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鄂教版小儿垂钓教学反思(优质8篇)
青春是一本未完成的书籍，我们每一天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
的故事。青春是发现自我潜能的时期，我们应该如何摆脱桎
梏，展现真实的自己？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些有关青春总结
的范文，供大家参考和学习。

鄂教版小儿垂钓教学反思篇一

《池上》“偷”字用的多好呀！其实那就是真实的，孩提时
代，这种“偷”是会经常发生的，大人发现了也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的。这个字写出了小孩子的顽皮、天真。

但诗中那句才更能体现出孩子的天真呢?看了不同的教参,却
有不同的答案.和同年级老师讨论了一下,还是觉得第一句比
较合适.

在教学《小儿垂钓》这课时，我班有两个争论点：

1、学生看到图上小孩子头发梳得很是整齐，所以有学生说：
蓬头的解释不能是头发乱蓬蓬的，而是古代小孩子的一种发
型。看看书上的图片，倒也觉得这种大有可能。但再想小孩
子躲在草丛中钓鱼，头发可能整齐吗？班上为了这个展开了
讨论。最后大家达成一致，的确应该解释为头发乱蓬蓬的。

2、遥招手和遥摇手的辩论，“招”用的恰当，还是用“摇”
用得比较好。学生通过表演当时的情形，知道在孩子钓鱼时，
他不敢大声说话，怕惊吓了鱼，但他又是很热情的，想帮助
别人，所以在哪个情景下，他招手是十分确切的.

在教学时,我是这么做的:

2、多种形式感受诗歌的意境。



小儿垂钓这首诗写的是孩子们的同龄人，学生倍感亲切，童
真童趣跃然纸上，教师让孩子们分组表演，在表演过程中丰
富对诗歌的感受。孩子们的表演反映出他们的智慧和创造：
有的小组用原诗做解说，有的小组则用自己的话来解说；有
的组表演时添加了水中游的小鱼，有的给路人增加了恰当的
问话，那个“蓬头稚子”更是演得活灵活现。精彩的还在后
面，老师问：“能不能把这首古诗用熟悉的旋律唱出来？”
一个孩子自编小调唱了一遍，一个孩子说能用黄梅调唱，仔
细一听，还真有那回事，另一个孩子说：我能用“梁祝”把
它唱出来。马上有几个孩子窃窃私语：这能用梁祝唱出来吗？
我也倍感好奇。听，梁祝的旋律配上这首诗倒也是另一番情
趣。我想不管恰当与否，这种学习的形式学生感兴趣，最后
欲罢不能，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得到的是愉悦的心理体验，这
应该是有益的。

鄂教版小儿垂钓教学反思篇二

今天下午教学古诗，这是唐代诗人胡令能写的一首描写农村
儿童生活情趣的诗作。全诗是这样的：“蓬头稚子学垂纶，
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因
为这首诗通俗易懂，课前已让学生对全诗进行了充分的预习，
可以说，领悟能力强的学生通过自学完全可以理解诗意，感
悟诗的意境。因此，我准备改变以后学习古诗时，逐句讨论
串讲的方法，而着重在关键字词上讨论赏析古诗在锤炼语言
方面的精妙。

板书完诗题后，我让学生说一说“垂钓”的意思，这大部分
同学都已明白。学生说出就是“钓鱼”之意后，我追
问：“为什么称‘钓鱼’为‘垂钓’呢？”由于平时学生大
多只是从资料上查到意思记下来，并没有进行“知其所以
然”层面的思考，所以一下子被问住了。稍纵，有过钓鱼经
历或看过钓鱼的同学举起了小手，他们从钓鱼时钓竿上垂下
的钓钩及钓线上理解了“垂钓”。



