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悯农二首教学反思(通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
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悯农二首教学反思篇一

《悯农》是唐代诗人李绅写的一首脍炙人口的感叹诗。这首
诗写出了烈日下农民辛苦劳动的情景，能够让学生体会劳动
的辛苦和粮食的来之不易，从而认识到应珍惜劳动成果。

现在的`音乐教学一节可下来所学的歌曲学生跟音乐或跟琴她
们能唱得到，可是一离开了音乐让他们清唱没几个能唱下来，
音乐课学生连歌也不会唱这还叫音乐课吗？根据这一情况我
在这次教学活动中离开了以前的情景游戏音乐活动，采用了
直接导入、歌词对比朗诵；通过打节拍、模唱等各种形式熟
悉音乐，再采取游戏竞赛法演唱歌曲加大了对歌曲的演唱训
练取得了一些收获，但在歌曲细节处理上如：有些同学在21
一字多音上唱的不准，我没有及时把她们纠正过来。

现在我疑惑的是：通过这一系列训练学生歌曲会唱了，可对
于后面的音乐活动却没有时间去处理，只能在演唱歌曲的时
候让学生想像一下并模仿动作，最多也只是边唱边律动。

悯农二首教学反思篇二

教学反思：

本课教学的古诗是唐代诗人李绅所作。表现了诗人对当时农
民的深切同情也对当时黑暗社会进行了抨击。这首诗浅显易
懂，感情真挚，深受儿童的喜爱。



在学习这首古诗前，我让学生跟着伴奏唱李绅的《锄禾》，
旨在使学生们通过这首古诗理解劳动的艰辛和劳动果实来之
不易，从而导入李绅的另一首悯农诗。教学中，给学生一个
交流的平台，在自学的基础上进行汇报交流，让学生自由品
读感悟、自由练读，并且让读得不够的学生再读，这样做既
重视了群体活动，同时也注意到了学生的差异，培养了学生
的理解能力，学生也就能很快读懂诗意。我觉得光理解了诗
意，不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孩子们也很难理解为什么“四
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于是，我给孩子们介绍了当时社
会的现状，让他们体会到尽管农民们一年忙到头，但是换来
的.还是悲惨的命运。接着，我问孩子们听了之后有什么感受？
孩子们都说农民伯伯太辛苦，太可怜了，再次对农民的同情。

但是在本堂课中由于前面放得太松，给学生自读自悟时间多，
造成后面内容上得太赶，读都是在走过场，所以最大的不足
之处在于重诗意，轻诗镜。从作品的存在升华到精神的境界
是教学的难点。这里我没有大胆设计想象环节让学生入情入
境地读如：“透过同学们的朗读老师仿佛看到了：一个骨瘦
如柴的小女孩，双手拽着妈妈的衣角哭泣着说：“妈妈，我
饿，我饿。”老师仿佛看到了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正拄着拐
杖沿街乞讨……”同学们，你仿佛看到了什么？这样会发挥
学生的想象力，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教学张力。从情的感染说，
使学生感受农民生活的极度悲惨。之后再来问孩子们“看到
如此令人心酸的一幕幕，你有什么疑问吗？”来唤起学生的
质疑，“为什么没有人来帮助他们，没人来管他们？学生在
这种迁移、拓展、延伸的过程中，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才能
得到了一定的培养。也更加深入的感受到诗人把对统治者不
关心百姓的不满和愤恨浓缩成了——悯农；把自己的满腔愁
苦和无能为力都化成了——悯农；把对农民的同情和可怜都
融进了——悯农。这样一来就会很巧妙地提升了诗的内涵和
表达情感，从而突破教学难点。



悯农二首教学反思篇三

本此公开课的我选择的是《悯农》一首古诗。根据大班孩子
的年龄特征，已经可以适当的进行了，为了避免古诗的枯燥。
所以，首先，我以图片的形式先引出这首古诗，再逐一给孩
子们解释它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在加入自制乐器，让孩子
们根据古诗的节奏来演奏乐器，最后伴随着《悯农》的音乐，
老师和小朋友一起模仿农民伯伯在地里干活的情景。整节课
上下来，孩子们倒是很活跃，也很有兴趣，但是我却清楚的
知道自己的问题出现在了哪里。

2、目标的侧重点不明确：古诗具体内容没有讲解清楚，有些
诗句解释的不到位。而且还遗漏的一个环节，都没有和幼儿
说明是要干什么，突然就放音乐，弄得孩子们都反应了好一
会儿呢。

这一次的公开活动对我的意义很大，使我受益颇多。经历就
是经验，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我相信只要我不断的努力,
不断的吸取各方面的经验,就能收获成功,收获喜悦!

