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配画中班教案反思(通用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
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
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诗配画中班教案反思篇一

《咏柳》是唐代诗人贺知章在回乡途中，看到柳树后突发感
想所创作的.一首诗。当时正是初春时节，柳树吐出的嫩芽，
呈现出了春的勃勃生机。

授课前，我先让学生画一幅自己眼中的柳树，并写上一两句
赞美柳树的话，好让学生提前从色彩方面感知一下碧玉妆成
般的柳树，也从形态方面感知何为万条绿丝绦。这样一来，
学生对古诗内容较容易理解一些。

导课时，学生展示的作品超出了我的想象，当他们双手举起
自己的作品时，站在讲台上的我禁不住叫了起来：“哇！太
美了，我仿佛置身于柳树林。”然后，依次点了三个孩子单
独展示自己的作品，他们的描述令我惊叹，也令在场的老师
们惊叹。看来，准备工作做得很好。授课时，我采用叙事的
方式来贯穿整首诗，从一千年前的某一天开始，引出地点、
人物，缘何出现了《咏柳》这首诗。

整节课来看，流程进行得很好，从对“咏”的理解，到对柳
树从远到近的认识，以及作者从观察到想象体现出的对春的
无限热爱之情，课堂中呈现得都很好。不足之处是，老师表
现得多，学生发挥得少，没有做到以学生为主，老师为辅。
在以后的教学中，一定要突出学生的主体性。

一次经历，一次收获，磨砺中总结经验，在教育这条大道上，



和学生携手共进。

诗人以“迟日”领起全篇，突出了春天日光和煦、万物欣欣
向荣的特点，并使诗中描写的物象有机的组合为一体，构成
一幅明丽和谐的春色图。前二句的“迟日”、“江
山”、“春风”、“花草”组成一幅粗线勾勒的大场景，并
在句尾以“丽”、“香”突出诗人强烈的感觉；后二句则是
工笔细描的特定画面，既有燕子翩飞的动态描绘，又有鸳鸯
慵睡觉的静态写照。飞燕的繁忙蕴含着春天的勃勃生机，鸳
鸯的闲适则透出温柔的春意，一动一静，相映成趣。而这一
切全沐浴在煦暖的阳光下，和谐而优美，确实给人以春光旖
旎之感。

清人陶虞开称诗人笔法高妙，能“以诗为画”（《说杜》），
此诗可为印证。但这首五言绝句之妙并不止于“以诗为画”，
诗人着意传达的还是他感受到的柔和春意。如果说春日迟迟、
江山秀丽、清风徐徐、花草芬芳以及燕子、鸳鸯，都是诗人
的视觉、触觉（风）、嗅觉所感，那么泥土之“融”、沙砾之
“暖”，便不是五官的直接感觉了。只因为对春天的阳光明
丽、惠风和畅、鸟语花香感受至深，诗人无须触摸就能想象
出泥土的松湿和沙砾的温暖；而泥之融、沙之暖的体会又加
深了对飞燕的轻盈、鸳鸯娇慵的视觉印象，从而使诗人的整
个身心都沉浸于柔美和谐和春意之中。

诗配画中班教案反思篇二

学完本课两首古诗，收获还是有的。本来古诗对我来说，无
论是从分析，理解、体会诗人的伤感情怀，豪情壮志、都不
是我所上手的。但通过学习本课的两首古诗感觉不好差，因
为课前我认真看了些资料，通过我的教学，完全能达到教学
目标。背诵，默写、用自己的话阐述古诗内容。学了《夜书
所见》《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学生有兴趣。为此，我反
思了：



一、借助课文插图，联系生活实际逐步地“引”。课前为吸
引学生的新感觉，新兴趣。自描了《夜书所见》的四幅草图，
每句诗一幅图，在草图的远处贴了诗人图片。引导学生按顺
序观察，接着让学生动笔将图景写下来。（这个环节不错，
大部分学生都进入了写作的状态。）之前为了衔接新课，给
图拟了题目“思念家乡”，同时也作了一定的定式引导。比
如：一位诗人在看什么，由什么触景生情，想到了什么？）
有位女孩儿写到：一轮明月高高挂起，滔滔江水被月光打散
了，高大的梧桐树叶被晚风吹得哗啦啦直响，飘落的梧桐叶
落在诗人的脚下，诗人捡起梧桐叶，眺望着远方的家乡，他
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家院门前，有两个孩子正在捉蛐蛐，那孩
子手上提着灯笼把家门前的篱笆照得通明，诗人望着远方长
长地叹了口气）。（当我读完孩子的习作接着说：“此时此
刻，我不禁想起了南宋诗人叶绍翁的诗。）板书课题《夜书
所见》。