在讨论“蓬头稚子”时，学生都知道“稚子”就是小孩子，
我让学生说说对“蓬头”的理解。有的说 “蓬头”就是“头
发很乱”；有的还联想到上学期学过的《维生素c的故事》中的
“蓬头垢面”一词；有的说“蓬头”一词写出了农村孩子形
貌不加粉饰，头发蓬乱的本来面目，使人觉得自然可爱与真
实可信；还有一个细心的学生发现文中的插图上，垂钓的小
男孩头发梳得很整齐，他认为“蓬头”就是头发蓬松的意思。
我对他们的理解一一给予肯定，特别是最后一个同学，我还
告诉她，古时候男的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要把头发束起来，而
文中的小男孩显然还没到这个年龄，所以“蓬头”是很正常
的。

同学们对“遥招手”讨论得非常激烈。有的同学认为“招
手”就是“摆手”，意思是因为怕惊跑鱼儿而不予理睬。有
的同学认为“招手”就是告诉他往哪个方向走。也有不少同
学认为“招手”是让“路人”走近点，再轻声告诉他。我说，
如果你就是那个钓鱼的小男孩子，你会怎么做？让学生体会
到，虽然同样是不惊跑鱼儿，但后者的做法对人更有礼貌。

一节课下来，学生不但对诗句进行了多次朗读，而且较准确
地把握了诗句的意境，还从字里行间体会到诗人对田园生活
的向往。

鄂教版小儿垂钓教学反思篇三

“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
得鱼惊不应人。”因为这首诗通俗易懂，课前已让学生对全
诗进行了充分的预习，可以说，领悟能力强的学生通过自学
完全可以理解诗意，感悟诗的意境。因此，我准备改变以后
学习古诗时，逐句讨论串讲的方法，而着重在关键字词上讨
论赏析古诗在锤炼语言方面的精妙。

板书完诗题后，我让学生说一说“垂钓”的意思，这大部分
同学都已明白。学生说出就是“钓鱼”之意后，我追



问：“为什么称‘钓鱼’为‘垂钓’呢？”由于平时学生大
多只是从资料上查到意思记下来，并没有进行“知其所以
然”层面的思考，所以一下子被问住了。不一会儿，有过钓
鱼经历或看过钓鱼的同学举起了小手，他们从钓鱼时钓竿上
垂下的钓钩及钓线上理解了“垂钓”。

在讨论“蓬头稚子”时，学生都知道“稚子”就是小孩子，
我让学生说说对“蓬头”的理解。有的说“蓬头”就是“头
发很乱”；有的还联想到上学期学过的《维生素c的故事》中的
“蓬头垢面”一词；有的说“蓬头”一词写出了农村孩子形
貌不加粉饰，头发蓬乱的本来面目，使人觉得自然可爱与真
实可信；还有一个细心的学生发现文中的插图上，垂钓的小
男孩头发梳得很整齐，他认为“蓬头”就是头发蓬松的意思。
我对他们的理解一一给予肯定，特别是最后一个同学，我还
告诉她，古时候男的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要把头发束起来，而
文中的小男孩显然还没到这个年龄，所以“蓬头”是很正常
的。

同学们对“遥招手”讨论得非常激烈。有的同学认为“招
手”就是“摆手”，意思是因为怕惊跑鱼儿而不予理睬。有
的同学认为“招手”就是告诉他往哪个方向走。也有不少同
学认为“招手”是让“路人”走近点，再轻声告诉他。我说，
如果你就是那个钓鱼的小男孩子，你会怎么做？让学生体会
到，虽然同样是不惊跑鱼儿，但后者的做法对人更有礼貌。
这样，学生还领悟到这是个热心的小孩子，在享受钓鱼乐趣
的同时，还不忘帮助别人，真是十分可爱。老师想，同学们
也愿意像这位小男孩一样处处乐于助人吧。

孩子的心灵都是纯洁的，就像一张白纸写上什么就会是什么，
随着他的年龄增长，发展成一种人生方式。因此教师在教书
育人的过程中，应从细微之处塑造儿童健康向上的美好心灵。
正是从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小动作出发，让学生进行发散思维，
同时结合行为规范的准则，引导学生养成礼貌待人、乐于助
人的好习惯、好品质。



