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静夜思的古诗读 静夜思的古诗教案(优
秀8篇)

定期检查，消除隐患。安全标语要避免使用歧义的词语和表
达方式，以免产生误解。这些安全标语不仅言简意赅，而且
富有创意，相信会对大家有所启发。

静夜思的古诗读篇一

1、认识10个生字，会写“目、耳、头、米”4个字。认识新
偏旁点横头、反文旁。

2、朗读古诗，背诵古诗。在诵读过程中体会古诗意思，感受
诗人思念故乡的心情。

3、培养观察大自然的兴趣，引导学生观察夜空，阅读有关课
外书籍。

1、认读生字，写生字。

2、朗读、背诵古诗。

1、在诵读古诗过程中体会古诗意思，感受诗人思念故乡的心
情。

2、培养观察大自然的兴趣，落实观察夜空、阅读有关课外读
物的实践活动。

：1课时

1、每位学生留心看夜空，看看有些什么。

2、收集并阅读了解有关李白的事迹、其它诗作等。



一、观图导入。

说说自己看到的。

二、揭题、释题。

1、“思”：思念，想念。

2、谁在什么地方，思念什么？

3、课前准备情况（有关李白的）交流。

三、初读古诗。

1、借助拼音自由读，要求把每个字音都读准。

2、把诗中的生字单独拿出读两遍，认一认。

3、检查读的情况。（主要是字音）

4、读后交流：你知道了什么，想知道什么。

三、细读古诗。

1、朗读古诗。你喜欢怎样读？（让学生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读，
多肯定，多鼓励）

2、配乐朗诵。

3、当堂背诵。

四、认记生字。

1、说说你认记生字的方法。



2、生字卡片认读。

3、“摘苹果”游戏：把认到的生字摘下，组成词大声说出来。

五、练习写字。

六、课外作业

1、再看夜晚的天空，把新的发现说给同学听。

2、课外继续收集和阅读：有关李白及他写的其他诗，还有描
写夜空或介绍有关星体的科学知识的'一些课外读物。把收集
到的和读过的带到班里，向同学介绍或互相借阅。

静夜思的古诗读篇二

一、概述

《静夜思》是人教版小学语文一年级上册课文6的资料。语言
凝练，感情真挚，意境深远，成功地反映了外出游子的静夜
思乡之情。如霜的月光就好似一只看不见的手，无声地拨动
着作者的心弦；举头仰望，低头沉思，俯仰之间，神驰万里，
表现了诗人对故乡无尽的思念。背景图是诗句资料的形象反
映，可帮忙学生理解古诗，进入诗句所描述的意境。

学习古诗，重在吟诵。教学中应注意引导学生反复朗读，体
会诗歌的韵味和完美的意境。本课的教学重点是识字、写字，
朗读和背诵古诗。我准备用一课时完成本节课的教学。

二、教学目标分析

知识与潜力目标：认识10个生字，会写“目、耳、头、米”4
个字。认识新偏旁反文旁。



过程与方法目标：朗读古诗，背诵古诗。在诵读过程中体会
古诗意思，感受诗人思念故乡的情绪。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培养观察大自然的兴趣，引导学生
观察夜空，阅读有关课外书籍。

三、学习者特征分析

由于当前的一些早期教育，学生在入学前后，对于《静夜思》
这样浅显易懂的经典篇

章，早已烂熟于心。因此针对这一实际，采取了“分层教
学”法，即对于学有余力的学生提出“高层次”的要求，激
发他们的探究欲望。对于低层次的学生，主要采取生生合作、
师生合作的形式，循序渐进的提出要求，最终使生生有所得，
生生有创新。

四、教学重难点分析

教学重点：

1、认读生字，写生字。

2、朗读、背诵古诗

教学难点：

1、感受诗歌所描绘的完美意境，体会诗人思念故乡的情绪。

2、培养学生阅读古诗的兴趣。

五、教学策略选取与设计

采用低年级学生乐于理解的方式，引导学生感受古诗的意境
美。但是多数学生在朗读古诗的韵味上缺乏锻炼。所以教学



本诗，应重在吟诵，指导学生读准字音，读出节奏，激发学
习古诗的兴趣，引导学生在读中感悟诗中绵绵的思乡之情，
体会诗歌的韵味和完美的意境。

在识字、写字教学中，引导学生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突
破识字和写字的难点。

六、教学资源设计

1、生字卡片、田字格黑板，ppt

2、每位学生留心看夜空，看看有些什么。收集并阅读了解有
关李白的事迹、其它诗作等。

七、教学过程设计

（一）、创设情境，引入新课。

1、小朋友喜欢猜谜语吗？这天，老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则：

有时落在山腰，有时挂在树梢，

有时像面圆镜，有时像把镰刀。

（谜底：月亮）

从古至今，许多诗人、作家望着月亮，会想起许多令他们思
念的东西。这天，我们就来学习一首有关月亮的古诗《静夜
思》。

2、板书课题，（教师板书，学生齐书空）认读生
字“静”“夜”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借助拼音自由读，要求把每个字音都读准。

