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律教学反思万能 七律长征教学反
思(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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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
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七律教学反思万能篇一

我充分运用了多媒体进行教学，为学生创设了很好的教学情
境。

开课时，我播放了一段电视剧《长征》的片头给他们看，片
中雄浑的歌声，悲壮的画面，立刻把大家带到了那个激情燃
烧的岁月；在理解“铁索寒”那句时，我请他们观看了一段
电影《飞夺泸定桥》的片段，那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那浴
血攀链的红军勇士令孩子们揪心不已，有的孩子还流下了眼
泪，发言谈感受时都还在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还有那配合诗内容，随着或激昂或凝重的背景音乐展示的一
张张图片：金沙江、终年积雪的岷山……学生仿佛身临其境。

我注重了朗读指导，通过各种形式的读，将读的训练贯穿于
始终，使学生由读生情。

开课不久，我声情并茂地朗诵了全诗，用激情感染学生，博
得了他们热烈的掌声；指导他们读诗时，我引导他们发现七
律的押韵规律后，就一句一句地带他们读；学习“金沙水拍
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一句时，我进行了引读、分男
女读、齐读等，快结束本课的学习时，还请他们在音乐声中
一起起立背诵……朗朗的读书声，不绝于耳，学生在读中感
受诗人的`情怀，领悟长征精神的深刻内涵，感情不断升华。



七律教学反思万能篇二

《七律长征》是毛泽东为纪念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
作。作者以其军事家高瞻远瞩的眼光和诗人豪放热情的气概，
回顾了长征的艰难历程，讴歌了红军战士英雄无畏和乐观精
神。长征不要说对于现在小学生来讲，是一个遥远的故事，
对于我们这一辈也是比较远的，所以要教好学生，首先自己
要恶补。课前我阅读了大量的关于长征的资料，了解了长征
的历史背景，把一些经典的长征故事打印好发给学生研读，
让他们对长征有一个感性的认识，拉近学生与历史的距离。
但是让学生通过短短的56个字体会出如此深厚的思想感情却
是不容易的，特别是毛泽东的诗——对于学生来说思想感情
上有些“深”，不易理解。

本堂课我综合运用课内外学习资源，以读为本，以理解促读，
以感情升华读的'味。这篇课文我设计在一课时内上完，共分
三个阶段：初读，扫除字词障碍。再读：间隔准确把握，读
准、读顺。边读边悟：结合合种资源会意悟情，从而培养有
感情地朗读。让学生读出诗韵、品出诗情，从而实现语文实
践能力的提高与审美品位的提升，让学生喜爱语文。

课前，让他们欣赏歌曲《长征》，雄浑的歌声立刻把大家带
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因为有了课前的铺垫，我让学生
用一两句话介绍自己所了解的长征，给学生降低了难度，也
激发了学生说的愿望。接着我声情并茂地朗诵了全诗，用激
情感染学生，激起学生读的兴趣。在理解“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时，让学生用简笔画画出了逶迤和磅礴的
山的样子，学生很自然的理解了这两个词语，也读出了那个
味。“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中的“暖，寒”
的意思是本文的难点。通过学生讲述巧渡金沙江的故事，让
学生理解了“暖”其实是一种欢快喜悦的心情。观看《飞夺
泸定桥》的片段，那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那浴血攀链的红
军勇士令孩子们揪心不已，形象逼真的理解了“寒”。课中
抓住中心句反复吟诵。通过各种形式的读，将读的训练贯穿



于始终。由于时间的关系，对于七律这种体裁，没有做过多
的讲解，只是通过读去感受韵律美，课后还要更深一层的学
习这种写法。

七律教学反思万能篇三

《七律长征》是毛泽东同志为纪念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
征而作。作者以其军事家高瞻远瞩的眼光和诗人豪放热情的
气概，为了让学生更好的了解写作背景。我首先设计了精彩
回放，走进长征。使学生对长征有一定的了解，再通过课文
中注释，和学生查找的资料中让学生大致了解课文内容。再
以读代讲，感知长征。

但对于现在小学生来说，长征不过是一个遥远的故事，有的
甚至前所未闻，怎样让学生们感同身受？在课堂上，教学重
点紧紧围绕“难”、“不怕”、“只等闲”，同读共赏，进
一步感受红军战士勇往直前的乐观主义精神。在学生充分感知
“远征难”之后，再与“腾细浪”、“走泥丸”对比，体会
红军勇往直前的乐观主义精神；“暖”与“寒”是诗中又一
个重点，它暗示了红军智取金沙江的快乐与强渡大渡河的悲
壮与惊险。在“暖”字理解上，我采用讲故事的方法，让学
生了解红军当时快乐的心情，“寒”字我通过播放《飞夺泸
定桥》电影片段，拉近了历史与学生之间的距离，促进学生
深刻理解长征精神。

