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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教学的梯度式设计——以二下《村居》为例
莫福珍

（湖州师范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摘要：《村居》的教学重点在于引导学生想象春天美好的画面，再感受春天的美好。笔者在导入、朗读、背诵、迁移的各个环节中，

通过设计由易到难的梯度式学习任务，帮助学生更好地达成各项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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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目标

（一）温习旧知，导入新课

1. 温旧知

教师导语：小朋友，现在是什么季节呢？

春天是一首优美的乐曲，春天是一幅美丽的图画。（出示一

年级语文园地一日积月累插图）这张图上不仅能够看到春景的美

丽，还写有许多描绘春天的四字词语。一起来大声念一念。还有

哪些四字词和古诗可以用来描绘春天？

唤醒学生知识库中关于描绘春天的四字词语和古诗《春晓》《池

上》《赋得古原草送别》，背诵古诗。

2. 导新课

（1）合理想象

教师导语：在同学们的朗读中老师不仅能看到小草无限的生

命力，而且还感受到了春天的生机勃勃。在富有生机与活力的春

天里，同学们喜欢做什么？大家猜猜古代的小朋友他们有什么娱

乐活动？

今天我们要学习清朝诗人高鼎的一首诗（出示教具“村居”）。

（2）解读诗题

提问：同学们能猜猜诗人高鼎是在哪里写的这首诗吗？（预设：

村里）那“居”是什么意思呢？能用自己的话说出诗题的意思吗？

诗人高鼎居住在村子里时，见春色美丽，便写下了这首一生

中最有名的诗——《村居》。

（教师板书诗题，学生跟着书空；带领全体学生读准“村”字）

（3）书写生字

要点：“诗”“村”左右结构，左窄右宽；“童”，上下结构，

上窄下宽；“寺”的“点”和“寸”的“点”都要点在竖中线上，

注意“寺”的笔顺；“村”的左半边“木”——“捺”变“点”；

“立”的一横要最长，“里”的一竖要在竖中线上，并注意“里”

的笔顺。

【设计意图】在二年级学生的知识库中已经有关于描绘春天

的四字词语和古诗积累，因此采用温习旧知的办法，把学生原有

的知识与新的学习任务关联，建立更为稳固的学习框架。有助于

降低学习难度、创设学习情境。“诗”“村”“童”字的教学，

旨在引导学生写好左右与上下结构的字，注意间架结构和掌握汉

字基本笔画。初步感受汉字的形状美。

（二）梯度式朗读，想象沉浸

1. 自主朗读

（1）自主朗读，随文识字

2. 教师范读

（1）教师范读，感受韵律 

（2）教师范读，体会诗情

           

3. 情境悟读

（1）情境悟读，欣赏春景

教师导语：（出示春天的音频资料）美的朗读给人以美的感受。

在这么美的朗读中，你看到了什么？请大家默读古诗，圈出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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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物。（预设：草、莺、杨柳、春烟、儿童、纸鸢。）教师板

贴贴图。

解释生词。

教师利用多媒体演绎“纸鸢”的演变。

（3）想画面“草长莺飞二月天”

（4）想画面“拂堤杨柳醉春烟”

  

                  

（5）创设情境，共情“忙趁东风放纸鸢”

【设计意图】诗歌具有自身特点，它讲究节奏、韵律，具有

意境美，但对于小学低段的学生来说，他们正处于前运算阶段向

具体运算阶段过渡的时期，思维发展水平较低，单纯使用讲授法

不利于培养孩子对于诗歌的学习兴趣以及课堂实际效果会大打折

扣。因此，借助手势动作可以帮助低段小学生集中注意力并且调

动他们的思维与课堂进程保持一致，助力课堂实施。

再利用联想、共情、结合生活实际，引导学生展开想象。朗

读设计注重梯度式教学：层次感分明。不仅可以帮助学生了解诗

歌内容，读出诗歌节奏感，而且有助于学生较快进入诗歌的情境，

尝试体会其中的思想感情。让学生逐步了解诗歌、体会诗歌、爱

上诗歌。

二、梯度式背诵，浸润诗意

（一）结合板书（教具图片与字），以开小火车的形式，一

人先尝试背诵一句。

（二）把黑板字擦掉只留下图片，先指名后齐背诵古诗。

（三）不看黑板上的提示，闭眼睛整体背诵（沉浸在春天的

美好中，背诵出对于春天的喜爱）。

【设计意图】课标对于古诗教学提出了明确的标准，对于第

一学段的要求：“诵读儿歌、童谣和浅近的古诗，展开想象，获

得初步的情感体验，感受语言的优美。”因此，教师要引导学生

展开对于诗歌画面的想象，引导学生进入诗歌的情境。在教学中，

运用图片教具、赛读形式，积极创设情境，帮助学生获得情感体

验。另外，对于思维发展水平较低的低年级学生来说，熟读成诵、

积累诗句非常重要，因此，设计了有梯度的背诵环节，帮助全体

学生能够背诵《村居》。

三、新编古诗，体会创作

（一）小组合作，创编新《村居》

小组讨论，填上最佳内容。

（    ）二月天，（         ）醉春烟。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         ）。

（二）课堂小结：

在这堂课里我们不仅学习了古诗《村居》，还对它进行了新编。

我们通过朗读与想象，感受到了生机勃勃的二月天以及春天来临

时的喜悦。用心体会诗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浸润于诗意之美。

【设计意图】由于古诗语言的表达与当代口语交流差别较大，

因此在教学上需要为其与学生搭建一座“学习桥梁”。“新编古诗”

是一种培养学生活用古诗甚至爱上古诗表达方式的一个好办法。

考虑到低段小学生思维发展特点仍然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因此

开头导入部分的设计为“新编环节”降低了难度。《村居》后两

句新编贴近学生亲历的生活世界，与其生活体验是相通的。更能

激发学生学习古诗的兴趣，把文本世界与儿童世界生动地串联在

了一起，让他们体验到创作古诗的乐趣，而不是与实际生活毫无

关联的、为了应付学习任务的几行字。

四、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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