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古诗四首的教学反思与评价 古诗教
学反思(通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古诗四首的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一

一、导入环节，我利用课间出示四幅精美的画面配以诗一般
的语言让学生回忆背诵有关四季的古诗，这几首诗分别描绘
了春夏秋冬不同的景色，继而自然引出课题——《江雪》，
这是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引领学生走进《江雪》，
并懂得了诗中有画，为读古诗想画面做铺垫，也告诉学生边
读古诗边想画面从而理解古诗的方法，让学生更乐于去感受
这首五言绝句的魅力。

二、检查预习环节，主要是扶放结合。简单的生字学生自学
就能够掌握，而像“蓑笠”这样的离学生生活实际比较远的
内容则用图片与讲解结合的方法帮助学生理解，有助于学生
记忆这两个字的字形，符合学生的认知特点，实际效果也比
较好。在认识生字词后再读古诗，很快便将古诗读通读顺读
出节奏，很好地完成了初读古诗的教学任务。

三、理解诗意时，我变枯燥无味的解释为学生喜闻乐见的画
图理解。学生根据诗句的意思想象画面，再把想象到的画面
描述出来，其实就是在解释诗句，但是对学生来说，比单单
解释诗句要容易得多。而且还能把学生引入诗的情境，产生
身临其境的感觉，对诗意理解得更深刻，同时又可以丰富学
生的想象力，有助于欣赏诗的优美意境，为进一步理解和感
悟作者的思想感情打下基础。这样就引导走进古诗，然后通
过师生合作完成画面，完成画面的过程也就是对这首诗理解



的过程。通过画图，学生不知不觉中理解了“千山、万径、
绝、灭、孤舟、独钓、蓑笠翁”，这首诗的关键词理解了，
接下来对整首诗意思的理解更是水到渠成，不费一点力气，
学生理解得非常到位。学生学得轻轻松松，兴趣盎然。而且
通过这种方法的指导，学生再学“诗中有画”这一类型的诗
时，就会潜移默化地迁移运用，从而能够自己读懂这一类型
的古诗，体现了“以学定教”这一教学理念。

四、在学生理解诗意的基础上读出情感，使渔翁孤舟独钓的
形象深深地扎根在学生的脑海中。在指导感情朗读时巧妙地
运用范读录音感受诗人的孤独与寂寞。再次回到课文体会诗
中的“绝、灭、孤舟、独钓”，感悟诗人孤独的心境，并通
过音乐的渲染指导学生把这份孤独读出来，学生读得很投入，
一遍比一遍读得有感情，充分表现出诗句的`意境。

在理解诗句的基础上我又介绍了诗人的生活经历，引导学生
感悟文字背后的内涵，感受诗人在恶劣的环境中，依然对未
来充满希望的坚强毅力。并通过诗人的话：“虽万授摈弃，
不更乎其内。”进一步感受诗人坚毅的性格特点。学生通过
反复朗读和对文字从表面到背后深入的理解，已经能够熟读
成诵，后面让学生背诵古诗可谓是水到渠成。

五、拓展延伸环节，我补充了清朝王士祯的诗，为了让个学
生体会同样是“独钓”，因时间不同，环境不同，所表现的
人物的心境不同也不尽相同：一个是借钓鱼表现高傲的骨气；
一个是借钓鱼欣赏优美的秋景，这真是各有所得。学生通过
赏析比较，能进一步抓住关键词想像画面，理解人物的精神
世界。课后我布置同学们搜集柳宗元的其他诗词，读一读，
既让学生积累大量的诗词，更深入地感受作者丰富的内心世
界和远大的抱负。）

语文教学不能仅仅局限于课本，要引导学生把课本读厚，从
课内学习延伸到课外，注重学生的语言积累。因此我在课堂
上力争体现这一教学理念。课前预习时，就布置学生搜集有



关柳宗元的资料，为学生学习古诗做好铺垫。一节课至始至
终，学生一直处于积极主动地学习状态，学习热情高涨，真
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学生课堂参与面很广，并能自主发表见
解，提出疑问。这节课，学生会读会背这首诗，并理解了诗
意，领悟了诗歌背后的内涵，还学到了通过读读诗，想画面
的方法理解古诗的方法，渗透了学法的指导，教学任务顺利
完成。