2、圈出本课的生字，把不认识的生字与同桌交流。

3、指生读古诗正音。

4、听课文朗读。

5、读后交流：你明白了什么，想明白什么。

（三）辨形正音，合作识字。

2、说说你认记生字的方法。

3、同桌互认，开火车认读生字。

4、“摘星星”游戏：把认到的生字摘下，组成词大声说出来。

（四）品读课文，理解主题。

1、小朋友们，课题里的哪个字交代了这首诗的写作时间？
（夜）（师手指课题。）哪个字交代了李白当时的情绪？
（思）

2、诗句中哪些地方写“夜”呢？（明月）齐读前两句。

3、诗句中哪些地方写“思”？（思故乡）齐读后两句。

4、“举”和“抬”有什么区别？你们做“举”的动作。

5、我们在诗句中找到了“夜”，找到了“思”，但我们不能
明白的是，李白为什么要强调静夜、静思？在诗句中的哪些
地方隐含着“静”呢？同座讨论一下。

6、齐读古诗。



7、背诵古诗。

（五）重点指导，强化写字。

1、引导学生观察田字格中的范字。

(1)你发现了什么？(2)你认为哪几笔该给大家提个醒的？

2、教师范写。

重点指导“目、耳”两字横与横之间的距离，“头”
和“米”的横应写在横中线上，最后一笔是什么。

3、学生独立描红、临写。注意写字时的坐姿与执笔姿势。

（六）、拓展阅读，体会运用。

翻开阅读资料，自读儿歌，学生间互相帮忙，找到这天学过
的生字，圈画生字词，老师巡视指导。

（七）、随堂写话，巩固运用。

用这天学过有四个字组词，写一句话，不会写的字能够用拼
音代替。

八、教学评价设计

读古诗好的同学得到同学们的掌声；识字好的得到苹果粘贴；
写字好的得到笑脸；摘星星的得到星星粘贴；组词造句好的
树立模范。

九、教学反思

在学习结束后，对学生的学习做出简要总结。能够布置一些
思考或练习题以强化学习效果，也能够提出一些问题或补充



的链接鼓励学生超越这门课，把思路拓展到其他领域。

备注：

1、教学设计评价是可选项，鼓励教师添加，设计一些评价量
规。

2、教学反思是课后实践后再添加的，在初次提交教学设计中
不需要添加。

静夜思的古诗读篇三

活动目标

1、能理解图片的内容，学会念古诗：静夜诗。

2、体验诗中离开家乡的人的思乡之情。

3、鼓励幼儿大胆地念古诗，培养他们专心学习的习惯。

活动准备课件：《静夜思》图片

活动过程

一、导入

1.出示图片

小朋友看一看，图片中的诗人在什么地方？做什么？

2.帮助幼儿初步体验古诗的意境。

教师：这是一个离开家乡的人，当天黑下来的时候，

他就特别的'想自己的家，想家里的亲人。



二、展开

1.教师朗诵古诗，讲解古诗含义。

床前明月光：明亮的月光从窗户外照进来。

疑是地上霜：把床前的地映得一片银白，以为是一层白白的
霜。

举头望明月：抬头仰望天空，一轮又圆又亮的明月高高悬挂
着。

低头思故乡：不由得低头沉思，想起了心中怀念的故乡！

2.理解字词。

疑：怀疑，误认为的意思。

举头：抬起头，举是抬的意思。

思：思念，想念。

3.幼儿学习古诗，教师指导。

4.利用多种形式反复练习诵读。

5.为古诗创编动作，帮助幼儿进一步的掌握。

教师：谁能给古诗编上动作呢？我们加上动作来念古诗。

三、结束

“我是小诗人”诵读比赛，鼓励幼儿积极上台表现。

教师讲评，为幼儿颁发奖品。活动结束。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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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夜思的古诗读篇四

