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书所见》教学方案设计

（一）视频导入，认识家乡

1.“家乡”之意

提问：同学们，知道什么是“家乡”吗？

预设：就是和家一样的地方。

明确：大家已经接近正确答案了，不过“家乡”的意义远比“家”要大，

它包括我们出生与成长的这一方土地与土地上的一切。就如我们的诗人

李白有诗云：“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里的“故乡”和“家乡”

是同一个意思。

2.知人论世

播放诗人身世视频

提问：同学们，还记得刚才视频里是怎样介绍诗人叶绍翁的吗？

预设：记得，视频里说他 5岁过继到龙泉，13 岁和叔父一起到京

城求学和任职，最后隐居钱塘。

提问：那你们猜猜，他一个人在外地求学和任职的过程中，会有怎

样的情感体验？

预设：开心、快乐……

过渡语：大家是不是都觉得诗人求学会遇见很多朋友，会很开心，

就像你们离开家来学校上学？大家不妨思考几个问题，再来做出最后的

决断。

问题一：二年级下册有古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诗人杨万里

面对远行的朋友林子方是怎样的感受？

预设：希望他不要离开，留下来；担心他走了之后会过得不好。

问题二：古代交通便利吗？

预设：不便利，古代没有汽车、轮船，只有马车、牛车走得可慢了。

明确：同学们说诗人杨万里舍不得远行的朋友林子方，又说古代交



通没有现在的方便。这些都是正确的。

提问：那么我们的诗人叶绍翁，遥远的家乡中不曾有过对他依依不

舍的人吗？他又能轻易的回去看望吗？

预设：他的家人和朋友一定会不想他走，而且他回去一趟，要坐好

久的马车，不能轻易回去。

明确：同学们都很棒，我们现在再来思考一下诗人的情感究竟是怎

样的。

预设：对家人朋友的想念。

明确：没错，诗人在异地求学工作，他会想念家乡的一草一木，会

想念家乡的饭菜味道，也会想念那些眷恋牵挂他的人……这种想念，它

的名字叫做——乡愁。

过渡语：今天我们一起走近诗人叶绍翁的《夜书所见》（板书夜书

所见），看看他在诗中写了什么。请大家和我齐读课题夜书所见。

【设计意图】通过视频导入，结合提问和讨论，激发学生的兴趣和

思考，为学习古诗《夜书所见》做好铺垫。

（二）随文想象，勾勒乡思

1.扫除文字障碍

（1）齐读古诗，正字音

预设：将“tiǎo”读成了“tiāo”。

师正音：刚才有同学将“挑”的音读错了，现在老师读一遍，你们

跟着读一遍。（“tiǎo”）

（2）多种方法，知字意

提问：有同学知道，在诗中“挑”字的意思吗？

预设：用细长的东西拨弄。

师明确：回答的不错，也正因如此，在诗中才读“tiǎo”，而不是

“tiāo”。“tiāo”只有“用肩膀担”的意思，并没有“用细长的东西拨

弄”的意思。那你又是怎么知道“挑”的意思的？

预设：从古诗旁边的注释知道的。师明确：不错，大家还可以根据



课文的插画去理解，你们看画上是不是有两个小孩在用长木棍去拨弄蟋

蟀呢！这样看，“挑”的意思也是用细长的东西拨弄。

（3）跟随书空，写字形

师科普：“挑”、“送”字的演变。

师：同学们，老师在黑板上写“挑”、“送”字，你们在下面跟着书

空。

过渡语：现在，请同学们再一次朗读课文，结合课下的注释，试着

理解诗句的意思。

【设计意图】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包括发音、词汇理解、形象思

维、字形掌握、文化底蕴和自主学习能力等多方面，使学生更好地理解

和掌握古诗，激发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

2.理解诗歌大意

游戏：现在我们要开一个小火车来解释古诗的意思。每个同学都是

火车的一节车厢，我们需要依次传递解释，让整列火车顺利运行。

要求：当轮到你时，朗读你负责的那一句诗。然后，解释你认为这

句诗的重点词的意思。最后，解释整句话的意思，并顺利‘传递’给下

一位同学。

总结:大家对诗歌的理解基本准确，结合大家的翻译，这首诗歌的

大意就是瑟瑟的秋风吹动梧桐树叶，送来阵阵寒意，江上吹来秋风，使

出门在外的我不禁思念起自己的家乡。 家中几个小孩还在兴致勃勃地

斗蟋蟀呢！夜深人静了还亮着灯不肯睡眠。

过渡语：同学们，带着诗意再朗读一遍，试着跟随诗意，在脑海中

想象意境。

【设计意图】通过互动和趣味性的教学活动，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

古诗，同时锻炼他们的多种能力，并营造一个积极向上的学习环境。

3.想象意境美

绘画：同学们，画出自己在朗读时根据诗意想象到的画面，然后分

享给大家。

预设：我画了半开的窗户，窗外是一棵梧桐树，地下是被风吹落的

