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雪梅教学反思 古诗教学反思(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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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
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雪梅教学反思篇一

感受一:古诗词的朗读可以丰富多彩。

以往的古诗词教学中，在朗读这个环节，我总喜欢让学生听
录音朗读或是到网上下载一段视频朗诵，觉得这样很方便学
生模仿。王老师在评课时告诉我，这种方式不好，她说诵读
古诗就是一个语言感受过程，语言感受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创
造过程，每个人对诗歌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用一种
朗读代替了不同学生对诗歌丰富多彩的理解。就像有人说
的“欣赏一首诗，便是在创造一首诗。”正如一千个人读
《红楼梦》就会产生一千个林黛玉一样。学生加入自己的情
感经验把文字这原本抽象的符号用每个人独特的朗读表现出
来，这是多么有趣的有意义地再创作啊。

感受二:让学生明明白白学习古诗词。

一直以来对古诗词的教学，侧重的是应试，以为只要学生会
背诵会默写就可以了，殊不知那是死记硬背，因为学生对诗
歌内容不理解，在做理解性默写题时往往会出错。在这次活
动中，上课老师对诗歌内容深度、广度上的挖掘很值得我学
习。比如胡晓光老师的《行路难》一课，让学生说说最欣赏
的一个词，学生深入到诗句中，从“塞、满、闲来”等字词
中品读诗歌，学生对诗歌的理解就具体而微了。再比如王忠
老师上《过零丁洋》一课，在上课伊始，告诉学生文天祥参
加朝廷考试时，南宋皇帝看到文天祥的字是“宋瑞”，龙颜



大悦，以为是天降祥瑞，事实上文天祥一生的理想就是安社
稷、济苍生，这样的开场，既介绍了背景又有助于学生对诗
歌的理解。当学生明了了此时此景，通过具体的字词走进诗
人的内心，感受着诗人此刻的心跳，再背诵诗歌，是明明白
白的也是惬意的。

感受三:古诗词教学时抓住诗眼很重要。

很多古诗，都有诗眼。通过诗眼，我们能领略整首诗的神韵。
那如何指导学生通过抓住字眼来感悟古诗的神韵呢？在教学
本篇课文《过零丁洋》时，我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我从诗中
找了“叹”字，让学生品读：作者“叹”的仅仅是自己个人
的孤苦伶仃吗？在品读中学生感受到作者“叹”的还有兵败
被俘、国势衰微、身世坎坷、孤立无援，叹无以报效国家。
兰宇香老师上《行路难》一文时，抓住一个“难”字，让学
生寻找诗中哪些字词与“难”字有关，以此张本，学生在兴
味盎然的品读中理解了诗歌。正因为抓住了古诗的诗眼，使
得古诗教学增加了探究的内容，师生对文本的解读更有深度，
教学的趣味性变得更浓，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有了很大提高。

以往的古诗词教学经常是指导学生解词释句、朗读背诵的枯
燥的教学模式，本次活动让我对古诗词教学有了一些新的认
识，要让自己的古诗词教学有所突破，当然需要在备课的时
候能够沉下心来，仔细揣摩古诗内容，多查阅相关资料，努
力做到吃透教材。只有这样，才能上出高质量的古诗教学课。

雪梅教学反思篇二

1、认识“古、诗”等13个生字。会写“古、声”等6个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古诗。背诵古诗。