整堂课以学生的感悟为主，以感带读，红军战士勇往直前的
乐观主义精神就在这里渗透进学生的思想中。通过对课文的
学习，学生们对长征的英雄们肃然起敬。

由于受能力限制，我对新课标的理解和把握还尚未成熟，在
教学中留下了很多遗憾，像教师的指导还是过多，放手的力
度还不够；学生读的还不够充分；对“七律”的把握和指导
不够好等等问题，在今后的教学中还需要不断提高。



七律教学反思万能篇四

通过课文的学习，让学生了解诗歌的基本特征，初步培养阅
读诗歌的能力，感受诗歌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体会感情丰富
的强烈特征。

《七律长征》是毛泽东同志为纪念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
征而作。作者以其军事家高瞻远瞩的眼光和诗人豪放热情的
气概，回顾了长征的艰难历程，讴歌了红军战士英雄无畏和
乐观精神，抒发了作者勇往直前，无往而不胜的豪迈情怀。

为了让学生更好的了解写作背景

使学生对长征有一定的了解，再通过课文中注释，从字里行
间大致了解课文内容。

诗歌是很讲究炼字炼句的具有音乐美的一种语言艺术。因此，
读诗对语言要进行咀嚼，反复地深入地体会每一个字、每一
个词、每一句话有所表现的丰富的内涵，还要通过吟诵，体
会诗的音韵美和节奏美，逐步培养欣赏和朗诵诗歌的能力。

例如：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突出了乌蒙山的
高大险峻，可在红军战士眼中它们不过是细浪和泥丸而已。
本体喻体强烈反差，足见红军的顽强和乐观。在学习课文时，
把诗歌反映的具有高度集中性和跳跃性的生活内容，人物形
象通过想象加以充实，加以补充，使画面呈现在学生面前，
很好的理解课文内容。

通过这篇课文的学习，深刻体会到介绍背景、高声朗读、特
别是运用想象再现诗的意境，确实是学习诗歌的一种良好方
法。在以后的诗歌学习当中，将继续推广运用这些方法，使
同学们更好的掌握课文的思想内容。



七律教学反思万能篇五

《七律・长征》与我们的生活较远，如何才能将学生引入到
具体的情境中呢？为了让学生更好的了解写作背景，多渠道
让学生了解长征的历史史实、故事等，让他们问身边的人，
查阅书籍，上网查阅有关资料，上网观看影视剧等，课堂上
我除了介绍一些图片、影视片断外，还简单介绍了长征途中
的一些经典故事和经典战例等，如倔强的小红军、金色的鱼
钩、七根火柴等长征故事，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与藏族
同胞结盟等，使学生初步感受长征的艰难。同时让学生把课
前收集的有关长征的背景资料，在课前互相交流，使学生对
长征有了必须了解，再透过课文中注释，从字里行间大致了
解课文资料。之后让学生透过多次朗读、背诵，理解诗句资
料，从而感受到红军长征的艰难和战胜艰难险阻的大无畏精
神，体会诗句表达的思想感情。

教学中，我先引导学生透过图片资料来感受五岭，乌蒙的天
险。在感受乌蒙山的高大和过乌蒙的艰难时，我让学生回想
自己以前的爬山经历，然后作比较，让他们结合爬山的感受
来体会爬乌蒙的劳累，之后又结合背景资料，让学生了解战
士们爬乌蒙山还要背武器和军需物品，还要面临追截的敌人，
就更加艰难了。在学生阅读感受后启发学生思考“战士们怕
吗？他们是怎样看待的？”紧扣“走泥丸”来感受红军战士
大无畏的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感悟“暖”
和“寒”时，我引导学生结合当时的背景资料，感受人物心
理来理解感悟“暖”和“寒”。同时让学生了解这四句怎样
很好地体现一、二句“万水千山”的资料，怎样体现“远征
难”的，怎样更好地体现红军的“不怕”精神的，还有三、
四两句，怎样较好的体现了这首诗的艺术性等。

透过学习这首诗歌我感受到，学生对于诗歌的学习还是兴趣
不太浓厚，诗歌的理解只是看一些参考书机械地背诵，对于
诗歌的资料不是真的理解，真正的感悟到作者所表达的思想
感情，没有和作者产生共鸣，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不强，从学



生平淡的诵读中也能够证明这一点，在今后的教学中，多从
自身找不足，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用心性，努力提高教学质
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