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过零丁洋教学反思课后反思 过零
丁洋教学反思(通用8篇)

总结范文是一种重要的学习和成长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
地规划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写总结的时候，尽量使用简洁明
了的语言，避免使用过于复杂或晦涩的词汇。以下是几篇经
典的总结范文，希望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些写作思路。

过零丁洋教学反思课后反思篇一

“以学生为主体”这句话有着广泛的内涵。课堂是学生的'课
堂，不是老师的。很多老师认识不到这一点。老师就是加以
引导和评价，我们往往忽视这一点，硬要拉着学生走。学生
会不会老师不管，还叫什么以学生为主?老师不一定非要完成
自己的什么教学任务，关键要看学生会多少，这是评价一节
课的唯一标准。

第三点我想说的是课堂语言。干净利索的课堂语言是非常难
得的。说话啰啰嗦嗦，重复，信口开河，都是课堂语言的通
病。我一直注意这个问题，但一直不满意。有时还抢话头，
唯恐学生忘了自己。我看不干净的课堂语言不仅没用，反而
是一种罪孽!学生能说，老师就不要说，学生说不出或者说不
好，我们再说。

最后简单说说驾驭。很多老师认为自己能够驾驭课堂，但是，
你讲课时别人说话了，说明你没有驾驭住课堂;你讲课别人听
不懂，说明你没用驾驭住课堂;学生听明白了，你还在讲，说
明你没用驾驭住课堂。领着学生进入境界，学生理解，有收
获，那才叫驾驭课堂。

过零丁洋教学反思课后反思篇二

今天我们学习了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孩子们喜欢自己做



主的课堂，希望自己能在课堂上思考，并发表自己的观点和
见解。针对这样的学情，我放弃了原来继续使用课件的念头，
想试试在学古诗的时候也模仿李镇西老师坚持“把课堂还给
学生”的做法。

课前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因为虽然我不是主角了，但是我成
了导演，任务更重。我设计了这样的几个环节：走近文天祥，
走进《过零丁洋》，体会文天祥的感情。

孩子们在以前的课上曾经学习过文天祥的事迹，让他们介绍
文天祥，各个都摩拳擦掌的跃跃欲试。对文天祥的了解也比
较全面，老师稍微做总结就好。在第二个环节，走进《过零
丁洋》的过程中，我着重设计了以下4个问题。

1、 讨论：此诗首联写了个人和国家的哪两件大事?

——一是在他21岁时，因科举走入仕途;二是在国家危急存亡
关头，起兵勤王抗元。

2、 颔联两句有何联系?用了什么修辞?

——国家山河支离破碎，局势危急，个人命运也动荡不安，
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紧密相连，历经艰辛危苦。“风飘絮”
形容国势如柳絮飘散，无可挽回;“雨打萍”比喻自己身世坎
坷如雨中浮萍漂泊无根，时起时沉。用了比喻的修辞。

3、 颈联上句追忆当年兵败福建时，忧念国事的`心情，下句
写目前不幸被俘的孤独处境。诗歌很巧妙地借惶恐滩和零丁
洋两个地名，写出了形势的险恶和境况的危苦。可见，诗
中“惶恐”、“零丁”具有双层含义。

4、 尾联是千古传诵的名句，抒发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作者直抒胸臆，表明自己以死明志的决心，充分体现他



的民族气节。

最后，我又设计了拓展延伸题：

1、文天祥拒绝降元“留取丹心照汗青”，是个有骨气的人，
你能举出类似的事例吗?

——蔺相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苏武执汉节牧羊十九年;民
族英雄岳飞精忠报国最终死在风波亭上;朱自清宁可饿死也不
吃美国的救济粮;刘胡兰在敌人铡刀下慷慨就义。

2、你还能写出哪些透着铮铮骨气的名句?

孩子们又找到了展示自己的机会，个个争先恐后的发言，集
体的智慧就是强，他们提供的句子远远超出了我准备的范围。
最后我们齐背《过零丁洋》，铃声响起，我们热情高涨的走
向操场。

过零丁洋教学反思课后反思篇三

教材仅仅是个例子，教师要能走进教材也要能领着孩子走出
教材。在知识拓展延伸这个策略上，老师能从课堂的教学之
初贯穿到教学的始终，这一点是可喜可贺的，更难能可贵的
是在教学的环节中，还设计了拓展延伸，厚实底蕴，融说写
于一炉。

当然有成功之处就有不足之处，首现是教师对文本的解读还
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具体表现在，对文天祥的'那种视死如
归的精神的实质还没有领悟到位，其实作者在文章的首联就
说了他自己不会投降的根本原因，那就是从小饱读儒家经典，
自幼就经过经典熏陶，潜移默化中受到儒家思想的根本“杀
生成仁，舍生取义”的影响;虽然我在课堂补充了十三“经”，
但没有能够更深层次的挖掘儒家的思想，给学生真正意义上
理解，也给学生对文天祥的认识带来一个浅浅的缺陷。