这下孩子们是高兴地去读古诗，还有孩子大声地说，哪句诗
就是自己所写的话，也就是孩子们已经通过看图写话对诗的
内容有所了解了。有了这步基础，学生理解诗意真不难了，
我鼓励学生借助注释，工具书，自读自悟。

二、结合生活实际感悟“阅读与写法”。本课两首诗都是借
景抒情，怎样借景抒情是本人在本课的阅读与写作中的重点
指导环节。本课两首诗又都是借秋天的景物来抒发自己思念
家乡，思念亲人的情感。比如、《夜书所见》中描写萧萧秋
风吹动梧桐叶，送来阵阵寒意，由念家乡之情。《九月九日
忆山东兄弟》中，诗人在重阳节，孤身漂泊于繁华热闹的长
安，倍感孤单，非常相念家乡亲人。情之所至，诗人直抒胸
臆，写出了“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千古名
句。

怎样借景抒情呢？要掌握景物特点，然后想象人置身于这样
的景物之中的感觉，有亲身体验更好。在这环节，我班的留
守孩子较多，我出示话题，提示：1、又是中秋佳节，今夜的



月____________！此时，我不禁想起了远在打工
的___________，他（她）也在想念我吗？那是__________也
是这样的一个夜晚，我和_____________________。

2、今天又是__月__日，是我____岁的生日。天气是这样的
好_________，____________。去年的今天是_______给我过
的生日。我再次拿出______________(玩具、衣物
等)，_______说，我是属_____，所以才给买____________。
可是今天我是________________。（我让孩子们说说填填，
课堂十分活跃生机）。在说的过程中，我点拨了，要把景物
特点与人的优秀品质等联系起来抒发情感。比如、借春天的
美景，可以抒发热爱家乡，赞美家系的情感，也可以抒发对
新生事物的喜爱之情等；借秋天的景色，除了可以抒发思亲
怀乡之情，还可以抒发丰收的喜悦之情，对劳动人民的赞美
之情等；借冬天的景色，可以抒发对纯洁心灵的赞美之情，
抒发对具有顽强意志的人的敬佩之情或对充满生机的春天的
盼望之情等。

怎样理解诗歌所体现的思乡之情？这两首诗都表达了作者的
思乡之情。《秋夜所见》中，作者通过感受了“瑟瑟的秋
风”给人带来的寒意，联想到自己的家乡，触景生情，思乡
之感油然而生。《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重阳节，家乡
兄弟登高插茱萸，唯独少了作者一人，以此可以感知作者此
时的孤独及对家乡亲人的思念。（这环节，我安排了用景物
描写而思念亲人的话题。）如、秋风瑟瑟，落叶飘飘，此时
我不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又如、今夜的月亮格外的圆，格外的明，月光___________
我________________（让学生急训小练习，效果不错的。）

三、诗歌教学适当点拨“巧用字”。这样可以让学生感到学
诗，读诗、写诗的快乐。如，出示“萧萧梧叶送寒声，江山
秋风动客情。”这两句诗中“送”和“动”字用得特别传神，
古人特别讲究炼字。在写作时也应该注意炼字，出示小黑板：



“试着填写“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____”（现、
闹）。

总之，语文教学，无论是诗也好，散文也好，因材施教，适
合自己学生的口味就是创新语文教学。用故事引入课题，相
对来讲，学生有兴趣。学生感到有兴趣的课堂才会充满生机，
充满创意。

诗配画中班教案反思篇三

古诗的教学除了理解诗句的意思之外，难点在于引发想象，
通过诵读进入诗中意境从而领悟诗人的感情。

教学则可以利用两首古诗的异同来展开，从而渐进

一、景色入手，疏通诗句

三年级的学生还是以形象思维为主，他们对直观可感的图片、
影像比较感兴趣。两首古诗的插图恰恰将诗中所描绘的景色
直观地呈现与学生眼前，资源相同，如果巧妙利用再结合查
找字典进行疏通诗句的教学自是事半功倍。