识字写字和朗读背诵。



第一课时

一、谈话激趣、导入

1、小朋友们，学了前面的几篇课文，你觉得春天是怎么样的
呢？

2、古代的人啊，跟小朋友一样也非常喜欢春天！所以他们写
了好多好多的

诗篇来歌颂春天、赞美春天，今天老师就和小朋友一起去学
习两首描写春天的古诗。（板书课题，认读生字“古、诗、
首”。）

1、自由读题。（区分“春”“村”的读音）

2、自读古诗，自学生字。

1)学生借助拼音读古诗。

2)准确认读诗中的生字。

二、试读课文、读出诗韵

1、师范读。（注意读好韵脚“晓、鸟、少”和“天、烟、
鸢”。）

2、学生跟师读。

3、指名读。

4、师生对读。

5、学生齐读。



三、认读、识记生字

1、指名拼读生字。（领读）

（注意读准“诗、首、处”和“村、醉、散”的声母。）

2、齐读生字。

3、引导学生识记生字。

1)自由记生字。

2)共同探讨识记生字的办法。

（比如：“加一加、减一减、换一换、改一改”等。

自-首舍-古读-诗对-树-村睡-眠

闪-问-间-闻屋-居醒-醉亲-童外-处）

四、巩固生字

1、认读生字卡片。

2、读词语巩固生字：

两首古诗一首儿歌冬眠到处见闻

乡村居住烟花童话散步

五、指导写字

1、书写生字“古、声、多”。

2、观察生字的结构及在田字格中的位置，书空生字笔顺，并



逐一指导。

古：横要长而凸。

声：上为“士”，上横长，下横短。

多：上下两部分一样，但位置要注意必须写成“一上一下，
上小下大”。

3、生练习书写。

雪梅教学反思篇三

今天完成了教研课《古诗两首》，松了口气，好似解脱一般，
但静下心来，还是该好好反思一下。

这次的课先不说上得怎样，光说教学设计，是我最成功的一
次。以往的设计往往有不少内容是参照别人的教例，而这次
课，基本可算是自己思索的成果。

本课的设计灵感来自04年在柳州听过的王自文老师的古诗两
首。王老师的教学是把两首写作背景一样的古诗整合在一块
上，因为写作背景一样，所以从不同的景物中产生了同样的
情感，这样的课新颖又高效。再一看这两首诗——《寻隐者
不遇》、《所见》不也有着共同的特点吗？它们同样写发生
于野外的事，诗中都有小孩子，于是我想到了突破口，从孩
子下手，先教完诗的内容再拓展到我们曾经学过的有小孩在
内的古诗。整体的思路就这样很顺利地定下来了。

可是，古诗的教学是本课重点，怎样才能上得有新意呢？我
上网查找资料，发现“抓字眼、明诗意、悟诗情、咏诗句”
的教学方法不错，于是我便把它运用于我的设计中。大方向
定好，我就开始设计整个过程。



我觉得自己的设计有以下优点：1、开课复习古诗。这个复习
有别于干巴巴地读、背，我从图着手，让学生猜猜图上的内
容反应的是哪首古诗，再由图上的古诗联想到另一首相关的
古诗。这个复习考查的面广，达到复习的目的。2、运用“抓
字眼、明诗意、悟诗情、咏诗句”的教学方法。从课题着手，
再到了解诗意的整个过程我都让学生运用抓字眼的方法去研
究，最好的一点在《寻隐者不遇》中我创设了深山云雾图
（即诗人去寻访隐者），并配乐让学生不自觉的跟着我的节
奏吟诵古诗。3、抓住同写孩子的共同点。我先小结本课的古
诗都是写孩子，再让学生回忆曾经学过的写孩子的诗，及找
出诗中对孩子的称呼和孩子的特点。最后告诉学生祖国语言
文字的的丰富，同时也是对写作的指导。

每堂课都是不完美的，尽管经过2次试教，在老师们的指导下
修改了：入课时的拓展古诗由拓展内容到诗人写的其它诗、
在咏诗句时配上云雾图片及音乐、删除把诗转化成现代诗、
曾加推敲的故事等，但对课堂生成的问题、对本课两首古诗
的挖掘等都不到位。听了老师们下午的评课，或许再讲讲贾
岛是如何推敲出《寻隐者不遇》的，会更好。明天听听沈校
的意见，再作近一步的改动。

雪梅教学反思篇四

《古诗两首》是一篇选自人教版实验教材四年级上册，第六
组的人间真情专题中的一篇精读课文。这两首诗都是脍炙人
口、千古传颂的送别诗，表达了诗人与朋友之间的深厚情意。
学习这篇课文旨在于使学生通过诵读、想象感受朋友之间深
厚的友谊，同时培养学生对诗歌的热爱之情。