其次，在诗歌的教学上，我有了一个意外的设想，是不是针
对不同年级，提出不同的教学要求，让诗歌教学体现一个整
体的序列。

再次，诗歌教学要入准重点，当从文本出发，教给学生方法，
当然这节课，我已经交给学生赏析的方法，但还是感觉力度
不够，当重点的就要重重的讲，更要在以后的教学中避轻就
重，狠抓关键点。

过零丁洋教学反思课后反思篇四

首联”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只有易同学一
人说，说“干戈”用得好，用“干戈”来指代战争。

颔联“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很多同学都表
示赞赏这一句，毛同学说好在用了比喻而且非常形象。国家
风雨飘摇就正像狂风中的柳絮，脆弱不堪一击。李同学连忙
说还把自己的坎坷人生比作的漂泊无根的浮萍。我表示赞同
并追问：“自己怎么会漂泊无根呢？”有同学赶忙说：“因
为国家都没了，还哪有根啊！”我赶紧板书：好在比喻、写
出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紧密联系。

我再一次假设：“文天祥可以选择另一种不是浮萍的生活吗？
为何不选？”来使学生得出他的爱国主义情感。

颈联“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学生都很喜欢
这一句，喜欢“惶恐”“零丁”既是地名又是心情，于是我
告诉他们这种写作手法叫“互文现义”

尾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他们最喜欢的
一句，一致表示喜欢这份浓烈的爱国主义感情，非常的慷慨
悲壮，诗人直抒胸臆。于是我说这是一句我们最熟悉的名句，
它为何会成为名句啊？意在引导学生明白伟大、崇高的、能
引人共鸣的情感抒发是最好的抒情，也只有有情的作品才能



经得起时间的沉淀。

我是一个很没经验的语文老师，只想记下自己每天讲课的内
容，在记叙的过程中提升自己。

过零丁洋教学反思课后反思篇五

“以学生为主体”这句话有着广泛的内涵。课堂是学生的课
堂，不是老师的。很多老师认识不到这一点。老师就是加以
引导和评价，我们往往忽视这一点，硬要拉着学生走。学生
会不会老师不管，还叫什么以学生为主?老师不一定非要完成
自己的`什么教学任务，关键要看学生会多少，这是评价一节
课的唯一标准。

第三点我想说的是课堂语言。干净利索的课堂语言是非常难
得的。说话啰啰嗦嗦，重复，信口开河，都是课堂语言的通
病。我一直注意这个问题，但一直不满意。有时还抢话头，
唯恐学生忘了自己。我看不干净的课堂语言不仅没用，反而
是一种罪孽!学生能说，老师就不要说，学生说不出或者说不
好，我们再说。

最后简单说说驾驭。很多老师认为自己能够驾驭课堂，但是，
你讲课时别人说话了，说明你没有驾驭住课堂;你讲课别人听
不懂，说明你没用驾驭住课堂;学生听明白了，你还在讲，说
明你没用驾驭住课堂。领着学生进入境界，学生理解，有收
获，那才叫驾驭课堂。

过零丁洋教学反思课后反思篇六

课堂教学永远是一门遗憾的艺术，而科学、有效的教学反思
可以减少遗憾。

下面我就针对《过零丁洋》这堂课的教学做以下反思：



导入环节引用名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且直奔诗文内
容和教学目标，这个环节还是比较巧妙有效的。诗人生平及
诗歌背景资料的补充，有助于学生理解诗歌内容，初读部分
的第三个环节，诗歌感情基调的把握，还是比较适时的。让
学生在初步把握诗歌感情基调，融入对诗人思想情感理解的
基础上再读诗歌，这样安排能使学生循序渐进地走入诗人的
内心世界，为深刻而真切地体会诗人情感奠定了基础。在理
解诗歌环节，请同学们四人一小组合作，帮我把“|我的故
事”补充完整，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品味语言环节教
师应举例示范，教给学生一个赏析语言妙处的法，使学生有
法可依、有章可循，不至于无所适从或者盲目分析。

诗歌教学应以诵读为主，整个课堂书声朗朗，让学生在读中
理解，在读中感悟，这点做得很好，而在学生朗诵的环节，
应该指名学生配乐朗诵或者配乐齐诵，这样既可以检查学生
对诗歌情感的理解和把握，又可以让学生在音乐的感染下巩
固诵读，效果应该更好。

总之，教学一篇文章，关键是根据课程标准定准教学目标，
找准重难点，这是上好一堂课的`思想和灵魂。教学环节的设
计应循序渐进，层次深入，要有梯度，使学生在知识的积累、
方法的学习及能力的提高上逐渐攀升，这样才能使他们整节
课都保持饱满的学习热情。环节太少没有层次感，课堂活动
单调，学生容易倦怠，失去学习的兴趣，环节太花哨又浮光
掠影、蜻蜓点水，没有扎实的收获。

