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古诗望庐山瀑布教学反思 望庐山瀑
布教学反思(优秀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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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诗望庐山瀑布教学反思篇一

课后，学生不仅达成了预设的目标，还有生成性的目标。再
谈读后感环节，目标要求学生体会大自然的美。学生畅所欲
言。本课充分体现了三维目标的融合。

例：师：学了这首诗，你想说什么？

生1）祖国的景色真美。

生2）大自然真神奇。

生3)我们要好好学习，把祖国秀丽景色的地方开发更美、美
好。

生4）我们应当环保小使者，让大自然美丽的山水永远不被破
坏。

学生不仅体会到了大自然的美，还想到了环保及现在学习的
重要性。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学生个性化的行为，不应以老
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在读中有所感悟、理解。
在理解的基础上促进读，逐步受到情感的熏陶。读和理解相



互交融，相辅相成。

例1）师：望庐山瀑布中的望为什么要读重音？

生：作者是站在远处看瀑布，而不是随意站在一个地方看，
所以望得读重音。

例2）师：飞流是什么意思？

生：水流的速度很快。

师：直下呢？。

生1：水直直流下来，水流很快。

生2：山很陡，水只能直直流下来。

例3）师：那如何读好飞流直下呢？

生1）要读出水流速度很快，应用较快的速度读飞流直下。

生2）要读出瀑布水流快、急得气势。

学生恍然大悟用急速且响亮地声音读道飞流直下三千尺。

注意教给学生学习方法，为学生形成自学习能力打下基础。
俗话说：教师教学应授之于渔而不是授之于鱼。在学习中，
通过老师的引导，学生清楚地知道理解古诗的两个方法：1）
抓住古诗的字、词、句的意思来帮助理解古诗；2）有感情朗
读也是理解古诗的好方法。在指导学生有感情朗读时，强调
注意古诗的停顿处，重音处及声调的快慢、轻重、强弱等。
凭这学生对古诗到位的理解。学生抓住瀑布急、高的特点，
注意诗中停顿处及重音处。通过有感情地朗读，将瀑布毫无
无阻挡、倾泻而下之势表现得淋漓尽致。学生既掌握理解体
会课文的两种方法，也掌握了朗读的技巧。整节课教师思路



清晰，能引导学生在畅所欲言的氛围中概括出瀑布急、高的
特点，再围绕这两个特点回归古诗，从古诗中找字、词来说
明、理解、体会这两个特点，真正落实到字、词的训练。最
后，紧扣瀑布的急、高的特点有感情地朗读古诗。既扎实地
掌握了字词，有利于培养了学生的语感。

老师请学生以诗为依据，画一画庐山的瀑布，因学生对是诗
已有了一定的理解，能准确的画出在陡峭的山壁上，瀑布倾
泻而下的磅礴气势。老师出示一幅幅学生的作品让学生欣赏，
从画中体会挂前川的.美景，为让学生明白李白是站在远处观
瀑布，才能看到瀑布挂前川的全貌。老师出示了一幅画有李
白站远处的观瀑布图。

