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五年语文长相思教学反思(汇总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五年语文长相思教学反思篇一

教学目标：

1、认识“词”这种文学体裁。

2、学会“榆畔帐聒”四个生字。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4、学习通过看注释，查阅资料，边读边想象等方法，感知词
的大意。

5、体会作者的思乡之情。

教学重点：

1、感知词的大意，懂得词句的意思，体会作者的思乡之情。

2、引导有感情地朗读。

教学难点：

体会作者的思乡之情。

教学过程：



一、复习旧知导入新课。

1、同学们，昨天我们学习了5课的前两首古诗，感受到了王
安石和张籍那浓浓思乡情。那么谁愿意给大家背诵一下古诗？
请学生背诵。

2、当“洛阳城里见秋风”的时候，张籍的'内心涌动着“欲
作家书意万重”的思乡之情。那么，在风雪交加的夜晚，纳
兰性德又将流露出一份怎样的思乡之情呢？今天，我们就来
学习《长相思》。请同学们齐读课题。作者名叫纳兰性德，
复姓纳兰，跟我一起读他的名字---纳兰性德，他是满洲正黄
旗人，康熙十五年进士，为武英殿大学士明珠长子，一生淡
泊名利、文武双全。他的词以一个“真”字取胜，写情真挚
浓烈，写景逼真传神，但细读却又感淡淡忧伤。

二、检查预习

1、昨天已经布置同学们预习这一课了，谁来说说你是怎样预
习的？（查阅相关资料、反复诵读、试着理解古诗词的意思）

2、在预习时，你发现长相思与前两首古诗有什么不同了吗？
点击课件，出示词

教师介绍词：词是诗的别体，词因为句子有长有短又称长短
句。词一般都分两段（叫做上下片或上下阕）

教师补充：长相思是词牌名，也是这首词的题目。猜猜看长
相思要表达作者什么意思？

3、检查朗读下面谁来给大家读一下这首词。（正读音）

大家看，更在这儿应该读几声？你怎么知道第一声的？解释
更，古代夜间计时的单位，一夜分五更。



指名朗读（两名以上同学）教师评价：字正腔圆在古代，词
是可以配乐唱和的，有它自己的节奏，谁来试试找找它的节
奏。指名朗读。

评价：这位同学读出了节奏。一起试着这样字正腔圆，有板
有眼的读读这首词。

三、学习这首词

1、同学们，读古代的诗词，我们不但要把它读正确，读得有
节奏，而且还要尽可能读出它的味道来。比如《长相思》这
个题目我们可以有许多读法。有的读“长相思”（语调平
平）。有“长”的味道吗？有“相思”的感觉吗？比如你这
样念“长——相——思”（充满感情）有感觉吗？有味道吗？
同学们，请同学们试着读一读这首词，看谁能读出味道来。

（对学生朗读给出评价）

2、作者为什么会如此的长相思？请大家默读这首词，读的时
候注意仔细地看看书上的插图，仔细地看看书上的注解，然
后试着去想一想这首词大概在讲什么意思。

（一）默读闭上眼睛，听老师朗读《长相思》上半阙，听着
听着，你的眼前出现了怎样的画面？你看到诗人纳兰了吗？
他在哪儿？他在干什么？（配乐范读上半阙）

他经过了崇山峻岭，他经过了大河小川，他经过了山海关外，
经过了军营的帐篷，他还经过了许许多多的地方，这就是作
者的身在何方。一句话：“作者的身在征途上”。（板书：
征途）

我们可以用哪些词语可以形容这种漫长艰辛的征途？（长途
跋涉、千里迢迢、翻山越岭、跋山涉水）



3、告别了家乡，告别了亲人。纳兰性德作为御前一等侍卫随
皇上从北京出发，出山海关去长白山祭祀，初春时节出发，
现在已经到了寒冬时节，这期间他们岂止翻过一座山，跨过
一道河，他们风餐露宿，走了一程又一程。这千里迢迢的旅
程谁来读给我们听。（评价：）

