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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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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塘月色教学设计反思篇一

我原想通过欣赏作者“剥开来看，拆开来看”的技巧，也引
导学生学习景物描写。可能因为时间紧，没很好地落实到位。
看来放到上一课时，可能还相对集中些，效果更好些。或者
本来也就只点到为止，大家好明白。而应把重点放在语言品
味上，正好吴特所言，干脆就来个美文美读。

自我感觉，“抢”是本节课最大的问题。老怕问题处理不
了——问题本来就没有足够精选，致使教师操控太多，结果
学生没有像平时上课那样，就某个具体问题充分地展开探讨。
徐芳松副校长说，课堂生成上有先入为主的倾向，这还是很
委婉的说法。实际上我的课堂牵引太多。现在想来，远没达
到吴特所强调的充分放手，逼学生面对问题，发现问题，进
入问题，跳出问题的理想境界。吴特总是给我真诚的关怀，
切实的指导，有时看似蜻蜓点水，实则恰如庖丁解牛，关键
处一刀下来，如泥委地，豁然已解。能在他手下打杂，真是
三生有幸。市局陈信怀先生第一次来校视导的时候（2009
年10月）曾叮嘱我，一定要给吴特打好杂。话里话够我回味。

感谢吴雪姣同学在谈比喻句时对“峭楞楞，如鬼一般”那个
句子的提出。如果不是她及时提到这个句子，可能我在赏析
通感这一重点时把这个句子给忘了。幸亏她及时提出来。于
是我适时播放另一个版本的录音，也就是删了那句比喻句的，
对引导学生把握作者此时的喜悦之情很有帮助。可惜没能像
张健教师所说，给学生更多的读的机会，比较鉴赏的机会。



从写作上说，某个点怎样做到与文章的整体风格保持一致，
也是一个实例。晚上回家说给自家孩子听，她还很担心，就
那么巧，人家会不会觉得她是个托。天地良心，真没
有“托”。吴特曾告诫我，要表现的东西，一定要用盖子盖
起来，严实了，到时才撕开，给你一个新鲜。我真敬佩这孩
子，怎么就悟到了那个问题的呢，敏锐。

感谢张健老师就此还提到“鬼”句所表现的淡淡的情感、淡
淡的忧愁的问题。根据张老师的提示，这个地方我还真没处
理好，我原本就没想到要往忧愁上引，只一根筯，往风格一
致，往淡淡的喜悦上引。其实淡淡的喜悦之中有淡淡的忧愁，
全文整体上还是淡淡的忧愁为主。这是整体感知的问题，说
来是一个明显的问题，我一时怎么就没想到呢。本文就
因“这几天心里彼不宁静”而起，“到底惦着江南”看似喜
悦，实还忧愁呀。不是现在有忧愁，何以要“惦着江南”呢，
人是缺失什么就惦记什么呀。“到底”惦着江南，那有多少
心路历程要走过。

有几个老师说得可能委婉了些。比方詹仲喜老师说，从没用
一节课来品读《荷塘月色》，是不是说我光讲语言太孤立，
太单一。比方徐芳松副校长说，这篇文章语言美，情感更美；
还说真不知道他当时是如何想的。看来他们都跟张健老师一
样，注意到我的情感赏析有欠缺，只是没有明白讲出来罢了。
语言根本还是传情达意的工具，以后还真要在课文的整体情
感把握上再留心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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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塘月色教学设计反思篇二

今天，我成功的进行了这一课的教学，内心也随着故事的情
节，显得尤为激动。我为祖国的成功而激动，更是为自己教
学的成功而骄傲。

这节课，不同于普通的一节语文课，因为这篇文章的选材与
我们今天的事实有些小的脱节，原因是20__年奥林匹克运动
会已经在我国首都北京成功的举办完了，而这篇文章的内容
是让孩子们感受20__年7月13日的夜晚北京申办奥运成功时的
情景，这为教学铺下了难度。要想带领孩子们跨越时空隧道，
回到申办成功那一刻，需要在教学环节上下功夫，既能让孩
子们进行时间的大转移，还得让他们体会到当时的热闹场景，
在教学时我是这样安排的：

