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语文课文赶集教学反思与改进 小学
语文课文冬夜读书示子聿教学反思(优

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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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语文课文赶集教学反思与改进篇一

1、知识与能力目标：学生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背诵课文。

2、过程与方法目标：能借助注释理解《冬夜读书示子聿》的
内涵，讲出具体的事例体现自己的理解。

3、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感受古诗文字的精练，领悟知
识和实践的关系，懂得不断读书、不断实践的重要性。

[重点、难点]

重点：指导学生通过朗读、背诵，感悟《冬夜读书示子聿》
蕴涵的道理，帮助学生积累丰富的语言材料。

难点：领悟知识和实践的关系，明确实践的重要性。

[设计理念]

传统的古诗教学中，教师负责抄古诗的注释，学生负责死记
硬背。如此“填鸭”教诗，学生是被教会了，但不是自己学
会，更不用说会学了。教学这首诗，在放手让学生充分诵读



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借助注释理解品悟诗句的大意，引导他
们去寻觅诗句中的成语，成语背后的故事，真正实现学生与
文本之间平等的对话，在与文本对话的同时，学生掌握知识，
形成能力，学会有效的读书方法。

[设计思路]

本诗的教学有三大版块组成：一是诵读积累；二是感悟领会；
三是拓展延伸。采用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让学生
经历了读准字音、感知诗意、理解诗句的过程，最后引导学
生探讨陆游为什么要写《冬夜读书示子聿》，古人读书是怎
样地不遗余力？在讨论中，学生学会一种受益终生的读书方
法。

[教学过程]

一﹑轻松谈话，巧妙揭题：

1、揭题：

2、解题：

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一首陆游所写的诗。

（1）、师生一起读题目《冬夜读书示子聿》。

（2）、讨论：课前同学们已经预习过了，那这里的“示”又
是什么意思呢?谁能把题目的意思连起来说一说？那他会把什
么感受来告知儿子，教育儿子呢？学完这首诗我们就找到答
案了。

二﹑自主合作，共同探讨，理解诗句内涵：

（一）、熟读古诗：



同学们，学诗歌首先要诵读，读熟了，才会喜欢它；喜欢了，
才能去探索它；探索了，才能更深入地欣赏它的美。

1、课前同学们已经预习了这首诗，相信同学们一定读得很熟
了。要做到字正腔圆。

2、谁愿意来读一读？（你读出了诗的节奏；你在读的过程中
停顿和重音处理得比较好。你做到了字正腔圆。）

3、齐读

（二）、初步理解古诗内容：

过渡：同学们已经能够正确、流利地熟读这首诗了，那下面
我们就来理解诗歌的内容。

1、（投影出示关键词语的注释）请同学们借助注释自主学习，
理解每句诗的意思。

“学问”：指读书学习，有做学问的意思；

“无遗力”：用出全部力量，一点也不保留；

“始”：才；

“终”：到底、毕竟的意思；

“绝”：表示程度，极、最的意思；

“绝知”：深入、透彻地理解；

“躬”：亲自；

“躬行”：亲自实践。



2、谁来说说你初步读懂了什么？

三、深入理解诗句（各句学情预设）：

（一）、理解第一、二句诗句：

1、谁来读诗的一、二句？你能说说这两句诗的意思吗？

2、从“无遗力”想到了哪个成语？从“不遗余力”这个成语
你体会到什么？（古人学习十分刻苦。）

4、读了这句诗，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这个问题问得很有价
值，你能联系你知道的一些例子来谈谈吗？（谈迁、司马迁）

师：学习需要“孜孜不倦、持之以恒”，只有这样才能有所
成就，否则只能“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板书：孜
孜不倦有所成就）