本次我所教授的是人教版七年级上册中郭沫若的一首小
诗——《静夜》。俗话说：“书读百遍，其义自现”，由此
可看出朗读在语文学习中的重要作用，对于诗歌尤为如此。
而对于初一的学生，不仅仅是引导他们学习和掌握教材，更
重要的是对其进行学习方法的传授与指导。鉴于以上两点，
我设计了以朗读为主线的“欣赏诗歌四步骤”，在教学过程
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第一步，朗读吟诵——感受诗歌节奏美。

此步骤通过老师配乐范读，学生自由朗读，指导学生划分诗
歌的节奏和重音，使学生认识到节奏对诗歌的重要作用。并
对本诗有了初步的整体感知。

第二步，朗读想象——感受诗歌图画美。

这一步中先请一部分同学朗读，在此过程中设置了几个小问
题，目的在于帮助同学们对诗歌的内容有更深的了解，以便



同学们在朗读中自然融入自己的`感情。

第三步，朗读咀嚼——感受诗歌语言美。

本诗最大的特点就是语言精练，生动形象。为了让同学们深
刻感受到这一点，并发挥同学们学习的主动性，设置了自由
赏析诗中自己最喜欢的一词或一句，说出理由并美美地读出
来这一环节。由于是自由选择，同学们的积极性很高，纷纷
发言，在此过程中，教师进行了一定的指导，使同学对诗的
理解，朗读的把握又深了一层。

第四步，朗读背诵——感受诗歌意境美。

一首诗要真正对学生有更深远的影响，一定要想办法让其背
诵积累下来，所以，最后给了同学们一定的时间让其背诵，
并将同学们推荐的人选请上讲台，既展示了他们自身的风采，
又是其他同学受到感染，把课堂气氛推向了高潮。

经过以上步骤，同学们既学习了本诗，又对“欣赏诗歌四步
骤”有了一定认识，于是进行了迁移拓展——出示郭沫若的
另一首小诗《夕暮》，让同学们学以致用，自主合作探究，
调动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但由于个人思考问题仍不够细致和全面，教完后发现了不少
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有一个问题的设置，偏离了这体内容。

设置学生编写“鲛任泣珠”的故事，本意是为了训练学生的
想象力，可安排在讲解两节诗中间，使学生刚刚培养出的对
本诗深沉情感的体验消散了不少，影响了下面的教学。

2、由于上述问题占用了一定的时间，使拓展延伸部分没有很
好地展开与



完成。

以上问题，提示我在今后的教学中，一定要认真全面的思考
应该设置怎样的问题是最合理有效的。

3、注意到了师生互动，可没有重视到学生的自评与互评。在
今后的教学中

一定要让学生全面的动起来。

经过本次评优课活动，让我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与缺陷，
为自己今后的教学指明了努力的方向。我定会加倍努力，不
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静夜思的古诗读篇五

李白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明亮的月光洒在床前的窗户纸上，好像地上泛起了一层霜。

我禁不住抬起头来，看那天窗外空中的一轮明月，不由得低
头沉思，想起远方的家乡。

皎洁月光洒满床，恰似朦胧一片霜。

仰首只见月一轮，低头教人倍思乡。

这首诗写的是在寂静的月夜思念家乡的感受。

诗的前两句，是写诗人在作客他乡的特定环境中一刹那间所
产生的错觉。一个独处他乡的人，白天奔波忙碌，倒还能冲



淡离愁，然而一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心头就难免泛起阵阵思
念故乡的波澜。何况是在月明之夜，更何况是月色如霜的秋
夜。“疑是地上霜”中的“疑”字，生动地表达了诗人睡梦
初醒，迷离恍惚中将照射在床前的清冷月光误作铺在地面的
浓霜。而“霜”字用得更妙，既形容了月光的皎洁，又表达
了季节的寒冷，还烘托出诗人飘泊他乡的孤寂凄凉之情。

诗的后两句，则是通过动作神态的刻画，深化思乡之
情。“望”字照应了前句的“疑”字，表明诗人已从迷朦转
为清醒，他翘首凝望着月亮，不禁想起，此刻他的故乡也正
处在这轮明月的照耀下。于是自然引出了“低头思故乡”的
结句。“低头”这一动作描画出诗人完全处于沉思之中。
而“思”字又给读者留下丰富的想象：那家乡的父老兄弟、
亲朋好友，那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那逝去的年华与
往事……无不在思念之中。一个“思”字所包涵的内容实在
太丰富了。

明人胡应麟说：“太白诸绝句，信口而成，所谓无意于工而
无不工者。”（《诗薮·内编》卷六）王世懋认为：“（绝
句）盛唐惟青莲（李白）、龙标（王昌龄）二家诣极。李更
自然，故居王上。”（《艺圃撷馀》）怎样才算“自然”，
才是“无意于工而无不工”呢？这首《静夜思》就是个样榜。
所以胡氏特地把它提出来，说是“妙绝古今”。

