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观沧海的教学反思 观沧海教学反
思(大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
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观沧海的教学反思篇一

在我要求学生个别诵读的过程中，学生的重视程度不够。出
现这样问题的原因，我认为：

（1）长期教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方式，使学生觉得诵读是一种
累赘与负担。

（2）可能因为有听课老师的存在，原本活泼的课堂显得比平
时要呆板些。在这样的课堂氛围中，不利于激活学生的思维，
展开想象的翅膀。

（3）对诗歌语言的品味不够细致，使学生无法准确地把握诗
作中所蕴含的感情。

最后我原本安排的是五分钟左右的学生自由诵读时间，力争
当堂成诵，体会作品的内涵。但由于前面环节安排的不尽合
理，使得本环节只能一带而过，错失了我的本意。

观沧海的教学反思篇二

《观沧海》一文选自七年级上册第三单元，是学生进入初中
以来第一次接触的一首诗歌。对于初一的学生而言，诗歌教
学只要求有初步的感悟，并能结合文句来谈自身读后的感受，
用自己的话语来谈诗歌所要表达的情感和画面。我在上完本
课后，总结了一下问题：



第一：我们的学生在结合画面表达自身感受的过程中，有很
大一部分学生表达得很笼统，不够具体且不能用生动形象的
语言来描述所感悟到的画面。这使得对学生思维的训练——
先想象再构思，后表达的思维不到位。这一点与学生们的积
累语想想思维的训练不到位也有很大的关系。

第二：我们的学生对古诗歌的认识只停留在表面，还很粗浅，
甚至是基本的律诗、绝句的格式都不知晓。致使在理解诗歌
的过程中，理解很不到位。

第三：通过这节课我们学生的表现，折射出我们的学生对于
诗歌的朗读不够深入，朗读缺乏应有的技巧。学生们的个性
化朗读与朗读体验表现得不好。

综合以上几点，如果我再上《观沧海》这节课，我想做这样
的改进：

一、教学上仍以指导学生诵读为主，加强朗读的训练。在朗
读的过程中着重培养学生自己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让学生在
理解的基础上，投入个人情感，来品味诗歌。让学生自觉地
走入诗歌，理解诗歌。

二、加强指导学生对重点词语的理解，通过寻找诗歌的诗眼、
意象，去体味诗歌的意境。做到真正的走入诗歌，走近作者，
从而让学生在自己的内心引起共鸣，从而指导他们的行动。
去主动思考发言，来谈自己的感悟!

《观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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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沧海的教学反思篇三

《观沧海》是七年级上册的一首诗，这首诗歌主要表达了曹
操的远大抱负和雄心壮志，文中主要通过描写波澜壮阔的大
海的景象以及作者由此产生奇特的景象：“日月之行，若出
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并由此展现了诗人的博大胸襟。

教学中，意图通过学生的联想和想象，去走近诗人的想象世
界，感悟诗人的胸襟和抱负。具体做法是结合多媒体，运用
多彩的画面和生动的声音，使学生与作者走得更近，从而更
好地去感受诗人。

在教学实践活动中，主要表现出来的问题是：

一、学生结合画面表达的过程中，多数学生表达得很概括，
不能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来描述所看到的画面，这一点与学生
们的词语量匮乏有很大关系。

二、学生们对古诗歌的认识还很粗浅，甚至是基本的律诗、
绝句的格式都不知晓。致使不能很好的去理解诗歌的内容。

三、这节教学实践活动中，还表现出学生们对诗歌的朗读不
够深入。学生们的个性化朗读与朗读体验表现得不好。

因此，在今后的诗歌教学活动中还应更多的去培养学生们联
想和想象的能力，去走进诗人的心田;还应该多朗诵，多学习
诗歌的基础知识。



观沧海的教学反思篇四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立刻找出了文中的诗句。可是分析的不
够到位。

老师分析：

全诗作者以“沧海”自比，通过写大海吞吐宇宙的气势，来
表现诗人自己宽广的胸怀和豪迈的气魄，感情奔放。诗人丰
富的想象，把我们带进了一个更加宏伟的境界。“日月之行，
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寥寥16个字，就写出了沧
海之大，写出了一幅吞吐日月、含蕴群星的气派。天连水，
水连天，浩浩荡荡无边无际，实在是壮观极了。“星汉”就
是天上的银河。这四句的意思是：太阳和月亮的升起和降落，
好象从海里升起又落到海里去一样。星光灿烂的`银河，斜贯
在天空，它那远远的一端垂向大海，就好象发源于沧海一样。
太阳、月亮和银河可算是自然界最辉煌、最伟大的物象了，
可是诗人觉得它们的运行仍然离不开大海的怀抱，大海就仿
佛是日月星辰的母亲一样。这种博大的境界在古人的诗里是
并不多见的。

“日月”四句是写景的高潮，诗人用夸张的表现手法，创造
了一个极其开阔的境界：诗人以饱满的激情，勾画出大海变
化万千的特点和波澜壮阔的气势。这不正是诗人那开阔胸襟
的体现。

观沧海的教学反思篇五

上完《观沧海》这一课后，我觉得自己收获颇多，在反复的
修改调整中，我就自己教学中的不足总结出如下规律：

这节课我的教学目标为了解“意象”和“意境”这两个概念,
同时学会鉴赏古诗词的方法，一开始我是从抽象到形象来讲
授这一知识点的，结果学生丈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只知



道记笔记，后来在大家的建议下我改动原有方式，授课的效
果就大大提高。

在上完课后，我感觉这次课最不尽任意的地方就是有点头重
脚轻，前松后紧，前半部分花的时间太多，结果到最后该解
决的问题没完成，只能放到课后完成。

充分的准备是上好一节课的前提，《观沧海》这首古诗，从
传统的观点看，认为都是抒发作者的雄心壮志，但是我在备
课时，在翻阅背景材料时，感觉这种说法有点偏颇，不过我
想可能学生不会提到，也没仔细考究，结果在上课时思维活
跃的同学却想到了，此时我凭借自己已有的历史知识给了这
位学生适当的合理的引导。

说的激发学生积极性，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但在实
际中怎么做，做得如何等等，就又另当别论了。此次开完课
后我对这一问题起先也没考虑，直到有一天一位同学气乎乎
的跑到我办公室，跟我说那次上课打击了他回答问题的积极
性，当时我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原来那天他准备好了问题
我没问他，由此事情我得出这样的结论，上课的时候我的眼
光应该跟同学进行不时的交流，与学生进行互动，从而及时
的收集反馈学生的信息，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积极性。

每一节课都有固定的教学目标，而且这一目标要有可检测性，
此次开课中我也设置了一些小练习，但是在上完课后，我才
发现我的练习与目标有点距离，练习稍稍高于目标，练习中
涉及的内容过宽过多，结果却使的目标有点淡化，在教学中
出现了第二个难度高峰。

此外，整个教学过程还应该讲究结构的完整，重点的突出，
难点的强调，内容的连贯。只有这样才能将一节课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