二、由情及景领悟意境

疏通了诗意，和诗人的距离近了，此时可利用两首诗的异，
使诗人的情感通过景色的不同再度升华。

1、我们再来看一看两幅插图，同是秋天的枫树，色彩和形态
一样吗？（前者红叶似火、激情涌动，后者枯枝老树昏鸦）

2、请同学们将两首古诗都来读一读，能不能在诗中找一找原
因。（一爱一愁）

3、心境的不同，同样的景色也有了不同。我们再来读一读



《山行》，作者的喜爱还表现在哪里？你能用朗读表现吗？
（小径通幽、白云飘渺、红叶似火……）

4、我们再来读一读《枫桥夜泊》，找一找诗人淡淡的愁还体
现在哪些景色之中？（寒鸦老树、月落凄清、夜半钟声）也
来通过朗读表现出来。

5、怎样将这一爱一愁读出来，自己试一试；找一位同伴，把
一爱一愁表现给大家。

古诗又是小学语文教材中一类特殊的课文，从语言文字上看，
它用的是古汉语；从表现形式上看，它含蓄、凝炼、节奏强、
跳跃大；从叙写的内容上看，它离我们的时代较久远。因此，
在古诗教学中，教师要在创设自由、和谐、民主、开放的学
习环境基础上，以层次性的朗读、吟诵为重点，引导学生自
主探究、感悟诗境，活化古诗词的形成过程，重新焕发古诗
词的生命活力和人文精神。

1、提供学生足够的感悟空间。

苏霍姆林斯基说：“教室里让学生集中思考、各抒己见，虽
有点乱，但要珍惜这样的时刻。”在实际课堂中，我发现很
多教师在提问后就马上叫学生回答，不给学生时间去思考，
去讨论。如回答不出，教师或是不断重复问题，或是忙着启
发。试想，在这极短的时间内学生的回答能有一定的深度吗？
更何况是对古诗文的体会、感悟。根据“合作互动” 的原则，
教学中改变了单纯的师生交往形式，通过小组合作，生生交
流等环节，为学生提供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空间。这样让
学生取长补短，相互启发，增加课堂的信息量，促使学生全
面深人地感悟，又给学生提供了展示个性的机会和场所。在
《山行》的教学中，正因为让学生通过小组合作，在组内自
读自悟，才使学生思维的火花得以绽放，体会得如此有滋有
味。



2、教给学生多样的感悟方法。

要使学生通过学古诗文，既受到文化熏陶感染，又从情感上、
思想意识上得到美的体验，这就要引导学生运用多种方法去
研究，去感悟。

（1）多层次的诵读。“好诗不厌百回读”。朗读和背诵在古
诗教学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古诗节奏鲜明，音律和谐，
教师必须做好学生的朗读和背诵的`训练指导，给学生以美的
享受，陶冶学生的情操。同时加深学生对诗的理解和记忆，
达到“熟读成诵”之目的。

（2）要求学生质疑。古人云：“学起于思，思源于疑”。现
代心理学也认为，疑是思维的火花，是探究的动力。在古诗
教学中鼓励学生将自己不明白的地方提出来，运用启发讨论
式的教学方法，有利于师生间的交流和沟通，活跃了学生的
思维，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教学中学生对“寒
山”“霜叶” 的理解，他们用自己的话表述自己对诗文意思
的理解，使自己沉醉于深秋的美丽景色之中，虽已百花凋零，
然而“霜叶红于二月花”。

诗配画中班教案反思篇四

在昨天晚上，师傅在忙碌中给我修改了最后一遍教案，非常
感动和开心。今天的教学反思主要关注到教师讲课语言自身
表达的缺陷以及教师评价语的匮乏。

中国古典诗词内涵深刻，意存高远，也包含许多哲理，学一
点古典诗文，有利于陶冶情操，加强修养，丰富思想。但是，
教师语言的不到位就很难去表达出诗词深刻的内涵和哲理。

比如在《登鹳雀楼》中，教学难点很容易去分辨出是写情的
两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诗人王之涣在登上鹳雀
楼的时候，给我们留下了这一千古名句，告诉我们一个道



理——我们要多学习一些知识本领，勇于攀登，才能开阔我
们的眼界。但是，这个道理不能够一味地说教由老师总结，
而是结合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和语文经验，去完成情感价值
观上的提升，那么这个时候教师的引 导语言非常关键！

在这一段处理的时候，我似乎是在分析前两句写景形式和内
容上特点后，创设了一个身临其境的氛围，引出了诗人的感
叹，再解决这句话中的关键词义，加上动作神情，声情并茂
地读一读就结束了这两行诗的教学。