这首小诗，既没有奇特新颖的想象，更没有精工华美的辞藻；
它只是用叙述的语气，写远客思乡之情，然而它却意味深长，
耐人寻味，千百年来，如此广泛地吸引着读者。

一个作客他乡的人，大概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吧：白天倒还罢
了，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思乡的情绪，就难免一阵阵地在
心头泛起波澜；何况是月明之夜，更何况是明月如霜的秋夜！

月白霜清，是清秋夜景；以霜色形容月光，也是古典诗歌中
所经常看到的。例如梁简文帝萧纲《玄圃纳凉》诗中就



有“夜月似秋霜”之句；而稍早于李白的唐代诗人张若虚在
《春江花月夜》里，用“空里流霜不觉飞”来写空明澄澈的
月光，给人以立体感，尤见构思之妙。可是这些都是作为一
种修辞的手段而在诗中出现的。这诗的“疑是地上霜”，是
叙述，而非摹形拟象的状物之辞，是诗人在特定环境中一刹
那间所产生的错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觉呢？不难想象，
这两句所描写的是客中深夜不能成眠、短梦初回的情景。这
时庭院是寂寥的，透过窗户的皎洁月光射到床前，带来了冷
森森的秋宵寒意。诗人朦胧地乍一望去，在迷离恍惚的心情
中，真好象是地上铺了一层白皑皑的浓霜；可是再定神一看，
四周围的环境告诉他，这不是霜痕而是月色。月色不免吸引
着他抬头一看，一轮娟娟素魄正挂在窗前，秋夜的太空是如
此的明净！这时，他完全清醒了。

秋月是分外光明的，然而它又是清冷的。对孤身远客来说，
最容易触动旅思秋怀，使人感到客况萧条，年华易逝。凝望
着月亮，也最容易使人产生遐想，想到故乡的一切，想到家
里的亲人。想着，想着，头渐渐地低了下去，完全浸入于沉
思之中。

从“疑”到“举头”，从“举头”到“低头”，形象地揭示
了诗人内心活动，鲜明地勾勒出一幅生动形象的月夜思乡图。

短短四句诗，写得清新朴素，明白如话。它的内容是单纯的，
但同时却又是丰富的。它是容易理解的，却又是体味不尽的。
诗人所没有说的比他已经说出来的要多得多。它的构思是细
致而深曲的，但却又是脱口吟成、浑然无迹的。从这里，读
者不难领会到李白绝句的“自然”、“无意于工而无不工”
的`妙境。

静夜思的古诗读篇六

静夜思



作者：李白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注释

举：抬。

夜思：一作“静夜思”。郭茂倩把它编入《乐府诗集·新乐
府辞》，并说：“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
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

明月光：明亮月光。

举头：抬头。望明月：一作“望山月”。晋《清商曲辞·子
夜四时歌·秋歌》：“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

低头：形容沉思神态。思：思念。

译文

皎洁月光洒到床前，迷离中疑是秋霜一片。

仰头观看明月呵明月，低头乡思连翩呵连翩。

赏析

这是写远客思乡之情诗，诗以明白如话语言雕琢出明静醉人
秋夜意境。它不追求想象新颖奇特，也摒弃了辞藻精工华美；
它以清新朴素笔触，抒写了丰富深曲内容。境是境，情是情，
那么逼真，那么动人，百读不厌，耐人寻绎。无怪乎有人赞
它是“妙绝古今”。李白这首思乡之作，被称为“千古思乡
第一诗”，感动了古今无数他乡流落之人。



诗起句，“床前明月光”，可谓平实朴素之极，以此清静之
景来衬出作者寂寞孤单。这首诗在写法上，能注意心理刻画
和行动举止描写相结合，第二句中，一个“疑”字点出作者
内心深处迷离之因。由于是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因此很容
易产生错觉。这是作者极写思乡之切，因而才情思恍惚，眼
目迷离。后两句作者从沉思中转而清醒过来，便是一“举
头”，再一“低头”。为何要“举头”？因为作者后来既然
已醒悟到地上应是月光而不是白霜，所以就产生了无穷遐想，
这就是“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之类古人有关月光传情
诗句所表述思亲之情。他感到光看地上月光还不足以寄托自
己情思，因而便“举头”仰望，这样便可看得更加真切一些，
清晰一些，似乎要从这明月里寻找家人从远方寄送来美好祝
愿。仰望既久，思念愈深，作者便又转而“低头”了。为何
还要“低头”呢？这是因为虽久久仰望，甚至望眼欲穿，依
旧不能从明月那里得到一份慰藉，无奈之中，只得低头沉思
不语了。以无情言情则情出，从无意写有意则意真。于是，
作者将对故乡思念，化为寄情明月之举，头上明月，心中故
乡，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拓展：李白简介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
（今甘肃省秦安县），先世隋时因罪流徙中亚，他出生在安
西都护府的碎叶城（今吉尔吉斯境内），五岁时随父迁居绵
州彰明县（今四川省江油县）的青莲乡。他在少年时期
即“观百家”，作诗赋，学剑术，好游侠。25岁时，抱
着“四方之志”，出川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足迹
遍及大半个中国。天宝初年曾进住长安，供奉翰林，但不久
就遭贬去职。