4、夜深千帐灯，读到这儿，老师产生了疑问，将士们白天舟
车劳顿，疲惫不堪，为什么夜深还不休息？（评价：护卫皇
帝，有使命感强。/舟车劳顿，有生活经验/思乡睡不着，）
词的下阕告诉了我们答案。

5、同学们，闭上眼睛，让我们走进营帐、走近纳兰性德，边
听边想，你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和
上阕的山一程水一程一样，这儿的风一更雪一更，指的是，
一整夜风雪交加。）

6、学生回答后，让学生读出自己看到的画面，读出自己的感
受。

7、同学们，出现我们在面前的，是一位身在征途，心系故园
的词人。（板书：心系故园）

他行走在千山万水之间，然而他那颗心，却在故园，在家人
身上。

大家看到了____________________的纳兰性德。这是在征途
中的词作者，让我们把画面切回他的故园，想象一下在他魂
牵梦绕的故园会有什么样的情景呢？请大家拿起你的笔把这
幅美景这下来。

师：天伦之乐，温馨融融，多美好的生活。他多么希望可以，
梦回故园，感受这份温馨、宁静、祥和，但是现在，此时此
刻，这样的画面全都破碎了，这样的情景全破碎了。



（板书：一个大大的“碎”）

师：谁来读《长相思》？在这里没有鸟语花香，没有亲人的
絮絮关切，在这里有的只是——

（指名学生读《长相思》）

（指名学生再读《长相思》）

9、对词人来说，这，山一程，水一程，程程都是——

生：（齐读）长相思

师：风一更，雪一更，更更唤醒——

生：（齐读）长相思

四、总结

同学们，故乡，是游子心头永恒的家。多年以后，当我们离
开家乡，远离故土，我们的心中，也会情不自禁地涌起——
再次激情诵读《长相思》。

五年语文长相思教学反思篇二

1、要求学生能字正腔圆、深情地朗读，进一步感受词的抒情
韵律。

2、通过想象、质疑、情境诵读，体验作者身在征途、心系故
园的矛盾心情，感悟作者天涯行役时的相思之苦与情感之深。

教学重点

在想象、质疑、情境诵读中，体验作者身在征途、心系故园
的矛盾心情，感悟作者天涯行役时的相思之苦与情感之深。



教学难点

引导学生在移情想象之中构建“故园”的丰富生活场景，体
味作者“忠孝难两全”的矛盾心理。

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

五年语文长相思教学反思篇三

1、了解作者的身世经历及生活时代。

2、掌握词的内容，体会词的意境。

3、领会词中作者流露的思想感情。

二、导入

王国维曰：明月照积雪、大江流日夜、澄江静如练、山气日
夕佳、落日大旗中、中天悬明月、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此等境界可谓千古奇观。求之于词，则纳兰容若塞上之作，如
《长相思》“夜深千帐灯”……差近之。

三、作者介绍

纳兰性德(1655—1685)字容若，满洲正白旗人。清康熙十五年
(1676)进士，官一等侍卫。生平避谈世事，故词也主要写离
别相思及怨夏悲秋等个人生活感受。词的风格直抒胸怀，婉
约清新；但过多哀思，情调消沉。

四、朗读课文

1、正音

2、注释



榆关：山海关的别称。

那畔：那边。指关外。

帐：指护卫皇帝军队的营帐。

更：古代夜间的计时单位。一夜分为五更。

聒碎：搅碎。聒，嘈杂。

五、感知理解

纳兰性德推崇南唐李煜，词风清丽自然，缠绵悱恻，反映到
这首《长相思》上，虽然写旅途思乡，也写得悠长动情。

词的上片从“山一程，水一程”的叠用，来说明身离故乡之
远。下片以“风一更，雪一更”气候上的转变来渲染作者此
时孤寂情怀。风雪打断了他思乡之梦，懊丧之余，他更加怀
念故园的宁静详和，作者于清丽哀婉之中又不乏边寨之雄奇
风情的描述，这两者结合到一起，就升华了羁旅怀乡的主题。

