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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编义务教育教科书语文三年级下册第 9课 

古诗三首 

（第 1课时《元日》） 

杭州采荷第二小学教育集团  韩琳 孙晓慧 

一、教材分析 

《元日》是宋代诗人王安石所作，在诗中诗人通过“爆竹声”、“屠苏酒”“换桃符”以

及开始送暖的春风等新年特有景物的描绘，展现了人们在春节的欢快情景和万象更新的情景。

结句“总把新桃换旧符”既是写当时的民间习俗，又寓含除旧布新的意思。全诗文笔轻快、色

调明朗，眼前景与心中情水乳交融，洋溢着节日的欢快气氛。 

二、教学目标 

1.能借助古诗停顿，正确并有节奏地朗读古诗，读出韵味并背诵。 

2.通过注释，理解古诗内容，解决难理解词“屠苏”“曈曈”。学写生字“符”。 

3.了解诗句中描写的热闹的春节佳景，感受人们欢度佳节，辞旧迎新的美好愿望。以及诗人积

极向上，对未来美好憧憬的念想。 

三、教学准备 

教师用具：多媒体课件 

学生用具：电子资料包 

四、教学过程 

（一）交流导入，直击课题。 

1.初步交流我国的传统节日。 

同学们，你知道我国都有哪些节日么？（端午节、元宵节、中秋节……） 

元宵节人们挂灯笼；端午节人们吃粽子，在门上插艾草；中秋节一家团聚吃月饼，赏月。

这篇课文写了哪些传统节日，写出了哪些节日情景呢？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第一首古诗《元日》 

2.齐读诗题，释题。 

读了题目，你知道写的是什么节日么？怎么知道的？对了，通过古诗中的注释“元日”，

我们知道这首诗写的是人们过春节时的情景。 

3.了解诗人。 

这首诗的作者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资料：王安石，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

学家、改革家。诗作多反映百姓疾苦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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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读古诗，学习字词，读出节奏。 

1.带着问题自学古诗。同学们，请你们自由朗读这首古诗，把字音读准， 想一想古人们是怎

样过春节的。 

2.正确、有节奏读好古诗。 

（1）指名朗读古诗，正音。注意后鼻音“曈曈”，平舌音“屠、苏”的读音。 

（2）读出古诗节奏。 

读古诗的时候，如果能读出节奏来，那就更有味道了，听老师范读。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3）自己也来试着来读一读，读出节奏，读出韵味。 

（三）品读古诗，理解诗意，走近诗人。 

同学们，你们是怎么过春节的？（看春晚，收压岁钱）那古人是如何过春节的呢？请你再

去读读古诗，找一找。 

1. 学习第一、二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1）品读诗句，初识“暖”意。从这两句诗中你找到了人们的活动么？ 

人们在放爆竹。（爆竹声中一岁除）对，这句诗写了春节时，孩子们围在一起放爆竹，爆

竹声震耳欲聋，送走了旧的一年，可真热闹！ 

人们喝屠苏酒。（春风送暖入屠苏）有的同学通过注释还发现，屠苏在这里指屠苏酒。春

节时，古人们还会喝屠苏酒。 

小结引读：一家人放着鞭炮，喝着小酒，春意暖暖。怪不得诗人说“爆竹声中一岁除，春

风送暖入屠苏” 

（2）想象说话，感知“暖”意。 

此时此刻，大家围聚在一起，有老有小，又会一起聊什么呢？请同学们发挥想象，来说一

说。（自由练说：例如晚辈对长辈说：“爷爷，新年快乐，健健康康。长辈对晚辈说：“乖孩

子，祝你平平安安，幸福成长。”等等） 

小结引读：一家人，放着鞭炮，喝着小酒，谈天说地，怪不得诗人说“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 

（3）字斟句酌，理解“暖”意。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同学们，你觉得“暖”在哪里？ 

暖在身上，喝着酒可能暖暖的；暖在身上，春风吹来暖暖的…… 

暖在心里，一家人团聚暖暖的；暖在心里，一家人团聚，很开心…… 

小结引读：此时此刻，人们不仅身子暖，心里也暖啊！怪不得说“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

送暖入屠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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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体会诗意，明确“暖”意。 

其实，我们都知道春节的时候天气还是比较冷的，可是诗人却说“暖”？你觉得为什么？ 

（春节一家人团聚，心里很暖，大家很开心。/过节很快乐，所以很暖。） 

小结引读：是啊，看着眼前一家团聚，欢度春节的情景，诗人的心里也变得暖洋洋的，也

感受到了这种节日的欢快的气氛，感受到了新的一年已经到来。让我们带着美好的祝愿齐读“爆

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2.学习第三、四句：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在这两句诗中，又写了春节时，人们做了哪些事呢？用自己的话说一说。 

（1）利用注释，理解诗意。同学们通过注释“曈曈”“新桃换旧符”知道了这两句诗是说：

初升的太阳照耀着千家万户，人们都忙着把旧的桃符取下，换上新的桃符。 

（2）品读“曈曈”，体会诗情。你们发现了吗？诗作短短 28 个字，作者却连用了两个“曈”

字，写诗的人最忌讳一句中重复使用相同的字，王安石当然明白这个道理，那他为什么还要这

样写呢？（学生说说自己的理解） 

观察字形字义，初步体会。这个“曈”字是日字旁，表示阳光光辉灿烂的样子，可能也预

示着作者的心情很高兴吧。/前面也说到诗人看到人们过节很高兴，这个“曈曈”可能也说明

作者心情很好，像阳光一样灿烂。 

小结：是啊，“曈曈”二字写出了太阳出来时阳光灿烂的样子，更表现出了诗人此时此刻

灿烂的心情。老师引读“千门万户……曈曈日”。 

视频引入，深入理解。为什么王安石会这么高兴？仅仅是因为过年么？我们来看一段小视

频。（视频插入-图配解说） 

视频资料：此诗作于王安⽯初拜宰相⽽实⾏新政时。1067 年宋神宗继位，起用王安⽯为江宁知府，

诏为翰林学⼠兼侍讲，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王安⽯

即上书主张变法。次年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同年新年，王安⽯见家家忙着准备过春节，联想到变

法伊始的新⽓象，有感创作了此诗。这首诗不仅仅是王安⽯对新年来临的⾼兴与期盼，更是对自⼰主

张变法的坚定信念以及乐观的情绪。 

小结：看来“曈曈”二字,更凸显了诗人积极向上、乐观的心态呢！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这两句诗“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3）体会桃符的寓意。桃符是现在春联的前身，把旧的换成新的蕴含着除旧迎新，万象更新

的景象。再读“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3.总结全诗，有感情朗读。同学们，通过学习请你用一个词来形容“元日”的印象。（热闹、

开心、喜庆、辞旧迎新……万象更新……），那么让我们带着这种心情一起来诵读全诗。  

 （四）书写生字，完成课堂练习。 

 1.背诵古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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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填一填。 

题目:快过年了，爸爸把家里去年的春联、窗花都换了下来，贴上了新的。他还告诉我这

样做是 表示辞旧迎新，万象更新。这不禁让我想到了王安石的那句诗“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1）学写“符”字。提醒学生注意：“符”注意竹字头，不要写错。上下结构，注意比例，

上小下大。 

（2）书写整句诗。 

 

板书： 

                     元日  

活动：放爆竹   饮屠苏酒    换旧符       辞旧迎新  万象更新 

 

心情： 暖       曈曈                     开心高兴  积极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