晚年漂泊东南一带，六十二岁病死在当涂县令李阳冰家。李
白幼时，他的父亲对他进行过传统教育，青年时接触过道士
和纵横家，也受过儒家的影响，思想比较复杂，这在他的作
品中有所反映。



他性格豪迈，渴望建功立业，但对当时的黑暗社会现实极为
不满，他热爱祖国山川，同情下层人民，蔑视权贵，但也有
一些饮酒求仙、放纵享乐的思想。他的诗现存九百多首，都
收在《李太白集》中。在他所有的.作品中乐府诗约占四分之
一，其代表作为《蜀道难》、《梁父吟》等，代表了其浪漫
主义诗歌的最高成就。

李白也是五七言绝句的圣手。五绝含蓄、深远，只有王维可
以相比；七绝则韵味醇美，音节和谐流畅，感情真率，语言
生动，真正做到了他自己所标举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
饰”的标准，和王昌龄的七绝，被评为有唐三百年的典范。

静夜思的古诗读篇七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注释：

举：抬。

夜思：一作“静夜思”。郭茂倩(qian欠)把它编入《乐府集・
新乐府辞》，并说：“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
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

明月光：明亮的月光。

举头：抬头。望明月：一作“望山月”。晋《清商曲辞・子
夜四时歌・秋歌》：“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

低头：形容沉思的神态。思：思念。

译文：



皎洁的月光洒到床前，

迷离中疑是秋霜一片。

仰头观看明月呵明月，

低头乡思连翩呵连翩。

静夜思的古诗读篇八

静夜思

作者：李白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注释

举：抬。

夜思：一作“静夜思”。郭茂倩把它编入《乐府诗集·新乐
府辞》，并说：“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
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

明月光：明亮月光。

举头：抬头。望明月：一作“望山月”。晋《清商曲辞·子
夜四时歌·秋歌》：“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

低头：形容沉思神态。思：思念。

译文



皎洁月光洒到床前，迷离中疑是秋霜一片。

仰头观看明月呵明月，低头乡思连翩呵连翩。

赏析

这是写远客思乡之情诗，诗以明白如话语言雕琢出明静醉人
秋夜意境。它不追求想象新颖奇特，也摒弃了辞藻精工华美；
它以清新朴素笔触，抒写了丰富深曲内容。境是境，情是情，
那么逼真，那么动人，百读不厌，耐人寻绎。无怪乎有人赞
它是“妙绝古今”。李白这首思乡之作，被称为“千古思乡
第一诗”，感动了古今无数他乡流落之人。

诗起句，“床前明月光”，可谓平实朴素之极，以此清静之
景来衬出作者寂寞孤单。这首诗在写法上，能注意心理刻画
和行动举止描写相结合，第二句中，一个“疑”字点出作者
内心深处迷离之因。由于是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因此很容
易产生错觉。这是作者极写思乡之切，因而才情思恍惚，眼
目迷离。后两句作者从沉思中转而清醒过来，便是一“举
头”，再一“低头”。为何要“举头”？因为作者后来既然
已醒悟到地上应是月光而不是白霜，所以就产生了无穷遐想，
这就是“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之类古人有关月光传情
诗句所表述思亲之情。他感到光看地上月光还不足以寄托自
己情思，因而便“举头”仰望，这样便可看得更加真切一些，
清晰一些，似乎要从这明月里寻找家人从远方寄送来美好祝
愿。仰望既久，思念愈深，作者便又转而“低头”了。为何
还要“低头”呢？这是因为虽久久仰望，甚至望眼欲穿，依
旧不能从明月那里得到一份慰藉，无奈之中，只得低头沉思
不语了。以无情言情则情出，从无意写有意则意真。于是，
作者将对故乡思念，化为寄情明月之举，头上明月，心中故
乡，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