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承天寺夜游教学反思优缺点 记承天寺
夜游教学反思(优秀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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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承天寺夜游教学反思优缺点篇一

一直以来，提升自己的课堂教学水平，向语文课堂要效益，
是我苦苦追求的目标。有人认为课堂思路清晰，重点突出就
是好课；师生互动充分，气氛热烈是好课；老师基本功扎实
是好课；我的理解是老师上得充盈、自然，学生学得透彻、
轻松就是好课。选择《记承天寺夜游》这篇课文时，觉得这
么短小的古文，又没有太多难懂的字词，上起课来应该能得
心应手，可经过磨课后，发现自己想得太简单了。

文言文要以诵读为基础。文言文有其深厚的文化内涵，无论
从内容还是形式，都应多让学生去感知。感知的最好办法就
是诵读。初读课文，我首先让学生自由放声朗读课文，浅层
要求学生读准字音，读出停顿，读出节奏。接着推荐学生朗
读，并让学生评点，无形中强化了字音、停顿等处理。然后
重点放在品读苏轼寻友的心理活动，抓住“欣然、念、遂、
寻、亦”，读了出喜悦、遗憾、急切、期待等情感；赏月时
的景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
也”读出宁静、喜悦之情，特意去“盖”字与加“盖”字进
行对比阅读，读出陶醉之情，听着同学们夸张的朗读，脱口
而出的领悟，我的内心充盈着喜悦、幸福的味道；对“闲
人”的感悟上，我是运用“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之
人如吾两人者耳。”这种填空的句式引导边读边悟，化难为
易，学生在括号中代入“悠闲、高雅、心胸坦荡、志同道合、



被贬”等词语，几乎是无障碍地悟出了“恬淡、自豪、满足、
豁达、乐观、无奈、悲凉”等复杂的情感。我当初在试上时
大部分运用的是齐读，显得单调、堆砌，又给人感觉浮在表
面，没有让学生心胸激荡；经过同事的指点，自己的反复琢
磨后，我运用指读、齐读、赛读等多种方式，使学生品读、
深读、个性化悟读，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和喜悦。由此我
也深深地体会到文言文教学要重在充分的个性化的阅读，要
舍得留出时间，慢下脚步，使学生在读中突出“自主、探
究”，读出个性，读出感悟。不然，一切的理解、感悟只能
是空中楼阁、虚无缥缈。

教学设计尽可能充盈、深刻，不能蜻蜓点水、浅尝辄止。初
上时我全面地设计各个环节，力求面面俱到，（苏轼的文学
方面的简介、重点词义的竞赛抢答、听音乐闭眼想象文中景
语的画面再用优美的语言扩写、聊聊自己晚上一般会做些什
么，后来经过仔细推敲还是狠心地删掉了这些步骤）课后细
细一想，其实是面面不到。课堂给人的感觉就是思路混乱，
成了一锅糨糊，还拖堂，师生都嫌累。教研组的老师马上给
我指出了这个问题，告诉我一堂课的思路必须明确，否则课
堂重点就不突出了。课堂时间有限，一节课的关注点不应该
是面面俱到的。我们一定要舍得舍弃。在几次调整之后，我
就把重点定位在赏析景语，体会情语，老师和学生都学得轻
松、自然。有时候文字的深刻往往表现在那些平凡的看似不
起眼的细节中，如苏轼寻友时丰富的情感就藏在“欣然、念、
遂、寻、亦”这些字的背后，“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
荇交横，盖竹柏影也”，这一句景语是无一字写月，可又字
字得月，怎样从这些字里品出月色来，是我备课时要做充足
的功课。我们老师要做是帮助学生从那些平凡的文字中读出
不平凡，允许有学生的独特领悟，这样的课堂就厚实了，这
样的理解就深刻、丰富了。

当然做到这种程度是很不容易的，课前要尽可能的充分的预
设，要想想学生可能在学习中遇到什么困难，可能会有什么
问题要提出，如何进行适时引导，以提升学生对文本的理解。



如在重点词“户”字的理解上，同学就把它理解成“窗”了，
我就让学生先理解“足不出户”中的“户”，学生一下子就
理解了，这比我干脆地报出答案不知要强多少倍；在品读赏
月这一环节时，我问学生苏轼和张怀民都看到了哪些景物，
有学生就说看到了藻、荇，我就让学生仔细再读读写景的这
一句，他后来恍然大悟，从“盖”字看出来了；当让学生翻译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这句时，
又有学生译成“庭院像积水一样澄澈……我又让学生默读这
一句景语，再次从“盖‘字，还用加成份，庭院里的什么像
积水，这时同学们就豁然开朗了，就知道这个句子写的是月
色如水的情景，难点就容易解决了。在最后环节又设计了与
课文导入部分相照应的资料，给学生补充了一些与这一时期
苏轼相关的文学作品，巩固课堂所学，加强了学生的理解，
为学生结合实际抒发独特的感悟奠定了充实的基础。只有对
文本、对课堂进行充分的预设和钻研，才能在课堂教学中旁
征博引，泰然自若。