2、那这两句诗该怎么读呢？（要读出少壮工夫与老始成对比
的味道）谁再来读一读？

3、那诗人想通过这两句诗告诉儿子什么呢？

（二）、理解第三、四句诗句

1、从第三句诗你联想到了哪个成语？

2、请同学们阅读“纸上谈兵”这个成语故事，读完说说故事
中的赵括为什么兵败如山倒？

3、读到这儿老师有个疑问：“躬行”就那么重要吗？诗人是
不是不重视书本知识的学习呢？你能联系你的学习生活实际
和我们学过的课文中的例子来谈谈吗？（李时珍徐霞客）

3、那这两句诗你觉得该怎么读好呢？指名读。（对，就这样



读，连而不断，藕断丝连）

4、那诗人想通过这两句诗告诉儿子什么什么呢？板书：“实
践出真知”。

四、发挥想象，领悟诗歌意境：

1、同学们，学到这儿，我们就好象看见在那个冬天的深夜里，
陆游正在奋笔疾书。写好后，他立即叫来自己的儿子，把他
想到的告诉他的儿子。他会怎样说呢？子聿听完后又会说些
什么？请用你自己的话来说一说。说的时侯如果能注意你的
语气和态度就更好了。

2、投影片出示口头填空题：（老师给你配上音乐，相信你说
得更好）

那是一个寂静的冬夜，大诗人陆游坐在书桌前，手捧书本，
捋了两下长须，语重心长地对小儿子聿说：“。”

子聿听了父亲的这番话，明白了。

陆游微微点头，接着又意味深长地说：“。”

子聿听完这番耐人寻味的话，明白了。

五、拓展延伸：

六、背默古诗：

1、同学们，这给人以启迪的动人诗句，你记得了吗？试着背
一背。谁来背诵？

（你的声音不仅响亮，而且很有感情）

3、老师还要友情提醒这个词需要注意！请看大屏幕。



4、投影显示：

我选择，我快乐

工夫功夫

（1）、他三天()就学会游泳。

（2）、这个杂技演员真有（）。

（3）、明天有（）再来玩吧！

（4）、中国（），名扬海外。

，镇研究课《冬夜读书示子聿》教学设计

通过选择比较，我们知道：“工夫”侧重于表示时间；“功
夫”侧重于表示本领。

5、下面请同学们在作业本上默写古诗，默写好了，同座位的
进行批改。（温馨提醒：一定要注意写字姿势，保护好视力。
播放音乐）

6、默全对的举手，有错误的同学课后进行订正。

六、作业超市：

1、选读《冬夜读书示子聿》其他7首。

2、搜集陆游的资料，制作人物卡片。

3、小练笔：想象一下，陆游为什么会说这番话？他会怎么说？
子聿听完后又会说些什么？把这首古诗改写成一篇记叙文。

板书设计：22.古诗两首



《冬夜读书示子聿》

陆游

实践出真知

古人学问无遗力，孜孜不倦

少壮工夫老始成。有所成就

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

小学语文课文赶集教学反思与改进篇二

今天我教了陆游的诗《冬夜读书示子聿》。这首诗是诗人陆
游在寒冷的冬夜读书，大概读有所感，就将其感受写成这首
七言绝句。

根据以往的经验，学生往往把“工夫”写成“功夫”。怎样
使学生少出类似的错误呢？在教学时我采取了以错纠错的方
式，在把古诗抄写到黑板上去时我故意把“工夫”写成“功
夫”，接着叫学生预习，然后请学生看者黑板读古诗，学生
立刻发现了错误并指出了错误：“功”写错了应写成“工”，
我顺势接受了错误并引导学生辨析“工夫”和“功夫”的区
别，使他们明白了“功夫”一般指本领、本事，而“工夫”
一般指花的心血和时间等，在《冬夜读书示子聿》这首古诗
里用工夫指古人在做学问时花的心血和时间多。我想经过一番
“以错纠错”，学生肯定不会再把“工夫”写成“功夫”了。

可是，陆游为什么突然教育儿子如何读书学习呢？以下是摘
取一些学生的见解：



1、陆游想到自己就是这样从小饱读诗书，现在才能成为一个
诗人、有学问的人，所以，他想把他的经验告诉儿子，让他
也成为有用的人，成为栋梁之才。

2、也许他看见自己的儿子正在认真地研究书本知识，他怕他
成为纸上谈兵的赵括，所以，提醒他的儿子，要想真正成为
一个有学问的人，还要把透彻地了解书本知识和亲自时间结
合起来。

3、也许陆游小时侯有些贪玩，现在虽然别人都认为他已经是
饱学之士，可他总觉得自己还非常浅薄。所以，他想提醒自
己的儿子从小就要认真读书，长大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4、也许那个冬夜里陆游在读书时突然碰到一个困惑，他想马
上去调查和实践，可是一时没有这个条件，他很难受，于是
想到“绝知此事要躬行”，来告诉自己的儿子这个读书的好
方法。