鄂教版小儿垂钓教学反思篇四

本课是苏教版语文四年级下册20课《古诗两首》的其中一首
古诗。这首古诗内容简单，字里行间包含着作者对乡村儿童
的喜爱的之情。我在教学本课时采用了这样的设计：

1、从学生了解的唐代诗人入手，引出胡令能，再通过胡令能
引出古诗，这样顺理成章。

2、看课文插图学生自己编故事，为后文的理解诗意打好基础。

3、熟读古诗，小组内训练。然后各个小组分别上台表演。在
熟读古诗的情况下，自己对古诗的意思有一定的了解。

4、教师出示注释，学生通过小组讨论，查资料等方式理解诗
意。然后教师加以指正。

5、最后设计检测题对本课的任务进行检测，教师针对问题总
结。整个环节我设计了对各小组进行小红花的实物奖励，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存在的问题：

1、设计的环节不太完美。

2、检测完后没有对获胜的小组进行激励。

鄂教版小儿垂钓教学反思篇五

今天下午教学古诗，这是唐代诗人胡令能写的一首描写农村
儿童生活情趣的诗作。全诗是这样的：“蓬头稚子学垂纶，
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因
为这首诗通俗易懂，课前已让学生对全诗进行了充分的预习，
可以说，领悟能力强的学生通过自学完全可以理解诗意，感



悟诗的意境。因此，我准备改变以后学习古诗时，逐句讨论
串讲的方法，而着重在关键字词上讨论赏析古诗在锤炼语言
方面的精妙。

板书完诗题后，我让学生说一说“垂钓”的意思，这大部分
同学都已明白。学生说出就是“钓鱼”之意后，我追
问：“为什么称‘钓鱼’为‘垂钓’呢？”由于平时学生大
多只是从资料上查到意思记下来，并没有进行“知其所以
然”层面的思考，所以一下子被问住了。稍纵，有过钓鱼经
历或看过钓鱼的同学举起了小手，他们从钓鱼时钓竿上垂下
的钓钩及钓线上理解了“垂钓”。

在讨论“蓬头稚子”时，学生都知道“稚子”就是小孩子，
我让学生说说对“蓬头”的理解。有的说“蓬头”就是“头
发很乱”；有的还联想到上学期学过的《维生素c的故事》中的
“蓬头垢面”一词；有的说“蓬头”一词写出了农村孩子形
貌不加粉饰，头发蓬乱的本来面目，使人觉得自然可爱与真
实可信；还有一个细心的学生发现文中的插图上，垂钓的小
男孩头发梳得很整齐，他认为“蓬头”就是头发蓬松的意思。
我对他们的理解一一给予肯定，特别是最后一个同学，我还
告诉她，古时候男的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要把头发束起来，而
文中的小男孩显然还没到这个年龄，所以“蓬头”是很正常
的。

同学们对“遥招手”讨论得非常激烈。有的同学认为“招
手”就是“摆手”，意思是因为怕惊跑鱼儿而不予理睬。有
的同学认为“招手”就是告诉他往哪个方向走。也有不少同
学认为“招手”是让“路人”走近点，再轻声告诉他。我说，
如果你就是那个钓鱼的小男孩子，你会怎么做？让学生体会
到，虽然同样是不惊跑鱼儿，但后者的做法对人更有礼貌。

一节课下来，学生不但对诗句进行了多次朗读，而且较准确
地把握了诗句的意境，还从字里行间体会到诗人对田园生活
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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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教版小儿垂钓教学反思篇六

这是一首以儿童生活为题材的诗作。在唐诗中，写儿童的题
材很少，因而显得可贵。一二句重在写形，三四句重在传神。
这首诗前两句写了小孩的样子和钓鱼的姿势，后两句描述了
小孩专心致志学钓鱼的神态，把一个天真可爱的小孩描绘得
活灵活现，用词准确，意境美而不俗，使人读后如见其人，
如闻其声，如观其色。

我在这节课整体把握上，是先由实际生活引入，引起学生学
习兴趣，然后初读古诗，整体感知古诗内容。通过指名读、
齐读，扫清生字障碍，为分析古诗做准备。通过再读古诗，
思考：诗中的小孩是个怎样的小孩？来灵活处理诗句，由易
入难，让孩子能有体会自己解决问题的成就感。当分析完后，
再带着自己的感悟来有感情的朗读、背诵古诗，并讲述这个
小故事，巩固所学知识结束本课。