一、创设情境，谈话导入

首先是巧妙的课堂导入，请同学说一说:“自己做什么事情成
功了，成功以后的感觉如何?”在这一问题的引领下，孩子们
的话题打开了，有的说：“我自己做个小风车成功了，我很
高兴”。有的说：“经过我自己的努力，期末考了100分我很
激动。”还有的说：“我得到奖状时，我很开心。”紧接着
我就出示了一张申办奥运会的图片，让学生说一说：“你从
图上都看到了些什么?”让学生畅谈，就这样在无拘无束的谈
话中，学生不由自主地被我的导语吸引到课堂中，从而激发
了学习的兴趣。

二、以读为本，以学定教



在课堂教学中，我尽量遵循学生的认识规律，全面实现教学
目标，重视三维目标的整合。既教书，又育人。如：在阅读
教学中，我把读放在首位，让学生把课文从读正确——流
利——有感情。并使学生在读中掌握课文内容，在读中感悟
人们的快乐、喜悦和自豪的心情，从而增强了民族的自尊心
和自豪感。

与此同时，我还重视对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训练和发散性思
维的训练，如：在教学第二自然段时，我设计假如当时你就
在人群中，你会高呼什么?有什么表现?让学生在训练的过程
中，发展语言，增强民族自信心。

三、注重课内外教学的延伸

让语文教学，不能只停留在书本上，还要拓宽学生的眼界，
注重课内的积累和课外的拓展。因此在教学中，我引导学生
学习课文、感悟语言的同时，把学生的目光牵引到课外。让
他们学会关注社会，关注国家大事。因此，课后我又让学生
交流了自己收集到的有关奥运会和有关北京的资料，进一步
拓宽学生的语文知识，提高学生学习语文的能力和增强学生
的语文素养。

当然，为了让这节课上得更加完美，我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课
件，如在开始部分，出示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的讲话，
就会更能把学生引领到当时的情景中来。还有文章结尾部分
的课件能多出示几张20__年奥运会上优秀运动员比赛时的场
景会更好，今后在制作课件上还要多下些功夫，使我们的语
文教学锦上添花。

荷塘月色教学设计反思篇三

《荷塘月色》是朱自清先生的一篇写景散文，是必修二中专
题四慢慢走，欣赏啊这一专题中的一篇散文。这是一篇以写
景为主的抒情散文。写于１９２７年７月，那时作者在清华



大学教书，住清华园西院。文章里描写的荷塘就在清华园。
这篇文章，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清淡素雅、超凡脱俗的月下荷
塘图。教材中要求的是欣赏文章的意境美，因此我在设计教
学时，使注意从意境这方面进行切入来学习欣赏这篇文章。
意境顾名思义，即意与境的组合，意为作者的情感，而境则
为外在事物，所谓意境即为作者内在情感与外在景物的有机
结合，情景交融。

我在进行教学设计时首先注意让学生体会荷塘之美，月色之
美，以及在描写荷塘月色时所用的语言之美，并探究语言刻
画的手法，其次是让学生领悟一切景语皆情语，探索朱自清
先生在本篇文章中蕴藏的情感，紧扣开头的第一句（文眼）
这几天心里颇不平静对全文进行思想感情上的分析，因此我
安排了两课时，第一课时重点鉴赏文章的语言，欣赏美丽的
荷塘月色之景，第二课时从景入情，对其情感和所表达的思
想进行分析，感受文章的意境美（散文就是美文，是文质相
称，形神俱美的艺术品），古人说文因质立，质资文宣。散
文的美表现咱内容和形式上的完整结合。《荷塘月色》就是
这样一篇文质兼美的散文。

上完这节课后，我感觉最为得意的地方就是评点这一环节。
让学生在评点课文时，学生对于文章的点评非常到位，甚至
于有些学生的点评替代教师的讲析，例如：有一位学生说：
文中的第四段中曲曲折折的荷塘，曲曲折折写出了荷塘形状
的不规则也写出了荷塘回环曲折的美感，而田田则写出了荷
叶之多，亭亭写出了荷叶之高，荷叶的动感，荷叶的美，叠
加了袅娜，节奏羞涩用拟人的手法写出了荷叶娇羞之态，像
少女一般的美，而写流水则脉脉一词来描述，把水写活了，
写出了人的感情。