本诗可以说是可称之为说理诗，文字意思浅显，但蕴涵如何
读书、做学问的深刻道理，真所谓“有境界自成高格”。本
课教学难点应是引导学生体会诗中则“少”“老”对
比、“知”“行”对比所阐发的道理。

一、抓“少”与“老”，体会学习要孜孜不倦。

师：有同学不理解什么叫“无遗力”？谁能说说。

生：把所有精力和心思都用上。

生：不留一点气力，全力以赴。

师：年少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无遗力的学习？

生：学习做到孜孜不倦，一丝不苟。



生：非常努力的.通宵达旦的去学习。

师：借用成语故事说说，哪些古人学习或作学问是无遗力的？

生：悬梁刺股。

师：“悬梁刺股”描绘了一幅怎样“无遗力”学习的画面？

生：把头发系在梁头上，困了用针扎自己的大腿。

师：这样的学习真是――

（生齐读：无遗力。）

生：匡衡的凿壁借光。

师：匡衡是怎样“无遗力”学习的？

生：没有灯光，在墙壁上凿一个洞，利用邻居家的灯光读书。

师：这种读书精神叫――

（生齐读：无遗力）

本环节教学中，通过对学生已有的知识储备激活，首先
是“无遗力”的理解，其次是“哪些古人做学问是这样努力
的”，将短短的七各字读厚起来，随之学生的体验也就深刻
起来。

二、故事引入，联系生活实际，自悟“知”“行”所阐发的
哲理。

我以故事引入，为孩子们讲述了《纸上谈兵》的故事。接着
让学生谈谈听故事感受：赵括如此精通兵法，为什么会打败
仗？学生结合实际纷纷说了自己的思考；有的说实践比书上



学习更重要，有的说在实践中通过做才是真正的学习。

这样通过听故事谈感想的教学方式，给孩子一个“躬行”的
机会，深刻理解什么叫“躬行”，让孩子在听说实践中潜移
默化感悟读书与实践相结合的道理。

最后我以“请你用成语来形容刚才“陆游”在训示他儿子时
的态度。”引导学生用循循善诱、语重心长、意味深长的语
气读诗。

小学语文课文赶集教学反思与改进篇三

《冬夜读书示子聿》写的是诗人陆游用冬夜读书生发的感想
来教育儿子子聿：做学问一定要有孜孜不倦、持之以恒的精
神。一个既有书本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人，才是真正有学
问的人。

对于六年级的孩子来说，理解诗句并不是一件难事，所以我
主要采用的方法就是让学生先根据我出示的重点词语的.注释
进行自学，然后再交流讨论，结合实际。以下几点我认为是
做得比较好的：

1.紧扣“无遗力”，放大词境。

在理解“无遗力”就是“不遗余力”的意思之后，我提出了
这样一个问题：“其实古人学习是十分刻苦的，历史上记载
古人学习勤奋的故事有许多，你还知道哪些描写古人学习勤
奋的成语呢?”学生联系旧知，很快就想到了学过的成语故事：
悬梁刺股、囊萤映雪、凿壁借光、闻鸡起舞等。在简要讲述
故事的同时，诗歌的形象立体起来，丰满起来，随之学生的
体验也就深刻起来。

2.恰当利用故事，结合生活实际，加深感悟。



学生对“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道理是否深
刻理解于心了呢?我一方面引导学生联系《纸上谈兵》的故事，
让大家谈谈看法。另一方面，联系早上教两个学生扫地的事
情，并让他们谈谈生活中类似这样“知”“行”不统一的事
例，学生很快就明白了书本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关系，对“躬
行”的印象很深刻，对诗的主旨也理解透彻。

3.比较“工夫”与“功夫”，加深体会。

“工夫”和“功夫”是很容易混淆的，为了帮助孩子们区分
这两个词，我用课件出示“我选择，我快乐”，首先让学生
了解这两个词语意思上的区别，然后进行选词填空，学生基
本上都能区分了。同时，通过在对两个词语选择理解后，学
生更深刻地明白了古人做学问的艰难，明白了诗人教育儿子
学习一定要“持之以恒”。