悯农二首教学反思篇四

《悯农》是唐代诗人李绅写的一首脍炙人口的感叹诗。这首
诗写出了烈日下农民辛苦劳动的情景，在现代也赋予了新的
意义，一切收获都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我们每个人
都要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特别是现在提倡节约型社会，珍
惜劳动成果、节约社会资源更是每个人的责任。这首诗对于
一年级学生来说早熟记于心，甚至达到倒背如流。对于这样
的古诗又如何进行教学呢？我想尝试新的教学模式，以达到
吸引学生的目的。以下就是我的几点创新：

语文课程是一门语言学科。语文教学我认为应从孩子们熟悉
的语言故事入手，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所以我在教学开篇就
引入了孩子们熟悉的动画人物“卖火柴的.小女孩”，孩子们



眼前一亮，我随即导入了和食物有关的课题《悯农》。然后
以这一线索激励学生为小女孩努力挣得食物，完成了“朗读
课文”“认读词语”“认识生字”等教学环节，学习效果较
好。

在朗读课文环节，我变换多种朗读方式，如“自读”、“同
桌两人共用一本书读课文”、“指名读”、“黄金搭档读”
等。

在认读词语环节，我加入了“小老师”进行指导，学生积极
性很高，小老师也得到了一次提升锻炼的机会。

在认识生字环节，我重点渗透了“游戏识字”，如：“快速
反应站立读”“摆长龙”“找朋友、找影子”“碰碰
车”“打扑克牌”“收麦子”等，又用“开火车”的方式进
行了学习效果检测。学生们非常喜欢这种教学模式，真正体
现了新课改下的“在玩中学，在学中乐”。

在理解古诗含义时，有一定难度，我给学生播放了“小猪吃
米饭”的视频，让后发问“你喜欢小猪吗？”，通过学生的
回答，我适时地讲解了古诗的含义，学生理解的很清楚。然
后播放了《洪都拉斯饥饿儿童》的视频，学生看后吃惊的表
情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及时引导学生说说自己此时的想法，
学生说了很多令我感动的话，也深刻的认识到了“珍惜粮
食”的重要性，深化了本课主题。在评选出“表演小明星”
后，我以视频“绚烂烟花”加以表扬，在欢快声中结束了本
课教学，学生感觉意犹未尽。

我请学生欣赏图片，并根据图片内容在小组内挑选人员，上
讲台进行表演，表演时老师负责摄像，学生积极性很高，都
把自己最好的状态表现出来，都想成为今天的“小明星”。
我适时引导“要想成为小明星，平时应该怎么做呢？”学生
都能说出“要爱惜粮食”，我以总结的方式再次给孩子们强调
“爱惜粮食，杜绝浪费！”。在此环节学生不仅需要自己组



织语言，同时还要设计动作，这一过程更好的让学生认识到
现在提倡节约型社会，珍惜劳动成果、节约社会资源更是每
个人的责任。

1、在欣赏图片表演环节，由于前面环节进行的不紧凑，时间
不够用了，我只好以老师指导的方式，引导学生说一说图片
内容，告诉大家“这样做对吗？”“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未能进行完整表演，这是本节课的一大遗憾。

2、本节课开始时，我已告诉大家要评选出今天的“小明星”，
可是未能进行完整表演，评选环节我只是以口头表达的方式
表扬，没有在“绚烂烟花”的音乐声中进行颁奖活动，这又
是一处遗憾。

也许，每次上完课多多少少都会有些遗憾，没有遗憾就没有
下一次的亮点，更不会在反思中一次次成长、进步，期待自
己今后在课堂上的精彩表现！

悯农二首教学反思篇五

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古诗，两三岁的小孩都会背诵，因此，
读背并不难，关键是要从中体会到粮食的来之不易，懂得从
小要爱惜粮食。为此，我在设计时围绕一个“辛苦”，从帮
老师解决难题引出“辛苦”，看图了解“辛苦”，到读诗句
感受“辛苦”，从而把学生并不容易体会到的“辛苦”突破
了。

1、开头设计贴近学生生活的实际，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并乐
于去解决。

2、现了学生为主体的学习方式，生字的学习，诗句的感悟，
全是学生自主观察，学习。

3、通过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快乐学习。



4、如果能从生活中找到相关的'照片，录象资料，或让学生
联系自己在生活中看到的，将更能从心灵上让学生受到教育。

5、朗读的指导还要更细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