多媒体的运用要恰当，老师不能被多媒体牵着鼻子走。不能
以多媒体的多重刺激代替对文本的解读，不能丢失理性的思
考。我当初设计时用了十八张幻灯片，每一张的内容都很我，
上课时总是被它牵引着，不能放松地自由的发挥，试课后我
就只用了十三张幻灯片，给人的感觉是简洁、精美，而且吻
合课文的意境。因此多媒体的运用要恰到好处，要根据创设
情境和节省时间的需要，要善于引导学生挖掘文字背后跳动
的形象。

另外，我觉得每个环节间的联结语不是很顺畅、很自然，而
且教学评价语言单一，评价学生时表达感情缺乏真实感。在
今后的教学中要努力弥补不足。

自我反思的过程也是自我提升的过程，这次历练对我的教育
意义很深刻，很多老师善意的批评也为我指出了今后努力的
方向。我会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克服弱
点，不断琢磨，希望自己能在语文教学这条道路上越走越稳



健。

记承天寺夜游教学反思优缺点篇二

1. 教学思路明晰，环环相扣

由于这篇文章短小（84字）自认比较容易驾驭，且又是中考
必考篇目，所以我选取这一课来讲授。我从吟月诗句导入，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之后进行题解，引导学生分析题目所蕴
含的信息。“记”交代了文体，“夜”交代了时间，“承天
寺”交代了地点，学生对课文就有了初步的了解；接着让学
生介绍作者及写作背景，便于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之后
让学生诵读课文、小组合作疏通文意，积累重点词语，至此
学生对课文有了初步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整体把握、赏析、
诗句积累、布置作业。设计了这样几个教学环节，做到了教
学思路明晰，环环相扣。

2. 学生是主体，教师是主导

在这节课中，我放下老师的架子，走进学生，指导学生诵读，
参与学生的小组合作，和学生一起分析、探讨问题，给予学
生正确的引导，对学生回答耐心倾听、思路不对时耐心引导，
不急于求成，始终以微笑面对学生，并及时给予恰当的鼓励。
这18名学生都参与到课堂之中，在轻松愉快中完成了一节课
的学习，体现了学生的主体性。

1、 诵读不够。

俗话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可见诵读对理解文章起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文言文更应以读为主，在读中了解，在读
中领悟。但我却对诵读重视不够，只是在初读时提出明确要
求：读准字音、准确断句，之后就忽略诵读，不能把诵读贯
穿到底。只就问题而分析问题，没有通过诵读来引领学生走
进作者意境，领悟作者内心世界，所以导致在探究、赏析时



时间不够。今后在教学时一定要重视诵读，在译、赏、探环
节中也体现诵读，引学生进入情境，深入到问题之中。

2、备课不细，时间安排不合理

在备课时没有备学生，没有考虑学生的实际，对各个环节可
能出现的问题考虑不周导致学生时间不够。在探究：“何夜
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蕴含着复杂感
情，及对“闲人”含义的理解分析不到位，对这重点、难点
突破不够，草草收尾。分析其原因就是备课不细，设计内容
过多，在教学中不能灵活运用，灵活把握，只想把课文完整
地展现给学生而忽略了学生的实际。

记承天寺夜游教学反思优缺点篇三

课堂需要反思，有反思才有进步，上完《孔子拜师》以后，
心中颇多感受。仔细回想自己的课堂和老师们的点评，我做
了以下两方面的反思。首先，这堂课中闪光的有这么两点：

一、情境中理解词语，帮助体悟情感。

字、词、句的理解我们提倡在一定的语境中进行，不能脱离
语言环境。这也是对学生一种学习能力的培养。本堂课中
的“风餐露宿”、“日夜兼程”两个词语的理解。我先请学
生展开想象，调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再联系课文中的孔
子说说当时孔子路途中是怎样生活的，碰到什么困难，他又
是怎么做的。这样学生说出来的不是简单的词语解释，呈现
的是一种生活场景。这不近帮助学生加深理解，更好体会情
感，还使学生掌握了一种学习方法。