得意之二便把文中使用叠词的句子让学生改写，对比改写之
后与之前对照，有什么不同，领会叠词在文中使用的作用，
并让学生举出使用叠词较多的诗词，进行对比教学，让学生
学会从语音，语言节奏的角度来鉴赏诗词、散文，让学生在



自主学习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好处，此处教师的预设在课堂中
注意让学生去自主探究，自发生成，避免了出现老师预想不
到的事情并且学生在对比中也学习到了方法。

而谈起本节课的不足，则有很多，试举一两个作为典型代表：

首先第一处便在引导学生本文主要写了什么内容的时候教师
只注重了自己的预设，而忽略了在此中的引导，以至于教师
一味的把学生往自己设定好的路子上引，却引不过来，学生
不明白教师在想的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因此，让我
感觉到在预设与生成中，教师的引导作用不可忽略。

另一个是上课时的语速太快，提问时没有注意语言轻重缓急，
让学生不能抓住问题的要点，使得课堂上学生的反应较慢，
无法达到预设的理想状态，让学生无法从老师的语言中体味
到文章舒缓朦胧的意境美。这也是本节课的不足之处。

荷塘月色教学设计反思篇四

由于时代久远，作者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的独特感受，不易为
现代青少年所理解，教学上有一定难度。但这又是一篇文情
并茂的优美散文，其语言精妙传神，是学生品味语言好教材。
笔者把这篇课文的教学重点放在“品味语言，掌握方法上”，
“拈精摘要”，大胆取舍，主要抓住描绘“荷塘月色”的的
三幅图景，教会学生掌握品味语言方法。

1、诵读精彩文段：

诵读是品味语言的最基本的方法。著名特级教师洪镇涛先生
说：“……采用朗读的办法，让学生比较、推敲、品味语言
使用的妙处，形成语感。”学生通过对精彩文段的反复诵读，
可以感受语言的丰富性，领会语言表达的规律性，从而增强
对语言的规范的敏感性和鉴别能力。“文章不是无情物”，
通过表情朗读，学生从朗读的语调、音色和形象生动的词汇



中，领会文中表达的思想感情，“耳醉其音”、“心醉其
情”。

学习《荷塘月色》这篇课文，我主要采用多种朗读方法，诵
读描绘“荷塘月色”的部分。除齐读外，或让学生先听录音，
体会范读的速度，声调的高低以及感情的流露等;或由学生自
己试读;或让学生自读，便于自己体味、揣摩;或由一人范读，
其他同学聆听，然后共同评论其优劣。

荷塘月色教学设计反思篇五

在景物描写中，关键词语就是指那些最能反映景物特点，又
最能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词语。《荷塘月色》中描写月下荷
塘里的景色有：田田的荷叶、袅娜的荷花、缕缕的荷香、脉
脉的流水;描写荷塘上的月的景色有：如水的月光、月色、月
影。一切都显得那么得宁静、和谐、自由，与作者“求静”
的心态相吻合，情景交融。

描写景物形态的词语起到了渲染环境及刻画作者情感的作用，
也属关键词语。如月下荷塘一段的“曲曲折折”、“田田”、
“亭亭”、“点缀”、“袅娜”、“羞涩”等，无不与表现
人物思想情绪、感情色彩密切相关。

体味本文朴素、典雅，充满诗意的语言，还应抓住本文比喻、
通感及叠字的运用。比如，写静态荷花，连用三个比
喻，“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
的美人”，分别写出了淡月辉映下荷花晶莹剔透、忽明忽暗、
不染纤尘的美质。写塘中的月色，“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
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由视觉向听觉转移。

月的光华和阴影，用“名曲”的旋律来形容，表明光和影的
和谐，与小提琴演奏的名曲一样悠扬、优美，烘托出一种温
馨、幽雅的氛围，给读者以联想和想象，乃至带人进入一种
幻境。作者锤炼语言的另一方面，是许许多多叠字的运用，



这也是本文语言的一大特色，不但传神地描摹出眼前的景象，
同时又加强了语意，给人一种音韵和谐的美感。如“蓊蓊郁
郁”“远远近近”“高高低低”的绿树，“隐隐约约”的远
山，“曲曲折折”的荷塘，“亭亭”玉立的荷花，“缕缕”
的清香，“脉脉”的流水，真是比比皆是，匠心独运。

此外，一些数词、量词，甚至虚词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起到
特殊的作用，同样要引起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