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古诗春晓教学反思 春晓教学反
思(优质7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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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诗春晓教学反思篇一

课型：唱歌课

教具：多媒体课件，电子琴等

教学目标：

1、学生通过歌曲《春晓》的学习，感受音乐与古诗的完美结
合，对以我国古典诗词为题材的现代音乐作品有进一步学习
的愿望。

2、通过用不同的速度来演唱歌曲《春晓》，体会不同的速度
对音乐情绪和音乐形象所产生的作用。

3、学生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用自己喜欢的形式创作表现
《春晓》。

教学重点、难点：

1、八分休止符的运用

2、附点节奏的演唱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师生问好

二、导入

师：同学们听过《春天在哪里》这首歌吗?让我们随着音乐跳
起来吧。

1、歌表演《春天在哪里》。

——让学生自由演唱。

3、刚才大家演唱了赞美春天的歌曲，还有哪些同学能够吟诵
赞美春天的古诗呢?

三、古诗文化

1、刚才有位同学吟诵了《春晓》这首诗，你们看，唐朝诗人
孟浩然多了不起，仅仅用了20个字就描绘了春天的美景，下
面就让我们共同来感受这美妙的诗句吧!

——师生共同诵读古诗。

2、提问：读了这首诗，你感受到了春天的哪些美景呢?

3、师：大家说的太好了，面对这么美丽的春光，我们的诗人
孟浩然不禁吟到：“春眠不觉晓，……”

——师配乐朗诵。

四、学唱歌曲

师：同学们知道吗，这首诗还能唱一唱，这种唱法叫古诗新
唱，想听听吗?



1、欣赏童声合唱《春晓》，感受歌曲情绪。

2、出示歌单，老师做示范演唱。

3、老师逐句教唱。

4、老师唱词，学生唱la音。

5、轻声演唱歌词。

6、解决难点：

1)歌曲的四个休止符处加上四个动作：听、听、看、摇头。

2)最后一句附点节奏

7、再次轻声、有感情地演唱。

8、女生领唱，男声伴唱。

9、男生领唱，女生伴唱。

10、分组用自己喜欢的形式创作表现《春晓》。

11、教师指挥完整演唱一遍。

五、歌曲处理

1、师分别用慢速、中速和快速演唱歌曲，请学生仔细聆听后
说一说三遍演唱的速度和情绪有什么不同。

2、排练合唱《春晓》，用慢速和中速演唱歌曲。

3、表演节目——大合唱《春晓》。



六、小结

感谢二(x)班全体同学，你们的歌声又一次让我们感受到了春
天的美好。最后，让我们在美妙的歌声中结束这节音乐课吧!

教学反思：

本堂课以学生为主体，面向全体学生，注重人人参与。教学
中紧紧围绕“春”为主题，从学生的兴趣为出发点，通过说
春天，唱春天的'来引导学生探索和体验春天。上完课，我就
有很多的感触。

最大的感触是——不能低估了学生的能力。孩子都是聪明的，
孩子的潜力是无穷的。同时，为了激发学生的想象力，鼓励
学生勇敢、踊跃的表现自己，我也努力来创造一个民主的课
堂。

因为只有课堂上真正做到民主了，学生才会感觉到心理的安
全，才会愿意由衷地和你配合。当然，这对于教师的要求也
就更高。不仅课堂中每个环节的设计要周密考虑，教学时还
要善于调控好整个教学局面。

古诗春晓教学反思篇二

关于《春晓》这首诗的教学，课后，教研组组织了课后研讨。
现将参加研讨的老师们的反馈归纳成以下几点：

1、准备比较充分，设计完整，教学程序环环相扣；

2、注重对学生进行学法指导，特别是识字方法的指导，处理
的比较好；

4、诗歌的`朗读，教师进行了指导，也想让学生能多读，但
没有很好的引导，效果不好；



5、生字的书写没有指导好，只进行了板演，没有书空，学生
掌握的效果一般；

6、要注意保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评价时要适时进行表扬激
励。

古诗春晓教学反思篇三

《春晓》给我们展现的是一幅雨后清晨的春景图，表达了作
者喜春、惜春的`美好情感。

《村居》则是另一番景象，另一种情调。大好春光配上风华
少年，已经悠远。

《村居》时我这样设计：看课件播放动画，听朗读。说一
说“你看到了一幅怎样的情景”。在教授“处处闻啼鸟”一
句时，播放清脆的鸟叫声，说说“鸟叫声从哪里传过来
的？”，让学生理解“处处”的意思。在有了朗读基调后，
我让学生反复诵读古诗。正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现”，
古诗最讲究诵读，也许此时的他们还不能完全理解古诗的全
部意思，但反复的诵读仍然会在他们的心里留下一颗情感的
种子，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又是一番味道。

古诗春晓教学反思篇四

只有当学生体会到诗人的情感，才能做到有感情地朗读、背
诵。于是我问学生：当春天来了，你发现周围有什么变化吗?
你自己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这时学生的话可多了，争先恐
后地把自己的发现，自己的感受说了出来，于是我相机地引
出诗句“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让学生想象春风来时，
春雨来时大自然中是怎样的一番景象，于是教室里热闹极了，
有的比动作，有的拿画笔画了起来……在学生尽情地抒发自
己的情感后，我及时地引导他们说说诗人在看到雨后清晨的
美景时的心情，引导学生体会诗人对春天的喜爱。通过对学