过零丁洋教学反思课后反思篇七

参加语文教学多年来，自己悟到了一点课堂艺术，《过零丁
洋》课讲完后，自己细细品味，悟到以下几点：

课堂设计是关键。如果课堂设计失败或者不完整，不合逻辑，
课堂组织再好，气氛再活跃，也只是散珠碎玉，残缺不全。
课堂设计不仅仅是大局，更要关乎细枝末叶。比如在“品



诗”这一环节，我做了很多设计，如：

文天祥用----------------------（句、词、字），表达了-
-----------------------。

从--------------------------------（词、句）中，我读
出了----------------------。

从---------------------------------（词、句）中，我看
出文天祥的-------------。

我喜欢----------------------------（句、字词），因为
它表达了------------------。

如此设计目的在于激发学生热情，品味诗句妙处或美好的意
境，但是都不大满意，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反
思一下，还是问题设计不够明确。

“以学生为主体”这句话有着广泛的'内涵。课堂是学生的课
堂，不是老师的。很多老师认识不到这一点。老师就是加以
引导和评价，我们往往忽视这一点，硬要拉着学生走。学生
会不会老师不管，还叫什么以学生为主？老师不一定非要完
成自己的什么教学任务，关键要看学生会多少，这是评价一
节课成败的唯一标准。

第三点我想说的是课堂语言。干净利索的课堂语言是非常难
得的。说话啰啰嗦嗦，重复，信口开河，都是课堂语言的通
病。我一直注意这个问题，但一直不满意。有时还抢话头，
唯恐学生忘了自己。我看不干净的课堂语言不仅没用，反而
是一种罪孽！学生能说，老师就不要说，学生说不出或者说
不好，我们再说。

最后简单说说驾驭。很多老师认为自己能够驾驭课堂，但是，
你讲课时别人说话了，说明你没有驾驭住课堂；你讲课别人



听不懂，说明你没用驾驭住课堂；学生听明白了，你还在讲，
说明你没用驾驭住课堂。领着学生进入境界，学生理解，有
收获，那才叫驾驭课堂。

过零丁洋教学反思课后反思篇八

《过零丁洋》概述了自己的身世命运，表现了慷慨激昂的爱
国热情和视死如归的高风亮节，以及舍生取义的人生观，是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最高表现。通过教学反思，教师可以尽
早发现一些教学不足，比如说教学设计上出现哪些问题、课
堂交流和启迪是否得当、课后训练是否到位等等，从而为自
身教学水平的提高累计经验。

课堂教学设计新颖，层次清晰，通过反复朗读成诵，体现诗
歌的朗读教学。课堂上师生互动效果较好，真正体现以学生
的主题意识，并实施在具体的行动中。教师不仅帮学生理解
诗词的内容，更教会学生学会思维的发散，从某一点生发出
去，向其他知识点扩张开去，做到知识的前后勾连。为了帮
助学生更好的理解文章是内涵，教师在学生回答问题的时候
适当补充历史史实，充分显示教师对文本理解和对学生的学
情的了解。

教师注重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学会倾听，在诗
意翻译的环节，教师让学生分组去活动，让学生去讨论问题，
并在讨论环节中锻炼学生倾听问题的能力，同时体现合作探
究，可谓一举多得。

教师注重学生的整体的参与度，注重学生全程参与，从课堂
学生活动情况看，学生基本上都有发言的机会。值得一说的
是老师注意在学生回答问题后，适当的给与表扬与赞赏，当
然学生回答不足的时候，教师还是能针对性的指出不足。

教材仅仅是个例子，教师要能走进教材也要能领着孩子走出
教材。在知识拓展延伸这个策略上，老师能从课堂的教学之



初贯穿到教学的始终，这一点是可喜可贺的，更难能可贵的
是在教学的环节中，还设计了拓展延伸，厚实底蕴，融说写
于一炉。

当然有成功之处就有不足之处，首先是教师对文本的解读还
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具体表现在对文天祥的那种视死如归
的精神的实质还没有领悟到位，其实作者在文章的首联就说
了他自己不会投降的根本原因，那就是从小饱读儒家经典，
自幼就经过经典熏陶，潜移默化中受到儒家思想的根本“杀
生成仁，舍生取义”的影响；虽然我在课堂补充了十
三“经”，但没有能够更深层次的挖掘儒家的思想，给学生
真正意义上理解，也给学生对文天祥的认识带来一个浅浅的
缺陷。

其次，在诗歌的教学上，我有了一个意外的设想，是不是针
对不同年级，提出不同的教学要求，让诗歌教学体现一个整
体的序列。

再次，诗歌教学要入准重点，当从文本出发，教给学生方法，
当然这节课，我已经交给学生赏析的方法，但还是感觉力度
不够，当重点的就要重重的讲，更要在以后的教学中避轻就
重，狠抓关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