小学语文课文赶集教学反思与改进篇四

《冬夜读书示子聿》是一首寓理诗，整首诗只有短短的4句，
读起来朗朗上口，语言通俗易懂。对于六年级的学生来说，
一节课应该可以达到熟读背诵，理解感悟的目标，所以上课
前我并没有让孩子们预习，因此课堂内容也设计较丰富，节
奏较紧凑。学生学的还是比较扎实的，感悟也比较深刻。体
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了解诗人，谈话导入

通过创设情境，让学生猜猜资料中介绍的诗人是谁，激发了
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很自然地进入课文。

二、对比题目，理解题目意思

本册书中已学过一首陆游的'诗，通过比较题目的异同点，学
生深刻理解了课题中“示”的意思，对这首诗也有了初步的



感知。

三、自学古诗，小组交流

本环节设计让学生大胆猜测诗句中重点字词意思，并试着理
解诗句意思，学生在没有任何参考书的情况下在小组内讨论，
我参与其中，发现大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很到位，为后
文的理解感悟做好了铺垫。

在检查诵读时，各个层次的学生也都做到了流利、通顺。

四、深入理解，交流感悟

这一课的重难点突破都在这一环节，对于诗词的理解，我主
要采用的方法就是交流讨论，结合实际。以下几点是比较突
出的：

1、紧扣“无遗力”，放大词境。

在理解“无遗力”就是“不遗余力”的意思之后，我提出了
这样一个问题：“其实古人学习是十分刻苦的，历史上记载
古人学习勤奋的故事有许多，请大家想想，有哪些是描写古
人学习勤奋的成语？”学生联系旧知，很快就想到了学过的
成语故事：悬梁刺股、囊萤映雪、凿壁借光、闻鸡起舞等，
在简要讲述故事的同时，诗歌的形象立体起来，丰满起来，
随之学生的体验也就深刻起来。

2、比较“工夫”与“功夫”，加深感悟。

课件出示“我选择，我快乐”，在对两个词语选择理解后，
学生更深刻地明白了古人做学问的艰难，明白了诗人教育儿
子学习一定要“持之以恒”。

3、恰当利用故事，迁移语境。



学生对“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道理是否深
刻理解于心了呢？我引导学生联系《纸上谈兵》的故事，让
大家谈谈看法，学生就很快明白了书本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关
系，对“躬行”的印象很深刻，对诗的主旨也理解透彻。

4、有效整合利用，拓展教材。

教学古诗不仅展示了写作背景和陆游生平，在学生已经能够
理解诗意，明白诗理的时候，我又不失时机地将教学引向了
新的语言链接与积累：交流关于“躬行”的名言警句。本诗
的教学由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积累自然而然地导入，又借助
学生已经形成的认知合理地拓展延伸，这让我认识到：教者
合理地开发与组织教学资源是教好一首诗的基本保障；课堂
上，教者对资源的恰到好处的利用更是对教学资源价值的有
效提升。

五、整体把握，熟读背诵

古诗诵读应有层次：初始读通，读出节奏；继而读出情感；
最高层次是读出诗味，与诗人产生共鸣。感悟深刻，朗读方
能到位；指导得当，学生才能悟到方法。我让学生想想诗人
在教育自己的儿子时会是什么态度语气，并听了范读，这样
加深了理解，接下来的朗读真是有滋有味。

小学语文课文赶集教学反思与改进篇五

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古诗，并背诵。

2、借助工具书，自主合作，大体领悟诗句的意思。

3、充分利用课前收集的资料及学生的经验世界，懂得做学问
要有持之以恒的精神，领悟知识与实践的关系，丰富学习方



法。

4、借助插图想象入境、激情诵读，结合《示儿》多方面认识
陆游。

重点、难点：能联系实际，及学生所收集的资料，领悟诗中
哲理。有感情地朗读诗句，感受到陆游身为人父的爱子之心。

设计理念：

1、朗读既是语文教学的目标，又是学生学好语文的重要手段。
本诗教学，我以读贯穿整个教学过程，引导学生读中知诗意，
读中悟情，读中悟理，用读表达自己的理解感受。

2、训练学生语文学习能力。为更好明诗理，课前要求学生收
集相关资料，训练学生收集处理信息能力；创设陆游父子问
答情境贯穿始终，让学生乐于表达，训练分析思维、口头表
达能力；渗透学法，训练自主学习能力。

