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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一年级上册《江南》教案案例

◎贺辉琼

一、教学目标

1. 会认“江、南”等 9 个字，认识三

点水、草字头两个偏旁。

2. 正确、流利地朗读诗歌，理解诗歌。

3. 结合插图，通过吟诵，体会诗歌的

意境美，真切感受江南水乡的美景以及人

们采莲的欢乐场景。

二、教学重难点

正确、流利地朗读诗歌，理解诗歌，

背诵诗歌。学习吟诵，体会诗歌的意境美。

三、教学准备

制作课件、准备音频、准备角色扮演

的头饰。

四、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出示课题

1. 启发谈话，引入教学

师：今天我们要学习《江南》一课，

同学们知道江南现在是哪里吗？ 

生 1：我知道江南是在我们国家的南

边，具体就不知道了。生 2：我假期的时

候去过浙江，我记得有人说那里是江南。

师：这两个同学说的其实都算对，严

格来说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的长江吧，

其实江南就在长江以南的地区，浙江也在

这片区域里的。师：同学们假期旅游的时

候去过江南吗？大家印象里江南是什么样

子的呢？

当然没有去过也没关系，当今的科技

十分发达，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接下来的视

频吧，看看别人眼中江南美丽的样子。

（播放视频）

生 1：那儿的水很清很清，清得可以

看见水底的鱼儿。生 2：那儿的荷花粉红

粉红的，特别漂亮。生 3：碧绿碧绿的荷

叶像大圆盘一样，美丽极了。师：是啊，

江南就是一幅美丽的图画，接下来，让我

们随着课本上的《江南》这首诗歌，穿梭

千年光景，去看看那时候的江南吧。

2. 多种方法，识记生字

师：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来记忆“江”

这个生字吗？生：它由两部分组成，三点

水和工，我都认识，我就会写它了。师：

很棒！生字认识就需要这样的联想，这样

就会事半功倍，老师也有自己的方法，用

字谜的方式，例如江：工人在水边。方法

还有很多种，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最合适的。

那么接下来，大家自由讨论下怎样记忆本

课的九个生字吧。

（学生自由讨论）

3. 欣赏音画，打开诗境

师：同学们可能不知道，乐府诗是

“唱”出来的。

观看动画介绍“汉乐府”。欣赏音画

视频（水墨版《江南采莲图》：荷塘风景

优美，采莲的男童天真可爱，小鱼活泼

灵动；吟诵声音优美。伴着音乐开始古诗

教学。

4. 古诗学习

点拨诗句。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出示补充一些人们采莲的图片，让

学生了解人们是如何“采莲”的。）

（课件出示莲叶图）

师：可能有些同学是第一次见荷叶，

同学们仔细观察图片，然后可以交流自己

下看到荷叶后的感受，从诗中找出诗人

是怎样描绘荷叶的。生：莲叶何田田。

师：那同学们会用自己的话赞美荷叶吗，

老师规定一下，用下面的句式：”莲叶

真　　　　　　　　　　　　　　!”生：

莲叶真圆啊，就像十五的月亮。

（课件出示时的前两行）

教师范读。学生模仿采莲姑娘读。鱼

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

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师：这么美的荷花、莲叶也吸引了好

多小鱼。它们在水里干什么呢？生 1：它

们也觉得荷花漂亮，在欣赏美景。生 2：

小鱼在水里捉迷藏。师：在这里面有几个

表示方位的词，看看谁的眼睛最尖了。生：

东、西、南、北。板书：东、西、南、北。

师：不仅如此，其实东和西是一对反义词，

南和北是一对反义词。

组织学生表演：快乐的小鱼 ，在莲叶

间游来游去。注意提示学生要按照诗中的

方向游：先向东，再向西，然后向南，最

后向北。学生一边按方位表演，一边背诵

诗句。引发学生体会小鱼的自由自在和荷

花、莲叶的美丽。

5. 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全诗

（课件出示完整的课文） 学生先独

自练读，再分组读、班内展示读，最后教

师引读。

指导学生一起来读一读这首诗，读出

江南的美。然后在组内赛读，最后指名在

班内展示朗读。

五、教学总结与反思

进入古诗去学习，而不是“在诗外”

学习。我在这节课的教学准备上就是为了

体现这一教学理念。进入古诗的学习就是

与作者与诗中的主人公“共情”的学习。

这样的学习入情入境也“入心”。学生当

然喜欢，不仅喜欢读诵，更喜欢全身心投

入地表演。用整个身心去学习是学习古诗

文的最佳方式。

如何进入古诗，以下两点起到了关键

的作用。课堂上播放视频。气韵生动的水

墨动画，优美动听的古诗吟诵把大家带到

了汉朝劳动人民采莲的欢快场景里。用角

色扮演的方式学习，学生参与的热情高，

思维也非常活跃。每个孩子或是活泼、调

皮的小鱼，或是风中摇曳的荷叶、荷花、

莲蓬，或是快乐的采莲人。整个教室就是

一片荷塘。这样的情境，在每个孩子的心

里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当然，最受欢迎

的角色是小鱼。课后，孩子们自发制作小

鱼道具，轻声吟诵“鱼戏莲叶东，鱼戏莲

叶西，鱼戏……”乐此不疲。

遗憾的是这节课的内容安排过多，

读诵练习不够充分，否则这一节的教学

重难点会得到更好的突破与落实。另外，

分角色表演的环节还应该有更精心的设

计与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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