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题西林壁古诗教学反思教学反
思(精选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题西林壁古诗教学反思教学反思篇一

学习了第一组的自然景观，今天我们开始第二组以观察和发
现为趣事的学习征程，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非常高。 伴随着对
《望庐山瀑布》的复习，我们开始了对《题西林壁》这首古
诗的学习。

教学《题西林壁》这首诗时，我先让学生借助有关资料和书
上的注释，自己去读去理解诗所表达的意思。然后让学生以
诗人的身份再去欣赏庐山的山峰，站在诗人的角度，把自己
当作诗人，走进庐山去感受那里的高山峻峰，去想象诗人当
年在庐山写下这首诗时的情景。这样，学生在理解诗意的基
础上，再来感悟诗中所蕴含道理的就很容易。我先采用同桌
互相交流的学习的方法，让学生探讨这首诗的字面上的意思，
让他们明白诗人会写下“为什么看不清庐山的真正的面目呢，
原来是自己处在庐山的群山之中”。 我让学生模拟表演试试
看，把自己身藏在学校的树林中，看能否看清整个校园的面
貌。这样学生有了亲身的体验，当然就明白了诗人所写的意
思。

最后我引导学生理解“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
中。”这句诗的内在含义。告诉学生一个道理：“要想认识
事物的本质，必须全面客观地把握、冷静地分析，才能不被
局部现象所迷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句俗语：“当局者
迷，旁观者清”。然后再让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来讨论，



比如评价一个同学，我们应该怎样评价？是只看到他的缺点
呢，还是只看到他的优点呢？还有生活中我们常常是自己犯
了错误还不知道错在哪里而是等到老师或者同学点穿以后在
猛然醒悟。告诉同学们今后应如何从不同角度看问题。 语文
教学要重视细节问题的有效把握，因为只有重视了细节，才
能使自己的教学减少遗憾。我反复回顾了本节课的教学细节
之后，感到教学中有四点遗憾：

一、对时间的把握不太精准，环节衔接得不够完美（我觉得
在不看手表的情况下调控好时间的分配是一种很重要的能
力）。从第二行诗到三、四行诗的过度上问题的设计还不是
很合理，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在理解古诗的意思上花费的时
间太多，导致在感悟道理的环节较为仓促。

二、细节的瑕疵。 在朗读古诗的环节，对学生的朗读指导还
不到位，由于经验不足，我有些乱了阵脚，只是一味地让学
生去读，教学方式还缺乏灵活性。如果能配以优美和谐的音
乐，辅之以声情并茂的朗读，创设美妙的情境，有可能帮助
学生较为迅速、深刻地感知诗文，体会作者蕴含的思想感情，
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三、在处理教学难点时，有点急于求成。在前两行诗歌的学
习中，学生已经基本明白“看不清庐山的本来面目，只因为
自己身在庐山之中，看来看去，只能看到庐山的一部分”。
但要他们谈谈学习古诗后有什么启发时，学生思维转不过来，
于是我直接点拨，没有给学生思考、讨论、交流的机会。其
实，应该给学生充分思考、讨论的时间，最后的拓展阅读还
不够到位，如联系《画杨桃》都是很好的实例，没有真正处
理到位。四、在最后的默写环节，难度较大。能背不一定能
写正确，在朗读过程中忽视了易错字的点拨，导致默写效果
大跌眼镜，要重视教学环节的环环相扣，不能随心所欲。

总之，今后的教学过程中要大胆预设，充分准备，提高课堂
效率，尽快地融入到语文教学中去，较成功地上好一堂语文



课。

题西林壁古诗教学反思教学反思篇二

1、借助注释、画面理解诗意。

2、有感情地诵读诗句，领略庐山的神奇秀美。

3、品味诗句的语言美，体验情感美，领略形象美。

4、感悟诗句的意境美，探求哲理美。

有感情诵读古诗；领略庐山的神奇秀美。

领悟古诗的哲理美。

cai课件

师：我们的祖国地大物博，景色优美。在江西省北部，紧靠
九江市区南端，有一座享誉古今中外的名山，它就是山清水
秀的庐山。

师：今天，让我们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走进美丽的庐山。
（课件播放庐山图片）

师：这里山高水深，这里云雾弥漫，这里古树参天，这里鸟
语花香，这里流泉飞瀑，是一幅充满魅力的天然山水画卷，
吸引了无数的文人墨客，900多年前宋朝大诗人苏轼花了十多
天的时间游览了庐山，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首诗。
请看大屏幕。（出示课件：西林寺墙壁上的诗）