因两首诗具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设计教学时，我运用整合的
理念，让学生在两首诗的对比学习中，理解提升。通过引导
学生想象和反复诵读，使学生理解古诗的意思，并感受朋友
间的深厚情谊，激起学生对我国古代诗歌的热爱之情。



教学中，我直入课题，通过两首诗题的对比，找出共同点，
初步了解诗的要点，把握诗的大意，并初步感知送别诗题目
的共同特点。然后引导学生有层次的诵读训练，即初读读正
确，再读读出节奏，三读想象画面，四读在对比中体会诗情。

教学的重点放在第三和第四个环节。在我看来，诗意的理解
并不是古诗教学的重点，重点应该放在借助古诗来想象画面，
将无声的文字想象成有声的画面。因此，我创设了各种情景，
在情景中去想象画面，这样即降低了难度，又增加了趣味性，
同时也发展了学生的想象能力。

第四个环节为对比升华，即在对比品读中，体会诗人的感情。
这一环节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同中求异，在相同的文字中品
味不同的意境。第二异中求同，在不同的景色描写中，感受
都有一份情蕴含其中。

整节课的设计过程中，我努力做到以生为本，重视孩子的想
象、诵读和感悟，将古诗教学以一种更为简易的学习方式呈
现给学生，激起他们学习的兴趣和欲望。但整堂课和学校倡
导的对话课堂理念还相距甚远。孩子们的积极性还没有被充
分调动，教师的主导作用还十分明显。可以感觉的到，在课
堂上，始终还是我在主导课堂。无论从提问还是到环环相扣
的步步深入，都是我在前面牵着学生走。课堂气氛比较压抑，
孩子们没有充分表达意见的空间和机会，很多孩子的主动性
没有发挥出来。其次，我的基本功还不扎实。真正上好一堂
课真的要从备好一堂课开始，好课真的不是那么容易上出来
的，应该树立“磨它（教材）千遍也不厌倦”的治学态度！
这节课更使我想到了，我们的教学应该更多地从学生的角度
上去考虑，学生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而不是老师要教什么。
也许这样的教学才是更具实效的。

雪梅教学反思篇五

同中求异，异中求同《古诗两首》教学反思。



时值初夏，学习古诗《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和《晓出
净慈寺送林子方》似乎稍显略早些。不过没关系，学生对夏
日独有的风景已然经历过多年，不会影响学生对古诗内容的
理解与认识。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为宋代杰出诗人苏轼所作，写
的是疾雨急来急去的变幻景色：黑云像打翻的墨水还未来得
及把山遮住，白色的雨点就像珍珠一样乱跳，蹦进船里。忽
然一阵卷地而来的大风把云和雨吹散了，此时从望湖楼上向
下看，湖水就像天空那样广阔，一片汪洋大海。全诗四句话
写云、雨、风、水，生动形象；写山、船、地、楼，句句求
实，堪称写实景的佳品。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为宋代诗人杨万里所作，写的是晴
好天气下西湖中莲荷的壮美。前两句议论，后两句写景，景
在议后，目的是突现景美。到底是六月中的西湖，这时风景
和四季不相同。你看——与天接连的荷叶无边的青绿；与太
阳相映的荷花和往常不一样的艳红。

两首诗相映成趣，相得益彰。诗题内涵丰富：点明时间、地
点、事件和心境。两首诗同写六月的西湖景色，各具特色，
各有风味。文中两幅插图，分别表现了望湖楼急雨的奇特景
色和接天莲叶、映日荷花的奇丽美景。

两诗同中有异，异中有同，非常值得学生品味。教学时，为
了让学生在理解古诗内容的同时能品味出两首诗的异同，我
引导学生先从文中的两幅图入手，在头脑中形成初步的印象。
接着，从诗句的字里行间感受西湖在不同景色下的奇特景象。
同时，尊重学生的独特感受，让学生透过精美的多媒体画面，
看到动态，看到色彩，看到变化，入境入情。最后，抓住两
首诗各自描绘的景象的特点，再次诵读、理解诗歌，让学生
在情境中受到美和情感的熏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