六、赏析加点字

1、“一”字赏析：上下片的前两句均用“一”字，不但对仗
工整，使文字呈连续不绝之势，词风更加缠绵。

2、“身”字赏析：点明身处之地及方向，“身”与心相对，
身向榆关，而心却在关内，表明作者心系故园。

七、感悟课文

1、作者在词中描绘了什么样的景物，你能确定是哪里的景物
吗？

山水、山海关、风雪、千帐灯、故园。



2、体会出这词中蕴含的思想感情？

表达羁旅怀乡的感情。

八、知识归纳

长相思，词牌名。内容多写男女或朋友久别思念之情，故名。
双调三十六字，平韵。

五年语文长相思教学反思篇四

《长相思》是人教版五年级上册第七单元古诗词三首中的第
三首，是一首情意绵绵的思乡词，表达了作者对家乡的思念
和热爱，是描写边塞军旅途中思乡寄情的佳作。

五年级的学生在四年级的时候就学习了《忆江南》等诗词，
已经接触了“词”这种文学样式，对词也有了基本的认识。

1、有感情的朗读课文，背诵并默写。

2、明白词句大意，体会词的意境。

3、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重点：有感情的朗读诗词。理解词句大意。

难点：感受词的意境，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多媒体课件

（一）、谈话导入

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知道了，在王安石的眼中乡愁是那一
缕吹绿了家乡的徐徐春风；在张籍的笔下，乡愁又成了那一
封写了又拆的拆了又写的家书；那么在清代第一大才子的眼



中乡愁又成了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看一看。

（二）、解诗题

齐读。（板书课题）

长相思——词牌名，一种词的格律

（三）、知作者

纳兰性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是康熙皇帝的一品带刀侍
卫。是清代词坛上一个标志性人物，被当时人称为“清代第
一词人”。

（四）、抓字眼，明诗意

（跟着范文朗读画出节奏和着重号，在全班齐读听一听，做
纠正。）

抓字眼，（现在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问：“山一程，水一程。”程什么意思？生答。

“风一更，雪一更。”“聒”“此声”

程：路程、行程。

千帐灯：帐篷点的灯。

更：古时候的记时时刻。

聒：嘈杂的声音。

此声：代指风雪声。



（现在我明白了这些词语的意思了，我们再一起来跟着范文
朗读读一读，试着说一说词句的意思。）抽生答。再整理。

（五）、多诵读，悟诗情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这首词的意思，让我们再来读一读，试
着体会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抽同学范读，问：（你读完这首词，感受到了作者怎样的思
想感情？你是从哪句词或者哪个词语中体会到的？）

长相思

清。纳兰性德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

风一更，雪一更故园无此声

思乡之情，保大国思小家

阅读纳兰性德的其他词作，如《菩萨蛮》。

1、朗读指导不到位。

2、在学生划分节奏与重点后，未展示。

3、写作背景未设计完整。

五年语文长相思教学反思篇五

学习目标：

1．能字正腔圆、有板有眼地诵读《长相思》，进一步感受词
的抒情韵律。



2．了解“风一更，雪一更”的互文手法，感受“更”在古典
诗词中的特殊情味。

3．通过想象、质疑、情境诵读，体验诗人身在征途、心系故
园的矛盾心情，感悟诗人天涯行役的相思之苦和相思之深。

教学重点：

在想象、质疑和情境诵读中，体验诗人身在征途、心系故园
的矛盾心情，感悟诗人天涯行役的相思之苦和相思之深。

教学难点：

在移情想象中建构“故园”的丰富意象，体味“故园”的文
化意蕴。

教学准备：

教师制作《长相思》多媒体课件。

一、回顾前文，总结引入

同学们，在王安石的眼中啊，乡愁是那一片吹绿了家乡的徐
徐春风。而到了张籍的笔下，乡愁又成了那一封写了又拆，
拆了又写的家书。那么在纳兰性德的眼中，乡愁又是什么呢？
请大家打开课本，自由朗读《长相思》这首词。注意，仔仔
细细地读两遍。