生的一番引导，当我们再次朗读起诗时，我感觉到了学生把
诗人、把自己对春天的喜爱读了出来，这时我想他们不再仅
仅是会读会背诗句了，更体会到了春天的美丽景色。

古诗春晓教学反思篇五

《春晓》是一首清丽的小诗，表现了诗人对美好春天的热爱
之情和对春花被风吹落、被雨打落的惋惜之情，实质上它体
现的是中华民族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学生在学习此诗之前已
经能把古诗背诵下来。课堂上要做的应该就是让学生去品味
诗意，去感受诗情，激发学生对我们古典诗文的热爱和对春
天的喜爱之情。为达到这个目标，我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做
了重点突破：

首先，应让学生在“问”中发现古诗奥妙无穷。低年级学生
正处在学知识长见识的`黄金阶段，遇到不懂的事总喜欢打破
沙锅问到底。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充满着无穷无尽的幻想和各
式各样、稀奇古怪的问题和想法。我觉得要保护学生的好奇
心，善于“利用”这些宝贵的资源，激发他们的求知欲，培
养学生的想象力。只要能充分挖掘出这些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宝藏，他们就会像鸟儿一样展开翅膀，在想象的天空中
无拘无束地翱翔。古诗短短的几行字，里面却蕴涵着丰富的
文化知识和诗人所传递的情感和意境，学生一定会有许多好
奇！

古诗春晓教学反思篇六

这一课的内容是两首描写春天的古诗，《春雨》表达的是对
春天的喜爱，而《春晓》则侧重对春天易逝的惋惜之情。在
备课的时候，我感受到无论是生字还是重点词的意思，第一
首诗都比第二首难度大一些。因此将两首诗分两个课时分开
教学，并相机完成《补充习题》中的相关题目，及时反馈。

《春雨》这首诗，学生在《古诗70首》里早就背过，重点是



理解意思，我围绕“好雨”一词让学生探索：哪里体现出
是“好雨”?学生首先找到的是“润物细无声”，说明对第一
句还不太理解。我通过一组反映春旱的图片让学生去感受春
雨及时的重要性，对第一句的理解就水到渠成了。最后让学
生再读原题《春夜喜雨》，感受此处“喜”的意思，学生说
出了代表高兴、喜爱。

上《春晓》的时候，正好顾校长来听推门课，在得到肯定的
同时，也给我提出了不少问题，值得我在今后的教学中努力
改进。整个课堂教学节奏比较紧凑，关注了重点词的理解，
并让学生整体把握了全诗，与前一课的《春雨》从写作角度
及情感体验方法进行了对比，体会了差异。还进行了拓展，
但还需要关注学生的发言，用评价去引导学生逐步形成良好
的学习方法，而不能只关注老师要把哪些知识教给学生。要
帮助学生归纳学习方法，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只有关注了
学生的发展，以后到了中高年段学生才会有更大的潜能。

古诗两首教学反思(《春雨》、《春晓》)

这一课的两首古诗都是作者抒发对春天的喜爱之情。一篇是
唐代大诗人杜甫的《春雨》，另一首古诗是唐朝大诗人孟浩
然的名作《春晓》。古诗词节奏鲜明，音律和谐，对于小学
生来说，琅琅上口。比较容易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但同时
存在着理解和感悟的难题。虽然有的同学早就能够背诵下来，
但他们理解诗意吗?这对大多数学生来说是不大可能的。怎么
在这堂课能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呢?从学习《春晓》这首诗来
说一说我的体会：

在板书课题后，我让学生读读《春晓》这二个字，然后请他
们说说：你想提醒大家读好哪个字?学生就说出了“春”要读
翘舌音，不能念成平舌音。于是我又让学生说说能用什么办
法很快记住“晓”，学生马上联系到我们班同学的名字来记住
“晓”。我又问：哪个字告诉我们这首诗描写的季节?学生很
快就明白诗名所包含的意思。这时我又抛出了一个问题：那



诗人到底想告诉我们有关春天的什么呢?学生的意识到了新的
学习梯度，马上进入了阅读。

只有当学生体会到诗人的情感，才能做到有感情地朗读、背
诵。于是我问学生：当春天来了，你发现周围有什么变化吗?
你自己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这时学生的话可多了，争先恐
后地把自己的发现，自己的感受说了出来，于是我相机地引
出诗句“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让学生想象春风来时，
春雨来时大自然中是怎样的一番景象，于是教室里热闹极了，
有的比动作，有的拿画笔画了起来。在学生尽情地抒发自己
的情感后，我及时地引导他们说说诗人在看到雨后清晨的美
景时的心情，引导学生体会诗人对春天的喜爱。通过对学生
的一番引导，当我们再次朗读起诗时，我感觉到了学生把诗
人、把自己对春天的喜爱读了出来，这时我想他们不再仅仅
是会读会背诗句了，更体会到了春天的美丽景色。这也正是
我所期望的。

古诗春晓教学反思篇七

《春晓》教学反思 这一课的两首古诗都是抒发了作者对春天
的喜爱之情。古诗《春晓》是唐朝大诗人孟浩然的名作。古
诗词节奏鲜明，音律和谐，对于小学生来说，琅琅上口。比
较容易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但同时存在着理解和感悟的难
题。虽然有的同学早就能够背诵下来，但他们理解诗意吗？
这对大多数学生来说是不大可能的。怎么在这堂课能激起学
生学习的兴趣呢？从学习《春晓》这首诗来说一说我的体会：

一、让学生自主地识字。

清晨的美景时的心情，引导学生体会诗人对春天的喜爱。通
过引导，当我们再次朗读起诗时，我感觉到了学生把诗人、
把自己对春天的喜爱读了出来，这时我想他们不再仅仅是会
读会背诗句了，更体会到了春天的美丽景色。这也正是我所



期望的。

《春晓》教学反思

古诗《春晓》教学反思

春晓教学设计

春晓教学课件

春晓的教学课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