教学是一门遗憾的艺术，这话不假，这堂课的不足之处在于：

2、对古诗的教学，感觉也许挖掘的太深。由钓鱼引申到诗人
孤独的心境，进而深入到诗人坚毅的性格特点。这是否是太
深了呢？还需要好好思考一下。

古诗四首的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二

近日有幸参加了东北三省阅读教学大赛，我所执教的《古诗
两首》，在大赛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这是一篇选自人教版
实验教材四年级上册，第六组的人间真情专题中的一篇精读
课文。这两首诗都是脍炙人口、千古传颂的送别诗，表达了
诗人与朋友之间的深厚情意。学习这篇课文旨在于使学生通
过诵读、想象感受朋友之间深厚的友谊，同时培养学生对诗
歌的热爱之情。

因两首诗具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设计教学时，我运用整合的
理念，让学生在两首诗的对比学习中，理解提升。通过引导
学生想象和反复诵读，使学生理解古诗的意思，并感受朋友
间的深厚情谊，激起学生对我国古代诗歌的热爱之情。

教学中，我直入课题，通过两首诗题的对比，找出共同点，
初步了解诗的要点，把握诗的大意，并初步感知送别诗题目
的共同特点。然后引导学生有层次的诵读训练，即初读读正
确，再读读出节奏，三读想象画面，四读在对比中体会诗情。



教学的重点放在第三和第四个环节。在我看来，诗意的理解
并不是古诗教学的重点，重点应该放在借助古诗来想象画面，
将无声的文字想象成有声的画面。因此，我将体会理解诗意
这一环节设计成“为诗配画”，这样即降低了难度，又增加
了趣味性，同时也发展了学生的想象能力。

第四个环节为对比升华，即在对比品读中，体会诗人的感情。
这一环节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同中求异，在相同的文字中品
味不同的意境。第二异中求同，在不同的景色描写中，感受
都有一份情蕴含其中。

整节课的设计过程中，努力做到以生为本，重视孩子的想象、
诵读和感悟，将古诗教学以一种更为简易的学习方式呈现给
学生，激起他们学习的兴趣和欲望。这节课使我想到了，我
们的教学应该更多地从学生的角度上去考虑，学生们真正需
要的是什么？而不是老师要教什么。也许这样的教学才是更
具实效的。

古诗四首的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三

这两首古诗都是描写春天的景、物、人的.，《春晓》给我们
展现的是一幅雨后清晨的春景图，表达了作者喜春、惜春的
美好情感。

《村居》则是另一番景象，另一种情调。

《春晓》这首诗大部分学生比较熟悉，但《村居》这首诗比
较难懂。在教学过程中，重点激发学生喜爱古诗的情感，积
极收集古诗，扩展学生的知识面。

《村居》时，通过看插图理解故事的意思，并联系实际想一
想自己放风筝的情景，让后在诵读，这样孩子们读起古诗来
会更入情入境。



古诗最讲究诵读，正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现”，也许此
时的他们还不能完全理解古诗的全部意思，但反复的诵读仍
然会在他们的心里留下一颗情感的种子，培养他们热爱朗诵
的好习惯。

古诗四首的教学反思与评价篇四

在教学中，我主要引导学生从以下几方面将两首诗比较异同：

不同之处：

1、抓住背景，一是“安史之乱”，一是“金兵南侵”。 由
于诗人所处的历史背景不同，他们的经历也各有跌宕。要想
理解诗人内心的情感，就必须要有时代背景作铺垫。所以，
在课前，我就要求学生查找有关诗人生活年代的情
况——“安史之乱”和“金兵南侵”的相关资料，为更好地
体会诗人的爱国之情奠定基础。