二、看词读好，找感觉。

1、读第一遍的时候注意词当中的生字和多音字，争取把它念
得字正腔圆。读第二遍的时候，争取把它念通顺，注意词句
内部的停顿，力求把它读得有板有眼。

（师出示课件《长相思》）



2、出示多音字“更”和生字“聒”，给学生强调。

3、谁再来读一读《长相思》。其他同学听，特别注意听词句
的中间，她是怎么停顿的，读得是不是有板有眼。（学生朗
读）教师引导学生注意哪个地方停顿。：读“身向榆关/那畔
行，夜深/千帐灯”。（学生齐读）

4、再来一遍：“身向榆关那畔行，夜升千帐灯”（有感情地
读）

同学们，读古代的诗词，我们不但要把它读正确，读得有节
奏，而且还要尽可能读出它的味道来。

5、读词争取读出这种感觉和味道，你们自己再试着读一读
《长相思》，争取读出你的味道和感觉来，明白吗？好，按
自己的节奏读。

真好，同学们，词读到这儿为止，你的脑海里留下了什么印
象和感觉？谁来说一说？（学生有感情地齐读《长相思》）

二、思意质疑，深入文。

1、看书上的插图，仔细地看看书上的注解，然后试着去想一
想这首词大概在讲什么意思。明白？默读《长相思》。

（学生默读词并思考词的意思，，教师在一旁巡视，了解学
生的读书情况。）

2、作者除了“身”在帐篷？还身在何方？

结合词的内容，引导学生体会征途的艰辛。作者经过了崇山
峻岭，经过了大河小川，经过了山海关外，经过了军营的帐
篷，他还经过了许许多多的地方，这就是作者的身在何方。
一句话：“作者的身在征途上”。（板书：身在征途）



3、一个远离，一个思念，同学们，就是这种感受，这种感情，
这种心灵的回想，我们一起带着这种感觉再来读一读《长相
思》。先自各读，试着把作者身和心分离的那种感受，那种
心情读出来，自各读。放开声音读，按自己的节奏读，可以
轻轻地读。（学生放声自由朗读）

4、谁再来读一读《长相思》？教师放音乐。（学生齐读。）

（教师范读）

你们都看到了，是吗？你们看到了跋山涉水的画面，你们看
到了辗转反侧的画面，你们看到了抬头仰望的画面，你们看
到了孤独沉思的画面。但是，同学们，在纳兰性德的心中，
在纳兰性德的记忆里面，在他的家乡，在他的故园，又应该
是怎样的画面，怎样的情景呢？展开你的想象，把你在作者
的家乡，在作者的故园看到的画面写下来。

（学生继续写片段，教师继续巡视）

7、谁来读《长相思》？在这里没有鸟语花香，没有亲人的絮
絮关切，在这里有的只是？（指名学生读《长相思》）

8、在这里，没有皎洁的月光，没有在皎洁的月光下和妻子相
偎依在一起的那份温暖，那份幸福，在这里有的只是？？
（指名学生再读《长相思》）

10、我知道，你想问纳兰性德，你为什么不早点回家呢？是
吧。好，继续问。

生：纳兰性德，如果你想回家，就应该早点用心打仗，为什
么不用心打仗？不用心打仗，仗打不好，你还会死在途中。

三、拓展激问，深入感悟



（出示课件“问君何事轻离别，一年能几团圆月？”，学生
朗读，教师引导学生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来问纳兰性德，
表达相互的思念之情。

3、问的好！孩子们，请你们再想一想，除了纳兰性德在问自
己以外，还有谁要问一问纳兰性德“问君何事轻离别，一年
能几团圆月？”

是的，我何曾是轻离别呀！我是那样的重离别呀！但是我身
为康熙皇帝的一等侍卫，我重任在肩，我责任如山，我不得
不离，不得不别啊！长相思，我的重离别，我的重重的离别，
我的一切的一切，都已经化在了《长相思》中了。（学生有
感情朗读《长相思》。）

这就是为什么我身在征途却心系故园的原因所在，这就是为
什么我的那个梦会被破碎，我的那颗心会被破碎的原因所在。
为了我的壮志和理想，思念家乡的孤独和寂寞，就这样化做
了纳兰性德的《长相思》。

（教师出示“长相思”三个字，放音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