师：哪位细心的同学知道了这首诗的名字？板书

师：指导学生朗读题目。（生跟老师一起朗读课题）题目的



意思是？

生：题：书写（书写在西林寺墙壁上的诗）带着你对题目的
理解再读古诗题目。

师：简单介绍西林寺的位置。

师：这首诗的作者是——苏轼，关于苏轼你了解多少？（课
件出示简介）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他
的诗、文、书、画都很专精，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在
诗、词散文的创作上都有很大的成就，对词的发展作出了贡
献，著有《东坡全集》。

师：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诗。

请同学们仔仔细细读上几遍，注意读准字音，要把诗念得字
正腔圆。

指名读，评价合作读

课件出示古诗范读

师：读得美吧？老师相信同学们一定也能读得这么美。

（1）指名读，其他同学认真倾听，一会你们来评价评价。

（2）男女生比赛读。

（3）男生声音洪亮，有节奏；女生清脆，柔美。让我们一齐
读读。

师：诗写得美同学们读得更美。其实，一首古诗往往就是一
幅古朴典雅的画卷，只要你用心的去读，去感受，你就能看



到这幅画。下面就请同学们结合注释反复读古诗，看谁能把
它读成一幅画。

生：在音乐声中反复读

师：谁能说说你读到的画面是怎样的？(引导学生把画面说完
整。山岭和山峰的样子)

生：我看见庐山横着看是连绵起伏的山岭，侧着看是高高挺
立的山峰。

师：你真是个很有想象力的孩子。从哪里读出来的？（板书）

师：把看到的画面通过朗读表现出来。

师：请看到这些画面或喜欢这些画面的同学读读。

师：你还想站在哪个角度去庐山？

远看——

生：云雾缭绕，什么也看不清了。

师：近看又如何？

生：我看到山壁上突出来的石头快撞到我的头了，还有很多
树长在悬崖上，还有草。

师：看来你真的是身临其境了，你看到了悬崖峭壁。一抬
头——俯下身——

生：我看到了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

师：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到的景物就不相同，这些画面作者
是通过哪句诗来表现的？你最喜欢站在哪个角度看庐山？师：



请读出你的感受。

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师:当苏轼看到如此迥然不同的美景，他不禁感叹到：

师:从字面上看，这句诗是什么意思？

生：不认识庐山的真正面目是因为置身在庐山中。

师：你还有什么疑问吗？

生：庐山真正的面目指的是什么？

师：带着这个疑问再去读读这首诗？看看你能否找到答案。

生：是指庐山全面的景色。

师：你还想知道什么？

生：为什么说看不到庐山的全景是因为生活在庐山中。

师：带着问题默读古诗。

生：在庐山中看到的景色有限。

师：带着自己的理解读读。那再读读整首诗看你还能读出些
什么?

生：看待事物要全面。

师：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过这样的事吗？小组讨论。

师：作者看到了庐山的美景，感悟到了人生哲理。下面你们
就是大诗人苏轼，清大诗人们闭上眼睛随老师一起走进庐山，



横着看庐山，山岭起伏连绵不断；侧着看，山峰高耸直插云
天；远远地看云雾缭绕；挨近了看悬崖峭壁；抬头仰望飞流
直下；低头俯视深谷幽潭。庐山美，是雄奇；是壮丽；是险
峻；是秀美？身在庐山的你感慨万千。大诗人们，把你们的
看到的或感受到的用诗句表现出来吧。

师：谁能像刚才那样背诵古诗。

师：描写庐山美景的古诗很多，收集一些，并细细的品味和
欣赏。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下节课展示，看谁是小小欣赏
家。

师：回家后把古诗有感情地朗诵给家长听听。并默写，能做
到吗？

第一次做大型的语文公开课，收获很大。从理顺思路到各个
环节的预设，一遍遍修改加工，这种历练确实使我受益匪浅。

我这些年缺少了扎扎实实的教学实践，猛然间抬头，多少人
都已经远远走到了前面，心中就有“沉舟侧畔千帆过”的感
触，所幸心还不老、热情仍在，只要踏实肯干、用心琢磨，
就会有“万木春”的希望。

一直都认为学习古诗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件枯燥的事，但如果
能让学生感受作者的意境，去领略作者当时的心情，从朗读
入手去感悟诗句所表达的意思，那也许学习古诗就不是那么
乏味了，读起来也更有味道。

在《题西林壁》一诗的教学中，我首先请大家观赏庐山的图
片，请学生谈谈感受。在出示课题，初步了解作者观赏庐山
之后的感受，并释题。我认为较成功的方面有：1、精心设计
的课件有使用价值。2、整堂课用“赏美景、品名诗”这条线
串起来，这样活而不散。3、个性化朗读和多元化感悟，使得
学生更能品出“诗中有画、诗中有歌、诗中有理”的韵味，



