学着他的样子一起读一读

3、解诗题：古诗写到这儿，现在你们知道了苏轼是在什么情
况下写下这首诗的吗？

（1）指名说

（2）还有呢——“饮”。饮就是喝酒呢

（3）指名读、齐读

三、研读

1、师：有味道吗？还想读吗？那就再去读读吧。一边读一边
想象，你的眼前出现了怎样一幅画面。

2、把你的感受和同桌进行交流。

3、反馈：谁来把你的感受和全班进行交流。老师告诉你一个
小秘密，要想把你的话说得更好，你可以看看注释。

4、学习：水光潋滟晴方好

指明说。（谁还有补充）



（1）体会得这么好，你是从诗中的哪个词体会到的？读

（2）让我们去晴天的西湖去看看吧。（出示阳光下的西湖图
片）

（3）如果这时你就置身其中，你最想说什么？

（4）把你的感受读出来吧。自己先练练

（5）指导朗读。

师：你把你的理解读出来了，潋滟这个词读得真好。（点：
潋滟）

师：读得真好，晴天的西湖就是这么美。（点：晴）

师小结：看，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西湖水波荡漾，波光闪
闪，多么光彩夺目呀。

（4）真是——水光潋滟晴方好

5、学习：山色空蒙雨亦晴

过渡：正当我们陶醉其中时，天空忽然飘起了蒙蒙细雨。现
在让我们闭上眼睛，你的脑海里又出现了怎样的画面。（配
乐遐想）

（1）指名说。

（2）你讲得这么好，你是从哪个词读懂的——山色空蒙

（3）带着这种感觉读读这句诗。

（4）这份奇妙的美只有在雨天才会出现。（看课件）



（5）指名读——师范读——齐读

齐读1、2句，引读3、4句。

7、学习3、4句

（1）同桌练练这句话，说说你读懂了什么？

指名说、指名读（2）西施什么美？

（3）师补充，在人杰地灵的江浙一带，出现过像西施这样的
美女（出世图）淡妆时犹如出水芙蓉，浓抹时更是风姿卓越。
无论是淡妆还是浓抹都让我们感受到她独特的美。正所
谓——淡装浓抹总相宜。

（4）指名读3、4句

（5）那么西湖呢？（那么西湖呢？联系前两句说说看）。

指名读——齐读

8、齐读3、4句

师：不同的天气有不同的美，正如西施，无论是淡妆还是浓
抹都是那么美不胜收啊！

师：西湖的这份美让苏轼陶醉其中，心驰神往。

9、齐读古诗

师：苏轼用眼睛发现了美，用心灵感受了美，更用这首流芳
千古的名诗记录了美

师：这份美令古今中外多少游人为之沉醉，流连往返哪。



10、齐背古诗。让我们再一次把这首诗美美地背诵出来吧。

11、你还知道哪些描写西湖美景的古诗。

（1）指名说

（2）出示《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六月二十七望湖楼醉
书》

自由读，说说都是西湖什么时候的美景

（3）指名说，读诗句。

（4）联系《饮湖上初晴后》时的西湖风光。对比彼此间的不
同。

齐读古诗

评价：夏天的西湖就是这般色彩艳丽，风光无限啊。

雷雨中的西湖是这样的气势磅礴，别具风味。

（5）面对这样的西湖，诗人不禁感叹——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

四、课堂练笔

2、师小结：西湖不仅拥有迷人的风光，它还有着悠久的文化
和许许多多动人的传说故事呢，你想知道吗？课后去找找吧。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的简介篇六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读懂诗句，体会感情，感受意境。



3、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热爱祖国山河的情感。

让学生理解诗的内容和情感，体会诗的意境。

1、课前布置学生预习。

2、准备课件。

一、谈话导入，了解诗人苏轼

1、说说你知道的中国古代诗人苏轼。

2、了解诗人苏轼。（知道诗人苏轼苏轼吗？请知道的小朋友
介绍）（1071年至1074年，这三年间苏轼在杭州任通判，他
不是很忙，除了审案，便有很多时间在西湖中游玩。）

3、课题意思理解。（那天他又一次来西湖游玩，诗人苏轼就
是诗人苏轼，每次的游玩都会带给他不同的感受，这回他写
下了——，板示课题，齐读课题，说说读懂了什么？）（还
想从诗中了解什么？）

二、读解诗意，感受诗的语言美、意境美

1、学生自由朗读，指名读。指导学生读准字音，读出节奏。
请默读诗，借助注释，读懂诗的意思。（提出自学要求）

2、交流诗意。（学了之后你读懂了哪个词？哪句诗？我们来
交流一下）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水光潋滟、方、山色
空蒙、亦）

晴天时诗人苏轼只写水，你还能想象到水以外的其他景色吗？
（请用最简洁的词语表达出来。）



杭州原来是越国之地，属于江南水乡，南方的天总会下雨，
下怎样的雨？微雨，轻雨，蒙蒙雨，牛毛细雨；也许是大雨，
骤雨；大雨也好，小雨也罢都没有浇灭诗人苏轼的游兴，在
他眼里，雨中的西湖如此美妙，你听他说：“山色空蒙雨亦
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欲、淡妆浓抹、总相
宜）（西湖与西子的相似之处）

诗之美，在于诗人苏轼独具匠心的描写，在于奇妙的想象，
只有李白才能想到“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只有苏轼才能想到：“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当初西湖与西子的名字的相似只是偶然巧合，但今天，西湖
也叫西子湖，从这足见诗之伟大。

三、理解诗人苏轼，感悟诗情之美

1、读到这里你觉得诗人苏轼对西湖有着怎样的思想感情？
（介绍诗人苏轼与西湖的故事，加深学生对诗的感情的理解。
）

2、让我们带着这种深情来朗诵《饮湖上初晴后雨》。

四、拓展学习，感受诗的魅力

1、让我们在苏轼的诗的魅力中感受西湖之美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上醉书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饮湖上初晴后雨（其一）



朝曦迎客艳重冈，晚雨留人入醉乡。

此意自佳君不会，一杯当属水仙王。

2、总结

苏轼与西湖是密不可分的，当年的苏轼哼着小曲，品着小酒，
在杭州的山水间流连忘返，西湖诗情画意只有苏轼的才思豪
情才能写出她的美妙，而苏轼的才情只有遇到西湖的诗情画
意才能尽展出来。让我们在音乐中再次朗诵《饮湖上初晴后
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