教学过程

一、课前赛诗，营造氛围

1、师：今天课前咱们不唱歌，改背诗好吗？你若想起了诗词
不用举手，起立背，其他会背的同学也可放声来背，开始。
（学生背得不亦乐乎）

2、师：《示儿》，本学期咱们刚刚学过，南宋爱国诗人陆游
写的。透过诗句，我们看到了什么样的陆游？（板书：爱国）
《冬夜读书示子聿》（出示板书读课题）是陆游写的另外一
首诗，他将为我们呈现不一样的陆游。

预设：时间是冬夜，人物有陆游和他的孩子子聿，事件陆游
将读书时生发出来的感受告诉儿子。



二、渗透学法

2、师（根据学生的发言板书：读准诗，知诗意，入诗境，悟
诗理）咱们就按这四个环节来学诗，课后你们可以用这四点
来检验自己是否学会了这首诗，或用这四个环节自主学习其
他诗。

三、反复读诗，把握大意

要读好他可不那么容易。（出示评价等级：）你们先自个儿
练练，然后读给同桌听，让他评评你能达到哪个等级，老师
希望你们能扎扎实实地上好每个台阶。

（学生读，尽量让学生读准、读流利。为下文的教学做铺垫）

3、师：不知不觉中，咱们已经读了好多遍诗，你们明白诗中
陆游要告诉子聿哪些感想吗?逐行逐句读读，用自己的话说说
你的理解，遇到不明白的字词可以查工具书或请教同学。

4、课件出示：陆游对子聿说：儿子啊，（。）引导学生说大
意，进行情感朗读。（补充板书：）

预设：

a、学生讲述“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时，教师
问：爸爸做学问难吗？怎么难？（a,若读不好，师说我怎么听
不出难的味道？b、若读得好，师问全班学生是否听出做学问难
的味道，或问朗读者为什么这样读。引导读好“无遗
力”“老始成”。）

注意：“工夫”与“功夫”的意义区别。

b、学生讲述“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师问：
爸爸，什么叫“躬行”？与躬行相对的是？你能用读来告诉



我该怎样去学知识吗？引导学生读
好“终”“浅”“绝”“要躬行”。

注意区分“觉”“绝”。

四、借图入境，感受陆游

2、学生交流

预设：

a、陆游说的话直接用诗句时，教师引导学生抓住陆游的神态，
化身为陆游朗读。

b、陆游说的话用自己话表述时，教师可引导学生带着感受再
读诗句。

3、师：读着读着，你看到了陆游的那一面？（板书：爱子，
爱学习）

4、师：陆游不仅爱国，爱子，爱学习，还深爱着自己的妻子
唐婉，并为她写许多缠绵的爱情诗，有兴趣的同学课后去看
看。

五、旁征博引，悟诗理

1、师：刚刚你们只听到陆游将自己读书时所生发出来的感想
告诉子聿，有谁听到他为孩子们解答疑惑的过程了。

预设：

b、师：是啊，就像大家说的一样，在诗句中包含着许多成语
及名言：



出示：1、成语

闻鸡起舞悬梁刺股囊萤映雪凿壁借光

十载寒窗通宵达旦夜以继日滴水穿石

2、名言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学生自由朗诵，丰富对诗句哲理的理解）

c、师：孩子，如此多有成就的古人圣贤是你的榜样，你要学
习他们的？（学生答，板书：持之以恒）

（学生举例）

c、师：听完这个故事，你想说什么？

课件出示：爸爸，我不学赵括，而要（）板书：亲自实践

课件出示：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宪成

（学生自由诵读）



六、拓展练习

1、《冬夜读书示子聿》是（）代诗人（）写，诗中的（）两
句告诉儿子读书要（），（）两句告诉儿子读书要（）。结合
《示儿》，我知道陆游是一位（）的诗人。

2、《冬夜读书示子聿》一共有8首，其中一首是这样的：读
书万卷不谋食，脱粟在傍书在前。要识从来会心处，曲肱饮
水亦欣然。按读准诗，知诗意，入诗境，悟诗理自主学诗，
想想诗中，陆游又告诉子聿读书要（）。

附板书：

《冬夜读书示子聿》

学法哲理多样陆游

读准诗持之以恒爱国

知诗意孜孜不倦爱子

入诗境亲身实践爱学习

悟诗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