到《望庐山瀑布》就要更糟糕一点，因为这首古诗难度比第
一首大。诗仙李白善于运用的夸张、虚指、联想等手法很难
在教学中落实。我解决的方式是回顾旧知，结合《静夜思》
中出现过的“抬头望明月”来理解“望庐山瀑布”的遥
看，“疑是地上霜”来理解“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好像。在
同课异构中听实习的小伙伴也学习到几点：比如，一
个“挂”字的妙，可以通过手势诵读，理解水流之快之急，
看上去像静止了一样；又比如一个“银河”，我是通过语言
来解释银河和九天的意思，突出山势之高，瀑布似从天降，
但可以借助图片让同学们感受真实的银河呀！流的如此快的
瀑布，诗人发出了感叹，读！哇，这个时候感觉瀑布怎样的？
除了快可以形容出瀑布的特点以外，瀑布还是怎样的？长。
哪个词能体现，三千尺。这样一步步有设计感的教学环节，
同学们就能够更加容易去体会瀑布的磅礴气势啦！

但是，总感觉缺失了古诗的语文味，该怎么去饱满呢？今天
就低年段古诗文学习进行一个记录吧。

低年段有低年段的学情，以生为本，才是教学的立足点和基
本点。如低年级段的学生教师不但要指导学生进行古诗词朗
读，而且还要引导学生进行每一句的释疑。教师要让学生在
不同的教学活动中乐于参与，或者采取情景模拟的教学方式
让学生真正进入诗词意境。在低学年段教师要强化学生的反
复吟诵，并引导学生初步了解、鉴赏、感知诗词音调美，再



通过多媒体课件等辅助形式让学生了解诗词的意象和意境。

我们怕学生的作文语言空洞，那么老师的评价激励语言也是
值得可圈可点的。教师的评价语言不能单一，不能一律地说
好说坏，而是具体的及时的给予相应的评价，怎么好了，怎
么不好了？哦，你把挂字读得有滋有味，仿佛在我们眼前悬
挂着的就是三千尺的瀑布呢！

叶圣陶先生在谈到诗歌教学时，曾经把“阅读感受”作为教
学的重点。他认为：“所谓感受，就是读者的心与诗人的心
起了共鸣，仿佛诗人说的正是读者自己的话，诗人宣泄的正
是读者自己的情感似的。阅读诗歌的受用在此。”其实，不
仅诗歌，其他体式的文本教学无不如此。而教师最主要的工
作，就是充分调动学生的“感受”，这就需要关注学生的阅
读态度、阅读需求、阅读心理。

古诗词教学要注重让学生感受诗词音韵之美，汉语之美，也
许一时说不清美在哪里，总之是积淀下来，有所感觉了。

以今天傍晚散步到月亮升起的校园照片结尾，宛如一弯月
牙……

诗配画中班教案反思篇五

朱熹

胜日寻芳泗水滨，

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

万紫千红总是春。



[注释]

1. 胜日：天气晴朗的好日子。

2. 寻芳：游春，踏青。

3. 泗水：河名，在山东省。

4. 等闲：平常、轻易。“等闲识得”是容易识别的意思。

5. 东风：春风。

[简析]

人们一般都认为这是一首游春诗。从诗中所写的景物来看，
也很像是这样。

首句“胜日寻芳泗水滨”，“胜日”指晴日，点明天
气。“泗水滨”点明地点。“寻芳”，即是寻觅美好的春景，
点明了主题。下面三句都是写“寻芳”所见所得。次句“无
边光景一时新”，写观赏春景中获得的初步印象。用“无
边”形容视线所及的全部风光景物。“一时新”，既写出春
回大地，自然景物焕然一新，也写出了作者郊游时耳目一新
的欣喜感觉。第三句“等闲识得东风面”，句中的“识”字
承首句中的“寻”字。

“等闲识得”是说春天的面容与特征是很容易辨认的。“东
风面”借指春天。第四句“万紫千红总是春”，是说这万紫
千红的景象全是由春光点染而成的，人们从这万紫千红中认
识了春天。这就具体解答了为什么能“等闲识得东风面”。
而此句的“万紫千红”又照应了第二句中的“光景一时新”。
第三、四句是用形象的语言具体写出光景之新，寻芳所得。

从字面上看，这首诗好像是写游春观感，但细究寻芳的地点



是泗水之滨，而此地在宋南渡时早被金人侵占。朱熹未曾北
上，当然不可能在泗水之滨游春吟赏。其实诗中的“泗水”
是暗指孔门，因为春秋时孔子曾在洙、泗之间弦歌讲学，教
授弟子。因此所谓“寻芳”即是指求圣人之道。“万紫千
红”喻孔学的丰富多彩。诗人将圣人之道比作催发生机、点
染万物的春风。这其实是一首寓理趣于形象之中的哲理诗。

朱熹（1130-1200）南宋哲学家。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
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他是宋代理学的集
大成者，也写过一些好诗，善于寓哲理于形象，以《春日》、
观书有感》等较著名。

各位老师可以作为参考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