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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古诗三首（枫桥夜泊）

学 案

学习目标

1.认识生字，会写生字，读准“泊”这个多音字，理解诗句中生字

词的意思。

2.正确 、流利 、有感情地朗读、背诵古诗。

3.学习通过看注释、查阅资料、边读边想象等方法，感知诗词大意，

用自己的话讲述诗词的意思。

4.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揣摩作者的表达方法。

学习重难点

【重点】1.学习通过看注释、查阅资料、边读边想象等方法，感知

诗词大意，用自己的话讲述诗句的意思。

2.指导背诵，积累古诗词。

【难点】1.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领悟作者的表达方法。

学习过程 学习内容

预学

一、观看《枫桥夜泊》朗读（动画），自己试着有感情地朗诵古诗。

二、圈出本课要求会认的生字、要求会写的生字，多读几遍。试着

做生字卡片。

三、诵读古诗，掌握古诗大意。

预学自测

1.自由朗读古诗，圈出生字词，不会读的字查字典解决，难读的地

方多读几遍，没把握的地方作批注。

2.听范读，注意自己标注的地方，看自己哪些地方读的不准确。

3.再读一遍，把古诗读通读顺，然后读给爸爸妈妈听。

思学质疑 在本次学习过程中，你有什么困惑或建议请写下来吧！

导入

【播放图片，揭示课题】

1.师：请同学们来比一比，看谁知道的写秋天的古诗多？

（学生充分回答，教师注意鼓励。）

今天，我们再来学习一首关于秋天的古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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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课题——枫桥夜泊 张继）

2.题解：

“泊”： 停泊。

板书：枫桥夜泊

3.走进作者。

共学

【初解诗意，读出韵味】

1.看能不能读出诗的节奏与新的感觉来。

2.学生自学自读。

3.播放情境课文诵读版。

指导：“到——客——船”，这节奏一放慢，声调一降低，就有

一种余音袅袅的感觉。来，一起来读后两句。

学生齐读全诗。

4.解读诗意

【理解诗意，感悟诗情】

1.这首诗描写了哪些景物？

2.这些都是诗中的景物，这些景物汇集在一起就成了这首诗。如

果把这首诗读成一个字，一个表达诗人情感的字，是什么字呢？

学生齐读全诗。

3.抓一“愁”字，感受愁意。

（1）旅途本辛劳，本应该早点歇息，张继却久久不眠，为什么？

学生回答。

一个字，愁。学生说带“愁”字的词语。

（2）是的。请你看看古诗，到底是什么勾起了张继的愁思、愁绪

和愁怀？是什么拨动了诗人的愁心与愁弦呢？

是月落、是乌啼、是江枫…… 抓住这些词语读出感觉。

（3）学生自由地读、圈、想、读。

（4）交流：

学生齐读《枫桥夜泊》。

5.联系到张继身上，你从“客”这个字中体会到了什么？体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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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怎样的感情？师：假如你就是诗人，你就在客船上，远处传来

寒山寺那悠远的钟声，自己的心情是难以言说，读吧，读出那种味

道，读得像寒山寺的钟声，余音绕梁，绵延悠长。

【拓展阅读，深化理解】

诗人张继除了这些“愁”外，还有更大的一“愁”，想知道吗？

出示背景：根据《唐才子传》卷三记载，张继于“天宝十二年（753）

礼部侍郎杨浚下及第”，也就是说考取了进士。而就在天宝十四年

（755）一月爆发了安史之乱，天宝十五年（756）六月，玄宗仓皇

奔蜀。因为当时江南政局比较安定，所以不少文士纷纷逃到今江苏、

浙江一带避乱，其中也包括张继。一个秋天的夜晚，诗人泊舟苏州

城外的枫桥。江南水乡秋夜幽美的景色，吸引着这位怀着旅愁的客

子，使他领略到一种情味隽永的诗意美，写下了这首意境清远的小

诗。

【总结】

本诗描写了一个秋天的夜晚,诗人泊船苏州城外的枫桥,江南水乡秋

夜幽美的景色吸引着这位怀着旅愁的游子,使他领略到一种情味隽

永的诗意美,表达了诗人旅途中孤寂忧愁的思想感情。

随堂练习

【书写汉字，理解古诗】

选择题

1.《枫桥夜泊》的作者是（ ）

A. 王维

B. 张继

C. 李白

2.《枫桥夜泊》每句（ ）个字，全诗共四句，称之为（ ）。

A.七，七言绝句

B. 五，五言绝句

C. 七，七言律诗

3.下列加点字读音正确的一项是（ ）。

A. 月落乌啼（ d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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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枫桥夜泊（ pó）

C. 江枫渔火（fēng）

4.下列字词解释正确的一项是（ ）。

A. 江枫：江边的枫树

B. 愁眠：忧愁而无法入睡

C. 渔火：烤鱼的火光

5.枫桥夜泊中“泊”的意思是（ ）。

A. 停船靠岸

B. 停留

C. 安静

6.江枫渔火对愁眠中“对”的意思是（ ）。

A. 答，答话，回答

B. 朝着

C. 引申为伴随

7.下列理解有误的一项是（ ）

A. 月落、乌啼、霜满天、渔火、寒山寺等，从近到远；用秋夜的寂

静、凄清、朦胧来烘托羁旅者孤孑清寥、愁绪满怀的思乡之情。

B. 诗歌在景物描写中巧妙地运用冷暖对比、动静结合。其中月落、

霜天是“冷色”，江枫、渔火是“暖色”；一二句是“静景”，第

四句是“动景”。

C. 本诗在写法上运用了寓情于景的手法，抒发了诗人漂泊他乡的孤

愁情怀。

8.下列对这首诗赏析有误的一项是（ ）

A. 诗的首句，写了三种现象：月落、乌啼、霜满天，巧妙而有层次

地表明了夜泊的时间及感受。

B. “愁眠”是指愁眠山，又名孤山；“江枫”指江桥和枫桥；“江

枫渔火对愁眠”的意思是江桥、枫桥、渔火，对着愁眠山。

C. 诗的后两句只写了作者“卧闻山寺夜钟”这一件事，却使全诗的

神韵得到了完美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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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题

9.“霜”是接近地面的水汽遇冷在地面或物体上凝结成的白色细

微颗粒，所以作者说“霜满天”是不恰当的。（ ）

10.在《枫桥夜泊》这首诗中，抒发了自己漂泊在外的愁苦寂寞之情。

（ ）



第 6 页

预学自测参考答案

1.2.3（略）

随堂练习参考答案

选择题

1.B

2.A

3.C

4.C

5.A

6. C

7.A

8.B

判断题

9. 错误

10.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