不过，通过这次讲课也发现了自己的一些缺点：

1、把句子支解了，问题太细化，让孩子不能整体感知故事大
意。如能从“发生了什么事”和“怎么看出小孩小？”两个
大问题出发分析两部分内容，孩子会从整体来分析句意，效
果会好的多。

2、在分析后半句的时候，没有让孩子表演出他着急的心情，
所以读的时候不太到位。

3、注意孩子习惯养成还不太到位，如：有的孩子在读“怕得
鱼惊不应人”时“应”读错了，我是在读完后订正的，这样
孩子可能已经成为定式，不好改，所以以后要及时订正。还
有，在一个学生读的时候，应该及时布置其他生听的任务，
让所有孩子都动起来。



这是我讲完课以后，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争取在以后有所
提高。

鄂教版小儿垂钓教学反思篇七

古诗简短四句却意境悠远，更因为远离学生实际而费时费力。
在《小儿垂钓》的教学中就犯了几个相关的错误。

教学中最浪费时间的大概就是学生说想象画面这个环节。我
没想到学生根本不理会诗句，纯粹说自己的想象，比如“蓬
头”的理解就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个说小孩子扎两个圆溜
溜的头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我想到的”。另一个说
的也是这种两个圆溜溜的发型 ，第三个说是“没有戴帽子的
就叫做蓬头。”第四个说是“乱蓬蓬的头发。”我在此时缺
乏引导机智，没有针对学生的回答作出准确的回应，而是让
学生充分发表完意见后，出示插图，按部就班地介绍“蓬
头”的两种解释。

应对策略：应在学生说出第一个答案时就出示插图：“是这
个样子的发型吗？”学生肯定后，老师也相机肯定：“对，
可以这么理解。”然后再问：“还有不同的意见吗？”就避
免了学生说出雷同的答案。关于“没有戴帽子的就叫做蓬
头”的意见，可以反问：“后面那个成人也没有戴帽子，我
们可不可以说他是蓬头大人？”第四个学生说是“乱蓬蓬的
头发”直接肯定说：“是呀，也可以这么理解的。”

思考：对于不懂得如何在读诗中想象画面的学生，是否可以
换一种方式；据词想象呢？如这所小学的校名叫杭西，我就
告诉孩子们，当我听到这个词时，我就想到了杭州西湖美丽
的风光。请问你们在听老师读“蓬头稚子”的时候想到了什
么？当老师读“垂纶”的时候，你又想到了什么？以此一步
一步引导，到第二句再放手，老师读整句诗，让学生想象画
面。我想，这样对于农村孩子来说，是更适切的教学策略。



同样在这个环节，第一个学生一口气说完了全诗的意思。我用
“那个孩子的样子你能看清楚吗？”将学生的思路导向第一
行诗的理解。可是当理解完第一行诗，我问“孩子钓鱼的环
境怎么样”时，学生就不知所以然了。有两个学生说：“周
围的环境静静的。”有一个学生说：“在一棵柳树下，花草
树木很茂盛。”问她怎么知道的？是不是看插图知道的？她
又说“是我想到的。”后来，总算有个学生说到了草，却又说
“他的身子映到了河里。”这个“草映身”导得可真辛苦啊。

应对策略：当第一个学生说不到位时，教师该出手时就出手，
轻轻地、看似无心其实有意地低吟：“侧坐莓苔草映身……，
你猜他在怎样的地方钓鱼？”暗示学生从中受到启发，学生
还不明白，就一遍又一遍地吟，他们肯定会有所感悟的。这
样做比一个接一个地换学生回答更省时间，也更有效。还有，
也许学生根本就不大理解“环境”一词的意思，他们只知道
环境很安静，不会想到要去描述具体的景物。所以，此时老
师要及时调整问题，改变问话的策略中。