二、抓住主线来贯穿课堂。

一篇课文是一个整体，我们要在这个整体中找一条主干，来
贯穿全文的学习。在这堂课中我就抓住课文的最后一节。再



回到全文让学生找出哪些言行中看出孔子什么品行。这样以
一条线带到整个面上，就是教学现得清晰、连贯。

课堂更是一门遗憾的艺术。之所以要学习是因为还有不足，
还需改进。

记承天寺夜游教学反思优缺点篇四

《记承天寺夜游》以语言洗练、意蕴深幽、文化含量丰富而
被誉为“神品”。全文虽仅有84个字，但字里行间又给人犹
抱琵琶半遮面之感。文本解读容易，解读出作者欲掩藏的内
容就不容易了，这对教师的文本解读能力是一个挑战。其中
牵涉到有关苏轼的人生际遇、人格形象、哲学思想等问题，
不是几节课就能够说清楚的。这又需要老师对于苏轼其人有
一定的了解，对教师的学养积淀又是挑战。

扛着锄头铁锹站在一座金山面前，怎么不叫人激动。

一、以“寻张怀民”为切入口，联系写作背景进行文本分析，
推理演绎被作者小心隐藏的当夜复杂烦闷的心境。

二、通过对“欣然”、“为乐”的辨析，理解作者故作笑颜
表现了他夜游以及之后写作的目的在于排解心中的苦闷。

三、通过对“月光”之空明的描写和“竹、柏”意象的分析，
体会作者苦闷的化解，并探讨作者之所以能够实现自我超脱
的原因。

四、从“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中把握作者自信自尊、超
然不群的精神面貌。

教学中一层层剥下去，让学生逐层推理、感悟。抽象思维、
逻辑思维能力比较强的学生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感受到分析推
理的快感，但对于能力相对偏弱的同学来说，可能就比较难



以跟上思路的演进。甚至有的同学在同学已经清楚推理了为
什么寻张怀民同游暗示了作者心中苦闷的整个逻辑过程后，
依然茫然不解。固然有思维的能力和惰性的问题，但如何让
这样的学生在课堂中也能够跟着把脑筋动起来，或者至少达
到与之能力相应的低层级目标，却也是应在以后的教学中注
意思考的。

遇到真正的好文章，就像玉人得到了一块好玉料，欣喜、激
动、不安，又难免遗憾。

记承天寺夜游教学反思优缺点篇五

教学《记承天寺夜游》，我便开始进行课堂构思，即以文言
为重心，开展字词类教学，培养学生的文言基础。在字词教
学的基础上，赏析写月句，感受苏轼面对挫折和逆境的豁达
乐观，培养学生正确面对生命的人文精神。

在对导学案的设计过程中，我尽可能在这堂课上体现一种新
理念，通过学生自主学习，在完成基础训练中发现问题。学
生自主翻译作为第一步，在此基础上完成内容的理解。通过
展示发现学生表述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就是学生没有掌握的地
方。

这堂课从最初设计到最后的呈现，感想良多，下面就选择其
中最深的三点谈谈：

1．文言文要以诵读为基础。文言文有其深厚的文化内涵，无
论从内容还是形式，都应多让学生去感知。感知的最好办法
就是诵读,通过多种形式的朗读,体味古人的情感。

2．以学生为主体。在教学过程中，我充分相信、尊重每一个
学生，我坚信“没有学不好语文的学生”。在课堂教学中，
教师是组织者、引导者，同时又是支持者和帮助者，既要在
前引导，又要从旁帮助，和学生一起合作、探究，实现和谐



的互动，共同完成学习目标；在学习过程中，特别要注意层
次上有差异的学生，把目标注视到每一个学生的身上，使每
一个学生都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发展。再通过激发竞争意识
让学生相互质疑，最终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3．注重知识的拓展和迁移，把文本只作为一个“例子”。要
想方设法拓展学生的视野，有效地挖掘学生潜在的语文能力。
这是新课程的一个重要特征。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握好
拓展的“度”与“法”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了解学生的学
习兴趣、课外阅读情况，从学生实际出发，比较准确地确定
拓展迁移的方向和范围，使学生望语文而生情，望语文而生
趣。一节课的关注点不应该是面面俱到的。教师一点要舍得
舍弃。按照传统的教法，《记承天寺夜游》的教学点可以有
很多：理解重点词句；欣赏文中的写月色的句子，体会作者
的心境；结合作者在黄州的经历，探究“闲人”的内蕴……
但在40分钟时间内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么就只能选择
其中最有价值的一点来教学，来挖掘。

这节课我认为成功之处就是教会了学生知人论世的赏析方法。
不足之处是我的语言运用的感染力不足，缺乏抑扬顿挫，影
响了表达效果，而且教学评价语言单一，评价学生时表达感
情缺乏真实感。在今后的教学中要注意弥补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