师：李白为什么要画那么小？

生1：因为李白站得很远。

生2：因为瀑布很长很高，才显的李白很小。

生3：李白站的远，远看瀑布才能看到瀑布的全貌。

师：从诗中那些字或词你知道李白站在远处呢？（以画悟诗）

生：遥看、望都可看出李白站在远处看瀑布。

师：结合古诗来看，老师认为他画的不完整，还缺少些什么
呢？

生：（学生很快找到答案）缺少太阳紫烟。因为古诗中日照
香炉生紫烟的日指太阳，生紫烟指升起紫色的云烟。

老师在引导学生画画时，紧密结合古诗，做到画是为了更好
理解诗，从诗找到画的落脚点。这样诗画互为证明，使学生
更好理解古诗意思，凭借画来检测学生对古诗理解的程度如



何，这一环节老师引导的到位、有效。

老师范读古诗后，鼓励学生挑战老师，赛读古诗。老师肯定
学生的朗读及敢于挑战的勇气，让学生体会到成功感。

整节课学生参与学习的热情高、参与面也很广。本节课充分
的体现了三维目标的融合。

古诗望庐山瀑布教学反思篇二

知识学习的同化理论认为：一切新知识的学习都是在原有知
识的基础上展开的，牢固地掌握学过的知识，并找到新旧知
识间的联系，将有助于新知识的学习。在教学古诗《望庐山
瀑布》时，我让学生联系曾经学过的诗歌《瀑布》，展开想
象，训练说话，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望庐山瀑布》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作品，诗
人展开想象的翅膀，描绘出一幅气势磅礴的'飞流瀑布图。那
么，怎样让学生在学习中感受那磅礴雄伟的气势呢?在学生欣
赏意境、感受美景时，我设法让学生联系《瀑布》，巧妙地
进行知识的迁移与铺垫。在学生感受“瀑布挂前川”时，让
他们想象真是“千丈青山衬着一道白银”；在学生体会“飞
流直下三千尺”时，让他们想象发出的巨大声响。好像叠叠
的浪涌上岸滩，又像阵阵的风吹过松林”；冲到潭下，溅起
一团团水雾，随风扬起，“如烟，如雾，如尘”。这样，学
生找到了新旧知识间的联系，感受得深，理解得透。有一位
学生在用自己的话。

口述诗意时这祥说：“太阳照在香炉峰上，紫色的烟雾不断
升腾。远远望去，瀑布像是挂在山前的一条河流，真是‘千
丈青山衬着一道白银’。瀑布飞快地直冲下来，足足有三千
尺长啊！发出巨大的声响，‘好像叠叠的涌上岸滩，又像阵
阵的风吹过松林’。冲到潭下，溅起一团团水雾，‘如烟、
如雾、如尘’。诗人想，可能是天上的银河从天的最高处落



下来了。”

古诗望庐山瀑布教学反思篇三

《望庐山瀑布》是二年级语文下册第17课古诗两首中的第一
首古诗，本单元主要是以描写祖国壮丽河山为主题的一组课
文。《望庐山瀑布》意在让学生在熟读的基础上了解瀑布的
壮观景象。诗人李白运用极其夸张的浪漫主义手法，再现了
庐山瀑布的雄伟壮丽，尽情抒发了对大自然的赞美之情。我
在仔细研读了教材之后，将目标设定为：1、学会4个生字。2、
有感情地朗读古诗，背诵古诗，感悟诗人对大自然美景的赞
美之情。3、激发学习古诗的兴趣。积累古诗中的名句。二年
级的学生学习重点仍然在识字、写字上，而在体会作者的思
想感情上则为难点。

当课刚开始的时候，我给学生创设了一个有趣的情景介绍了
李白：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被称为“诗仙”。他很爱旅游，
游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他还有个习惯，就是喜欢把游的地
方用诗歌的形式记录下来。一日，李白背着行囊来到一个地
方，只一会儿工夫，他就决定留在这个地方隐居不走了，是
什么吸引了李白呢?接着就出示诗题《望庐山瀑布》这首诗让
学生进行初读。唐诗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庐山是驰名中外的
胜地。对于这篇音韵和谐、用词精练、意境简言难表的古诗
来说，如果充分放手让学生自读自悟，那么学生在感悟上还
是有一定难度。因此，我先“扶”着学生从关键字词入手理
解，再“放手”让学生整体感悟，以此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从“疑”字入手，着重让学生体会诗人的如痴如醉的情感，
从侧面感受到瀑布的'形态美，并且使他们真正溶进古诗中，
溶进意境中，感受到诗人激越的创作情绪。然后让学生通过
朗读体现自己的情感、感悟，最后发展到激情吟诵，达到熟
读成诵的传统要求，用“诵”这种亘古不变的艺术形式再现
诗人若干年前的“情”。