还是在这个环节，当我询问“路人与小儿的距离是近还是
远”时，不知为什么，大部分学生都说“近”，问他们理由，
他们又说是“路人借问遥招手。”还说“如果不是很近，很
远的回答就不会惊到鱼了。”（真不知他们在说什么，大概
是想说小孩子跟鱼的距离近吧。）就这一个“遥”的意思我
也费了半天工夫。

应对策略：还是和刚才一样，该出手时就出手，教师吟
诵：“路人借问遥招手”，看学生有没有感悟。如果还悟不
到，就直接问：“遥”是什么意思？可见路人和小儿的距离
怎么样？不可思议的是，当我板书“不应人”后询问：“应
的意思？”居然有同学说是：“应该。”这里我的处理比较
简单，直接：“不，这里的应就是答应、回应的意思。”

最后一个比较难的问题是在学生读出画面之后，让学生轻轻
地读诗，静静地想：你从诗中感受到了什么？你觉得垂钓的



小儿是一个怎样的孩子？结果发现读诗思考的孩子不多，而
回答的学生也都回答不到位，如有两个学生都“我觉得那是
一个非常喜欢钓鱼的孩子。”“那是一个非常钓到鱼的孩子。
”“你怎么知道的？”他说从后两句“路人借问遥招手，怕
得鱼惊不应人”知道的，你说他错吗？似乎又有些道理。说
他感悟正确，却又不大合适。后来又有学生说：“认
真”“耐心”，最后总算有个学生讲到了“专心”，这是一
般课堂上学生最先想到的答案，也是本诗中最容易感受到的
特点呀。可见，学生并没有真的读懂了这首诗的意思。

应对策略：将问题改为“你觉得那个孩子在学钓鱼时怎么
样？”这样一改，固然，学生容易体会到“专心”“认真”，
但天真可爱的儿童形象就消失了。要不，就在学生感悟
到“专心认真”的学习品质后，问：你喜欢他吗？请把你的
喜爱之情读出来。这样难度就降低了。还有，是不是可以在
这个环节渗透杜老师说的侧面衬托的表达方法呢？一般写钓
鱼会写什么？为什么诗人别的都不写，单单写路人问路这件
事呢？从而感受这样写更能衬托孩子学钓鱼的专心致志，然
后再指导学生读出喜爱之情。

在结束《小儿垂钓》的教学之后，引导学生复习学过的儿童
古诗，结果发现学生古诗积累很不够。一首《所见》是大家
比较熟悉的，然后其他的就想不起来，一首《夜书所见》是
我出示后引读的，一首《宿新市徐公店》我起了一个头：宿
什么？学生半天也没想不起来，所以只好还是由我告诉了。

应对策略：不要说诗题了，这个比较难。改为：老师直接说
前一句，学生接后一句，然后再问是哪一首，还记得吗？目
的同样还是把难度降低。

鄂教版小儿垂钓教学反思篇八

《小儿垂钓》是唐朝诗人胡令能仅存的四首诗之一。这首诗
描绘了一个乡村儿童在河边学钓鱼的情景，流露出浓郁的生



活气息。前两句“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写
小孩学钓鱼的姿势；后两句“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
应人。”写路人借问，小童招手不应的动作神态，重在写神。
全诗平易自然，准确生动地刻画出小孩那种天真专注的神态。

古诗应怎么教学呢？小学语文《课标》中对中年段的学生提
出了学习诗文的要求：“诵读优秀诗文，注意在诵读过程中
体验情感，领悟内容。”“把握诗意，想像诗歌描述的情境，
体会诗人的情感。受到作品的感染和激励，向往和追求美好
的理想。”

当课题确定下来后，我想了许久，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决定：
学生通过自学能解决的问题，不教；学生解决不了的问题才
是我要作为重点来指导的。如：把诗读正确（咬字清晰、读
准字音等）；能通过注释、查字典等方式理解自己不懂的字
词的意思；能说说诗句的大概意思。我把这些内容定为学生
自己能完成的目标。那么，什么内容是学生不易理解，难以
体会的呢？于是我把领会感情和培养想象能力做为教学的重
点、难点。