2、抓住作者，一是唐朝，一是宋代。杜甫是唐代著名诗人，
被人誉为“诗圣”，而他的诗又记录了相关的史实，被人称为
“诗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乃杜
甫的“生平第一快诗”。而陆游，是南宋著名诗人，一生作
诗九千余首，可谓“多产诗人”。《示儿》是他的“绝笔
诗”，相当于遗嘱。

3、抓住插图，一是“意气风发”，一是“抱憾终老”。在教
学中，我觉得书上的插图也应发挥作用，用来帮助学生理解
诗人所要表达的情感。《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那幅图中，诗
人一家内心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漫卷诗书”的场面也表
现得十分直观。而《示儿》一图则显得哀伤而凄凉。弥留之
际的陆游，在孤灯残烛的映照下显奄奄一息。在布满皱纹、
饱经沧桑的脸上，挥之不去的是遗憾之愁云。在这样的画面
映衬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读来催人泪
下。



5、抓住文体，一是律诗，一是绝句。教学中，可相机让学生
认识律诗和绝句的区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共有八句，
每句七个字，是一首七言律诗；而《示儿》共四句，每句七
个字，是一首七言绝句。

相同之处：

虽然两首诗有着诸多的不同，但诗人所要表达的情感却是相
同的，那就是内心无比强烈的爱国之情。在《闻官军收河南
河北》中，通过写诗人听到失地收复的喜讯后极度的喜悦和
急切还乡的心情来体现；《示儿》则通过诗人临终前的牵
挂——“但悲不见九州同”来表达。一喜一悲，难以掩饰的
是杜甫和陆游拳拳爱国心。

整堂课上下来，感觉效果一般，学生感兴趣的倒是“安史之
乱”和“金兵侵宋”的史实。在诗意的理解上，由于学习基
础的缘故，学生还存在着一定的困难。而我自己也是初次尝
试这样的方式，所以感觉要讲的东西太多，很多时候是自己
在唱“独角戏”。我想：以后再上这一课的时候，第一课时
的准备工作要做得更为充分些。如果有条件，可适当运用一
些媒体资源来辅助教学。另外，在诗句的朗读上，我觉得对
学生的指导还不够，自己的范读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古诗四首的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五

古诗词年代久远，语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学生理解起来有
难度，要想理解诗句，除了了解作者的创作背景之外，还有
进行反复的朗读，在读中感悟。在熟读背诵的基础上，学生
才可能理解诗句。

下面总结合古诗词教学的特点，总结一些教学经验

一、初读课文，整体感知。初读课文，并在此基础上，扫清
字词障碍。培养学生的自主阅读能力，掌握生字词，能够读



通课文，为理解课文打下基础。对整首诗歌有个整体感知，
初步体会古诗要表达的情感。

二、注重诵读指导。诵读的自然在于各个学习时段安排不同
形式的读，读出质量。初读时要读，指名读，听读，齐读，
把字音读正确，把诗句读正确；理解诗句时要读，默读，落
重音读，把停顿读正确，把节奏读正确；吟诵时要读，配乐
读，看图诵读，把诗意读出来，把情感读出来。

三、图文结合，读中理解诗意，悟出诗情。图文结合讲求自
然，切忌牵着学生的鼻子走，在需要帮助时引导学生看看图；
感受诗情讲求自然，同一首诗，由于每人的阅读经历不同，
理解就会不同。诗人有诗人的情，读者有读者的情，时空不
同，老少有异。只要个性的理解来自于对诗意的正确把握，
来源于学生的心灵深处，一切情皆可融入景物之中。

四、适当地拓展延伸。每首古诗都有明显的主题，根据通过
阅读相关的古诗，既容易让学生体会诗句表达的思想感情，
又拓展了学生的类文阅读，可谓一举两得，学生学习兴趣浓
厚，教学效果不错。

古诗词页存在着不足之处：在朗读方面下的功夫还不够，教
学方法不够新颖，学生受知识储备的影响，理解就会出现偏
差。今后应该多联系生活，谈体会和感悟的基础上，自然过
渡到感情朗读，培养学生的感情朗读古诗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