古诗的最美处，就是它的格律。格律，赋予了古诗颇深的文



化内涵，低年级学生读古诗，我认为教师要舍得花大力气去
教他们诵读，让他们享受古诗的格律美，让他们初步触摸到
古诗的精髓。教学时，我没有要求学生一步到位读到什么程
度，而是在他们的感悟中逐渐提高要求。首先读准、读通。
其次，让学生掌握节奏，抓住重音，在诗画结合理解了诗意
后，我告诉学生你现在就是大诗人李白，站在庐山瀑布的脚
下，遥望瀑布，你会发出怎样的感慨呢?让学生上台站在画面
前放声诵读，已经非常有气势，但我还不满意，为了让学生
更深的感悟到诗的意境，我进行了范读，抓住古诗中的名句
读出了轻重缓急，让学生找到与他们的区别，再练再读，很
多学生远远超过了我的朗读水平，走进了诗中。我认为在本
堂课中，创设诗意的、充满朗读的课堂就是我眼中的善美课
堂!

古诗望庐山瀑布教学反思篇四

在教学时，为了让学生感受到大自然的美，体会到诗人的思
想感情，我利用课件创设情景，播放有关大自然美景的图片，
再配乐解说，营造氛围，让学生置身于大自然中。然后自然
导入到第一首诗《望庐山瀑布》，出示庐山瀑布的画面，我
相机配乐范读，向学生展示庐山瀑布的美丽和壮观，让学生
学习领略《望庐山瀑布》中所描绘的美景和诗人热爱大自然，
欣赏瀑布的气势宏大的激情，并用富有感情色彩的激励语言
感染学生，收到了不错的学习效果，并鼓励学生大胆充分地
展开想象，提高了教学效率。

在教学中，我重点指导理解“飞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银河落
九天”的意境及诗人用词的精妙，鼓励学生动脑想象诗句描
绘的景色，并把它用自己的语言描述出来。遗憾的是，本想
让学生把这幅画面画下来，因为时间的关系而作罢。

古诗望庐山瀑布教学反思篇五

古诗是我国的文化精华。在《古诗两首》的教学中，我始终



以读和图为主，让学生在读中悟，在图中感受。我在讲授
《望庐山瀑布》一诗时，导入部分以投影诗中插图入手，让
学生对庐山瀑布有一个直观印象，并使学生心灵得到震撼。
在出示课题的时候，我利用图层关系，将课题中需要学生学
习的生字“庐”和“瀑”进行重点学习，以此来实现第一个
目标。在“学文“过程中，我主要进行了以下教学：其一，
自主读文；其二，进行朗读指导；其三，进行会认字学习指
导和古诗配画学习；其四，指导背诵。从目标上看，四个目
标都已经达成，而且利用课文插图和课件，很好地解决了重
点和难点的教学。从效果上看，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得到了体
现。图文结合，激发了学生朗读的趣味性和主动性。另外，
利用田字格，让学生将观察到的生字送回家，从而来指导学
生的书写，这既让学生获得了一个实践参与的机会，又充分
体现了交互、参与的新课程理念。同时，这也体现了课堂教
学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设计策略，为师生搭起了一个交互的
平台，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在教授《绝句》伊始，我出示课文插图，引导学生观察，说
说都看到了什么？然后根据图来出示古诗，让同学们在图文
并茂中感受大自然的美，同时以图来辅助理解“千秋
雪”、“含”、“万里船”等词，效果良好。这样的教学也
能很好地实现目标“感受大自然的美”。然后再利用多种朗
读方式帮助学生背诵课文。总之这一节课的目标得到了很好
的达成，而且各知识点也得到了很好的落实。另外，我还利
用现实环境帮同学们理解古诗“窗含西岭千秋雪”。我让同
学们将教室的窗户当作一张白纸，然后看窗外的景色。同学
们一看就知道了“含”的意思。

总之，这一节课更让我明白，低年段不要过分注重课文字词
的理解，而要让学生在反复的、多种形式的朗读中自己去感
悟，去理解，老师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作引导。这一节课也让
我明白了，要利用好现实的教学资源，让学生走出文本，利
用自己的切身感受去领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