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清平乐村居教学反思(实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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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平乐村居教学反思篇一

把握古诗的韵律美，让学生自主诵读，发挥其主动性。在教
学中我们应注重学生的个性特征采取不同的诵读方式，或听
读、或范读、或领读、或齐读。初步朗读，读准诗的节奏，
要求在语言层面上读通全诗，做到停顿正确。如:在初读古诗
时，让学生自读三遍，要求读准字音，句子读通。在此基础
上读出诗的节奏和停顿，同时穿插七言绝句的相关知识及朗
读技巧，然后范读，指名读，师生互读等等。正确停顿、富
有节奏的朗读可使学生较快地进入赏析古诗的角色。当然，
无论采用什么样的诵读方式，我们应在这一过程中进行科学
的诵读指导。

引导学生把握声调节奏，真正体现诗句朗读中的韵律美，读
准诗句的节奏，有利于理解古诗的含义，读出语气和语势，
则有利于体会古诗的感情，表现出诗的抑扬顿挫。通过多层
次、多形式的诵读，学生必然会被古诗的`韵律美、节奏美深
深感染，从而加深对诗文的感知。这样不仅激发了学生探究
古诗的欲望，而且为学生理解、体味古诗的意境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清平乐村居教学反思篇二

（一）、教材简析

《清平乐村居》是苏教版小学语文第九册第七单元的课文，



也是本册的最后一课文。它通过对农村清新秀丽、朴素恬静
的环境描写以及对翁媪及其三个儿子形象的刻画，抒发了词
人喜爱农村恬淡平静生活的思想感情。

（二）、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3个生字，正确认读“翁媪”、“卧剥”、“莲
蓬”等三个词语。

2、能根据课本插图和联系上下文理解“翁媪”、“无
赖”、“相媚好”的意思。借助课本插图，把握词的大体意
思。

3、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4、想象词描写的田园风光的情境，感受乡村生活的静谧美好。
体会词人的感情。

（三）、教学重点

1、有感情诵读诗文，读出诗的韵味。

2、词画结合，通过想象等策略，体会词境，感受乡村生活的
安宁美好。

（四）、教学难点

理解“相媚好”、“无赖”、“卧剥”等词语的意思，能想
象词所描绘的情景。

（五）、教学时间一课时

1、诵读古诗词，让学生从中体会古诗词的语言美、韵律美、
意境美。



2、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人。

3、实施多元评价，学生是评价的对象也是评价的主体。

（一）、了解词人

板书：辛弃疾。了解辛弃疾吗？（小结学生回答并适度补充：
辛弃疾不仅是位著名的词人，他还是位勇敢的将军。在辛弃
疾生活的年代，金兵占领了国家的北方，辛弃疾参加了抵抗
金兵的军队。但后来，他被投降派陷害，下放到南方的上饶
农村，在这期间，他写了好几首描写农村风光的词，今天我
们要学习的这课文就是写在那个时候。）

（设计理念：课堂是向两头开放的，学生带着问题或者带着
信息走进课堂，这既可以检测学生的预习，又可以为全词的
教学提供必要的背景介绍。）

（二）、导入课题

1、板书课题，学生书空。

2、简介词的标题，并指名学生朗读课文标题。（归纳朗读好
词的标题要点：词牌和题目之间有适当的停顿；语速不要太
快。）

3、看到“村居”这个题目，你会想到什么？（学生交流自己
印象或想象中的村居。）

4、过渡：那么辛弃疾笔下的村居是什么样的呢？请同学们自
由读诗，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三）、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1、学生自由读全词。（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交流几个难读的词语的读音。读准词语读音后将词语带进
句子读。翁媪重在读好后鼻音；卧剥重点读好多音字；莲蓬
重在了解为押韵的需要而改变声调。）