方向确定后我着手这首诗的教学设计，在设计中我力显这样
的教学理念：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教师
要注重鼓励，善于引导和评价；重视诵读能力、想象能力的
训练和培养，重视学习方法的指导。

在课堂教学中，我觉得自己做得较好的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读的层次性明确。

古诗教学，诵读诗句是非常重要的。这节课中各种形式、各
种程度的诗句诵读，充盈着40分钟的课堂。如：

1、二读诗题，解诗题。诗题即是诗眼，读好了的诗题，学生
的学诗的情感也就调动起来了。在第二次读诗题时，学生读



出了美，读出了小儿垂钓时的乐。这为学习此诗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2、初读古诗，感知全诗，让学生将诗句读正确。即做到：咬
字清晰，读音正确，基本读准诗的节奏。在指名学生读的同
时，提醒学生注意读准“蓬”是后鼻音，“稚”是翘舌
音，“侧”是平舌音，“纶”的声母是“l”而不是“r”。在学生
的努力下，都能达到要求，读得字正腔圆。

3、自己读诗句，结合字词的意思理解诗句，并先与同桌交流，
再全班交流。做到了面向全体，并适时进行个别指导，顾及
个体。

4、想像读诗句，感受小儿形象。“读读诗句，展开想像，在
你的脑海中出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孩？”学生摇头晃脑地
吟诵着诗句，一幅幅生动的画面，一个个鲜活的形象立刻展
现在他们的脑中。

5、感情诵读，背诵全诗。河边垂钓的小儿鲜活的形象已深植
学生的心中，这时，引导他们有感而发，感情诵读，也就水
到渠成。在这40分钟的课堂上，学生通过各式各样的读，对
这首七绝已然是非常熟悉，再给他们练习几遍，有感情地背
诵已不难。

二、创设情境，丰满小儿形象。

意境的感受必须由学习的主体——学生亲自去感受、体会。
《小儿垂钓》这样一首充满童真童趣的诗，学生并不难以体
会。于是在背景音乐声中，学生想像读，感情诵读的同时，
让学生调动全身感官演上一演。这样通过想、说、演，小儿
河边垂钓的种种乐趣，小儿的形象，在学生的脑中、心中不
再是一个个文字，而是一幅幅生动的画面，是一个有血有肉
有灵魂的孩童。



三、充分彰显学生学习的主体性。

“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这一课中，处处体现着这一教
学理念。如：

1、放手学生课前预习。

2、学生质疑，“小老师”解疑。

3、学生想像读诗句，参与完成板书，定格“小儿”形象。

4、读读、演演、说说，深入体会小儿形象。

5、作业难易选择有弹性，充分尊重学生。

四、注重学生学习习惯的养成。

好习惯，好人生。学习语文，其实就是从小培养学生良好的
学习习惯。

1、课前预习的习惯，查阅资料的习惯。各个年级，预习的要
求也是有所区别的。四年级是向高年段过渡的一个年级，那
么这个阶段的学生就应学会由课内预习转向课外独立预习。
让学生在课前通过查阅相关的资料、查字典等方法解决在预
习过程中遇到的部分难题。

2、质疑的习惯。有人说过“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十个问题还
重要”。在检查预习过程中，我这样问：“在预习中有不懂
的吗？”话音刚落，高举着不少小手。

3、边读边想像的习惯。

4、学一仿三的习惯。在我国瑰丽的诗文化中，描写儿童情、
趣的诗不少，我例举了《村居》让学生能在学习《小儿垂钓》
的基础上，仿之，学之，悟之。这样不仅巩固了学习之法，



还丰富了学生的诗歌积累。

当然，在这节课中，我也存在着一些失误。如，齐读诗句的
次数还是挺多的（据统计有7次），这样不利于学生个性化的
解读；诗句大意的理解，教得比较粗糙，还应再细致些。

教学虽是一门遗憾的艺术，但有效、朴实、扎实、清新、灵
动、诗意的语文课堂，是每一位语文教师一生永恒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