梧桐叶。天空中圆圆的月亮悬挂在天空中，远处的山林陷入了沉睡，河



水潺潺流淌……

明确：你画得太美了，真是好一幅秋景月夜图。

【设计意图】通过艺术创作的形式，丰富学生的学习体验，加深他

们对诗歌内容的理解，同时培养他们的多种能力，包括创造力、想象力、

表达力和审美能力。

（三）反复诵读，倾听乡愁

1.品味音韵美

请同学们再读三遍古诗，要求改变停顿，找到你认为最好的停顿，

分享给大家。

预设：萧萧梧叶/送寒声，江上秋风/动客情。 知有儿童/挑促织，

夜深篱落/一灯明。

师纠正：应该是萧萧/梧叶/送寒声，江上/秋风/动客情。 知有/儿童

/挑促织，夜深/篱落/一灯明。七言绝句节奏多是二二三，也有二二一二

这样的。但是鲜少有四三的。

过渡语：请同学们，诵读古诗，读出节奏，同时思考诗的语言有什

么特点。

【设计意图】通过反复朗读古诗并改变停顿，学生能够更加深入地

感受古诗的音韵美和节奏感，从而培养对语言的敏感度和审美情趣。

2.感悟语言美

合作：以四人为一组，进行小组合作，共同讨论以下问题。

问题：（1）“送”和“动”，起什么作用？

（2）诗中的动景和静景分别是什么，有什么作用？

预设：（1）都用到了拟人的手法，“送”是传递，诗人把梧叶当作

人，写它传递了寒意，增强了秋天的萧瑟感；“动”是触动，诗人把秋

风当作人，写它触动了诗人的情感，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感伤。

（2）梧叶、秋风、寒声、秋江、孤灯、儿童、斗蟀，都是写动景；

篱落小屋，幽深夜晚，漆黑无边，都是写静景。动景和静景相互交织，

共同构成了秋景月夜图。



板书：巧用拟人 动静结合

【设计意图】提升学生的理解力、合作能力、分析能力、兴趣和参

与度，同时加深他们对古诗艺术特色的认识。

3.体会情感美

这首古诗只是一首写景诗吗？请同学们带着疑问再诵读古诗。

预设 1：不是，它里面有欢快的情感。因为后面有两个小孩在玩蟋

蟀。

预设 2：它是悲伤的，梧桐叶子都落了。

师明确：诗人此时孤身一人在异乡，无疑是孤独的、思乡的。他借

梧桐落叶之哀景写自己的孤寂之感，借儿童拨弄蟋蟀的乐景写自己的思

乡之情。

板书：寄情于景 以乐衬哀 孤寂之感 思乡之情

【设计意图】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引导学生体会诗人如何通

过景物描写来表达内心情感。

4.妙笔巧书美

学习这首诗，大家已经知道了诗人是如何委婉地书写自己的乡思之

情。同学们试着用诗人的写作手法来描写印象深刻的自然景象。

预设：太阳在远处的天空中斜卧着，露出半张脸来。阳光照射下，

本就黄了的梧桐叶更黄了，微风拂动梧桐树叶，传来“沙沙”声。

【设计意图】体会到诗人如何通过细腻的笔触表达对自然景象的观

察和感受，细致观察自然，用心感受自然之美。

（四）相似对比，深化乡情

对比：与《绝句二首·其二》进行对比，得出异同。

预设：它们都是绝句，但是《夜书所见》是七言的，而《绝句二首·其

二》是五言的。

明确：不错，同学们从体裁上进行了区分。还有吗？

引导：同学们诵读两首诗歌，想想它们的内容和情感是不是一样的

呢？



预设：内容不一样，《夜书所见》写的是诗人在秋夜读书看见的景

象，而《绝句二首·其二》写诗人看见的暮春江山景象。但是情感一样，

都表达了自己对家乡的思念。

提问：不错，同学们有没有发现它们的写作手法是一样的？

预设：发现了，它们都是借景抒情，融情于景。

引导：同学们回答的真棒，那我们再次诵读这两首诗，想想这两位

诗人的写作语言一样吗？

预设：不一样，《夜书所见》的语言比较朴实无华，意境也很优美，

而《绝句二首·其二》的语言更清新自然。

明确：同学们，回答的非常正确。由此可见，乡愁并非秋天独有，

也不是望明月才思乡。是因为诗人本身就有乡愁，才会看见明月想念家

乡，看见秋叶零落生发愁情。草木无情而人有情，才会有季鹰看见莼菜

鲈鱼，想要归家；才会有杜甫看见花鸟，生发国仇家恨。在外的游子若

是思乡，便是青天白日，也能乡愁横生，无需固定的媒介。

结语：诗歌的风格，犹如一首乐曲，是雅或俗，动人心弦；诗歌的

形式，犹如一场春雨，是疏或密，错落有致；诗歌的感情，犹如一轮明

月，是圆或缺，时有变换。希望同学们在今后，能够继续欣赏诗歌，感

悟生活，用诗意的心灵去感受世界的美好。

作业：今天的作业是背诵《夜书所见》。

【设计意图】通过诗歌对比分析，提升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文学

鉴赏能力、情感表达能力和对诗歌的兴趣，同时巩固学习内容，促进学

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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