3、指名学生读全词。

（设计理念：把词的每个字的字音读正确，是诗词诵读的前
提条件。字音教学要有所侧重，懂得因“字”施教。字音教
学不是孤立的，要体现字不离词，词不离句的原则。）

（四）、读好词的节奏

1、句子“醉里吴音相媚好”划分正确和错误的两种节奏，让
学生在比较中初步了解诗词节奏划分的一把规律。

2、出示划分好节奏的词，教师范读，引导学生评价老师的朗
读。（重点指向节奏的把握。）

3、师生合作读。老师读标题，男生读一句，女生接读一句。

4、学生个别展示读。

（设计理念：课堂教学的目标之一是知识与技能，让学生在
比较中鉴别从而初步掌握诗词节奏划分的技能。这一教学过
程是在老师引导下学生自主学习的结果。）

（五）、读出感悟，体验词境

1、默读全词，圈画出能看出翁媪感情的字词。在学生交流的
基础上小结词眼“醉”。

2、齐读带“醉”所在的词句，引导学生理解翁媪的意思。

3、提出主问题：翁媪为什么会陶醉呢？



4、学生读、思、交流。

（1）、大儿子在小溪的东边除豆苗里的草，体会大儿子的勤
劳。

（2）、二儿子在编织鸡笼，体会二儿子的能干。

（3）、引导学生看插图，想象小儿子剥莲蓬的样子，体会小
儿子的可爱与顽皮。联系语境了解词语“无赖”的感***彩。

（4）、分角色扮演，翁媪对话，体会翁媪内心的快乐与幸福。

小结：读出了一个怎样的五口之家。（板书：一醉人和睦。）

（设计理念：诗词教学其实就是“还原“，将抽象的文字还
原为生动的形象，引导学生把文字还原为”画“，或者
是“话”（人物的对话）。还原的过程就是大体理解诗意的
过程，就是形象思维训练的过程。）

（5）、品读因风景优美而陶醉。引导学生将写景的文字还原
为画面，感悟村居的风景宁静而优美。在感悟的基础上指导
读出风景的美。（板书：二醉风景美。）

（6）、给村居图取名字。

（7）、思考：作者作为一个曾经上马杀敌的将领，为什么不
去描写抗金的将士，而要去描写这样一个静谧美好的村居生
活呢？（引导学生理解作者感情，向往宁静恬淡的村居生活。
）

（设计理念：诗歌重形象，没有形象就没有审美。诗歌重情
感，没有情感，就没有艺术。沟通想象和情感的是想象，想
象把把形象还原为画面，从而“入境”，入境才能体会诗歌
蕴含的感情，所谓入境入情。）



（六）、吟诵、背诵

2、回忆电视中吟诵的镜头，师生小结吟诵的特点：有节奏，
有韵味，摇头晃脑。

3、学生吟诵展示并进行吟诵接力。

4、学生自由背诵。

5、古人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指名让学生看着插图，将插
图还原为词。（背诵）

6、全班一起背诵。

（设计理念：由于古诗词的语言非常讲究声音快慢缓急、抑
扬顿挫，吟诵就是根据作品音节安排的特点来读，这种形式
能充分显示出作品原有的音乐性特点。）

（七）、小结全文，拓展迁移

1、小结：今天我们一起认识了一个和谐幸福的五口之间，一
道欣赏了一幅静谧美好的村居图。

2、宋词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中一颗闪亮的明珠，辛弃疾的词
更是宋词中的精品，下课后我们要从网上找辛弃疾的词来读。

推荐词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3、作业设计：（可以根据自己的教学选择）

（1）、改写《清平乐村居》，要求把词中所描绘的画面写具
体，写出词的意境美，题目自拟。



（2）、欣赏辛弃疾的其他词作，欣赏作者词的魅力，走进作
者内心，体悟作者的思想感情。

（设计理念：延伸诗人其他作品，这样做的目的一可增加学
生对不同语言风格的感受力；二可加深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
解和对该作者写作风格的把握。一堂课上好后，学生带着许
多新的问题或者新的任务离开课堂，课堂教学结尾变成了问
号式，省略号式，这不仅仅是任务的延伸，更是情感的延续，
也是学习的延续。）

清平乐村居教学反思篇三

课前，从学生熟悉的古诗入手，让学生充分感受古诗的韵律
和节奏，为学生接触“词”创造了氛围，也为初读“词”提
供借鉴的经验。在和古诗的比较发现中认识“词”之后，要
求学生初读课文，并提出要求：自由大声朗读课文，读准字
音、读通句子，尝试按照以往诵读古诗的经验读出词的节奏
和韵律。在学生凭着自己的经验和“感觉”朗读之后，教师
请同学交流朗读，引导学生立足于文本整体，抓住关键词句
正音析义，让学生沉入言语，一遍一遍地与言语“亲密接
触”。学生不断改进和完善朗读，不仅读正确、流利，还读
出了节奏、停顿和音律。

人们常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其实词也是一
样，“词中有画，画中有词。”这首词短短的46个字，却展
现了一幅一家老小其乐融融的乡村生活图画。教学中，帮助
学生把文字转换成图画，使文字有声、有色、有形，从而初
步而整体地把握词的主要内容。“读到‘村居’，在你想像
中农村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学生经验中的农村生活情景
一下子被激活，通过交流，很快的，孩子们纷纷走近了乡村
绿野，走近了农家小院，走近了牧童短笛……“辛弃疾笔下的
‘村居’又向我们描绘了怎样的情景呢？咱们反复读课文边
读边想象，你仿佛‘看’到了什么？”学生的阅读期待被激
发，在一遍一遍的诵读中，“村居”的图画由模糊到清晰，



由单一到丰富，由无声到有声，由静止到灵动，不断地呈现、
更迭、立体。学生显得有些按捺不住，情不自禁地纷纷表达
在朗读“游历”中的“耳闻目睹” ：“我仿佛看到了一条清
澈的小溪，潺潺地环绕着小村庄，小溪的两边，长满了青青
的草，荷叶挨挨挤挤的，像一个个大圆盘。” “我仿佛看到
了满头白发的老奶奶和老爷爷正在说着悄悄话，他们是那样
亲热，那样恩爱。” “我仿佛看到了大儿子在小溪边的田间
除草种豆，大儿子满脸汗水也顾不得擦一擦。”……读出画
面的过程就是学生初步理解的过程，这一过程学生不仅理解
了这首词的基本意思，而且将辛弃疾笔下恬静、祥和的农村
生活画卷勾勒出来。

这首婉约风格的《清平乐 村居》，是词人辛弃疾被贬居江西
上饶农村时写下的，抒发了他对农村安宁平静生活的喜爱，
表达了对和平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那么怎样让五年级的学
生能够体察这份情感呢？教学时，紧紧围绕一个“醉”字，
通过诵读品味，带领学生走进“村居”，融入农家生活，引
导学生充分将词中图画通过体验、想象转化成语言文字，
表“情”达“意”。

“‘醉’的仅仅是我们和‘翁媪’吗？”教师的追问，使学
生恍然大悟：‘醉’的还有辛弃疾！于是教师适时介绍辛弃
疾的生活经历：“辛弃疾是一位伟大的词人，更是一位有谋
略、有才华、有胆识的英雄豪杰！他出生于… …”学生阅读
了这段文字，感慨万分，辛弃疾之所以“沉醉不知归路”，
就是因为他向往这种和平与安宁，他渴望结束战乱，百姓得
以安居乐业！到这里，学生的理解走向深入，对情韵的感悟
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清平乐村居教学反思篇四

《清平乐·村居》辛弃疾现存词有六百多首，是唐宋词作家
中存词最多的一个。他的作品不仅内容丰富，风格也随着内
容的变化而变化。这首小词，便全然不同于他那些激昂慷慨



的作品，呈现出一种清新、宁馨的风格。诗人首先把我们的
目光带到了一座小茅草屋，茅草屋就在长满青草的溪边。听
见茅草屋有人操着柔媚的南方口音带着醉意在互相说话取笑，
是谁呢？原来是一对白发夫妻；再看看茅草屋外，老夫妻的
大儿子在小溪的东面锄豆田里的杂草，二儿子正在编鸡笼子，
调皮可爱的小儿子，趴在溪边剥着莲蓬，那憨稚之态格外让
人喜欢。诗人以简练的笔触勾画出一幅优美的田园景物，描
绘出一家五口各具情态的形象，借此表现人情之美和生活之
趣。

在教学中，我们为了突破教学重点：理解诗词意思，体会诗
词意境，练习感情朗读。教学难点：体会作者用词的生动传
神，感悟诗词中童年生活的快乐、田园生活的温馨，受到美
的熏陶。

1、释课题，知作者。

2、读：读准字音，读通诗句。

3、明诗意。（借助注释，小组学习）。

4、品读体验：诗人表达的思想感情。

5、朗读想象：感悟诗歌意境。

6、将这首词改写成故事。

7、拓展阅读：关于描写儿童生活的诗歌。

8、诗意行走：仿写反映儿童生活的诗歌。

整个教学活动以学生为主体，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同时也培养了学生丰富的想象力，尤其是朗读、想象、感悟、
读写结合，充分体现了语文课堂精神。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



的能力。

清平乐村居教学反思篇五

《清平乐村居》是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写的描写农村生活的
著名词作。作者通过对农村清新秀丽、朴素恬静的环境描写
以及对翁媼及其三个儿子形象的刻画，抒发了作者对乡村田
园生活的热爱和向往之情，在描写手法上，这首小令，没有
一句使用浓墨重彩，只是用纯粹的白描手法，描绘了农村一
个五口之家的环境和生活画面。作者能够将这家老小的不同
面貌和情态描写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具有浓厚的生活气
息，如若不是大手笔是难能达到此等艺术境界的。

在写景方面，此人通过“茅檐”“小溪”“青草”这寥寥几
笔就勾画出一副清新秀丽、朴素恬静的农村景象，而在写人
方面，则通过“醉”写出了“翁媼”生活的惬意与温馨，而
一个“最”字则写出诗人对“小儿”的天真可爱的喜爱和对
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童趣的赞赏。

备课时我就一直在想，我要教给学生什么？是会背吗？是理
解词义吗？明显不对，对于五年级学生来说，这首词的意思
很简单，背诵更不是难事。那我要教的是什么？是意境，是
用现代语言再现词文描绘的意境，这是教学的重难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