实现了学习目标。

当然，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在引导学生感悟人生哲理时处理
不恰当，当学生不能正确理解时，过于心急，导致言不达意，
误导了学生，使学生更加迷茫，最后只有牵强地引到主题上，
学生也没有完全弄懂，这是这节课最大的败笔。其实在学生
答不上来时，可以让他们把整首诗连起来读读，强调“横侧
远近高低”，学生就会有所感悟。在读中思考、感悟，一切
就水到渠成了。

在与老师们探讨教案的时候，有两种看法，这也是我一直疑
惑的地方：在初读古诗时到底用不用初步理解古诗。我觉得
如果学生在初步理解古诗的基础上，更能感受到古诗的意境
美和哲理美。但这样处理又认为太老套，哎！

题西林壁古诗教学反思教学反思篇三

在教学过程中，我感觉有许多环节没有把握好：

一、如何带领学生品味字句，领会意境，获得美感？

推敲重点字词，这是古诗教学必不可少的'手段。但如何用古
诗独特的魅力激发学生的兴趣，引导他们积极、主动地投身
到诗中，去领略祖国语言文字的灿烂与辉煌？如何引导学生
领悟形象美、哲理美、情感美？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实践、
总结。这节课我感觉教学中对于“岭”和“峰”的理解虽然
运用了图片，但是仍然不透彻。我只是让学生用一个词语来
感受峰和岭的不同，这时如果能引入毛泽东的“无限风光在
险峰”的诗句，或其它诗句，进一步引导学生体会峰的高、
险，课堂的诗味会更浓些。

二、教学机智欠缺

欣赏完庐山的风光片后，我让学生谈庐山给你留下了怎样的



印象？我有些误导：用一个字来概括。其实我想说: 用一个
词语来概括。我没能及时调整自己的教学策略。再如作者仅
仅在说庐山吗？一个学生没有按我的思路去说，而是介绍作
者的背景资料，我应该鼓励学生说下去，而不是一味地为了
追求自己理想的答案打断学生的回答。

三、为了让学生明白“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哲理，我设
计了看“地球”环节，把本来不复杂的问题更复杂化了，王
老师的建议很好：可以让学生观察一个生活中的物品，如苹
果、橘子等，学生的直观感受更真切，化难为易。

我从老师们的辩课中发现自己教学中的许多不足，这次参加
中心组的活动，我受益匪浅。

题西林壁古诗教学反思教学反思篇四

我国地大物博，山河壮丽，有许多名山大川，吸引了古今中
外的众多游客。我国江西省的庐山，就是个风景名胜。宋朝
的时候，有一个著名诗人，叫苏轼，也到过庐山，并把所见
所感，写成了一首诗，题目叫《题西林壁》（板书：题西林
壁）

二、释题根据课本中的注释理解题目。

1、学生不能直接释题，还得逐词理解后才能释题。这是四年
级的第一首古诗教学，也算是学习古诗的起步，学生理解诗
句的方法还要加强。应以解词串句法作为理解古诗文意思的
主要方法。

2、用一个主问题（大问题）引领全首诗的教学同样适用古诗
的教学，四年级学生能够适应这种方法，避免了逐词逐句讲
授的传统古诗教学模式。

3、将学生对古诗的理解融于“他有一个什么遗憾”“难道他



没认真地观赏吗”和“他为什么没有遗憾呢”等问题中，较
易地理解“入其内，出其外”，能懂得要全面分析事物的道
理。

4、学生难于在生活中发现例子，并对其进行多角度的分析。

5、课堂部分在以学生为主体这一点做得还不够，不自觉地以
教师为主，应让“教师为导，学生为主体”成为习惯。

6、课堂缺少诗味，还未能很好地让学生入境、出境。

题西林壁古诗教学反思教学反思篇五

在教学过程中，我感觉有许多环节没有把握好：

一、如何带领学生品味字句，领会意境，获得美感？

推敲重点字词，这是古诗教学必不可少的手段。但如何用古
诗独特的魅力激发学生的兴趣，引导他们积极、主动地投身
到诗中，去领略祖国语言文字的灿烂与辉煌？如何引导学生
领悟形象美、哲理美、情感美？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实践、
总结。这节课我感觉教学中对于“岭”和“峰”的理解虽然
运用了图片，但是仍然不透彻。我只是让学生用一个词语来
感受峰和岭的不同，这时如果能引入毛泽东的“无限风光在
险峰”的诗句，或其它诗句，进一步引导学生体会峰的高、
险，课堂的诗味会更浓些。

二、教学机智欠缺

欣赏完庐山的风光片后，我让学生谈庐山给你留下了怎样的
印象？我有些误导：用一个字来概括。其实我想说: 用一个
词语来概括。我没能及时调整自己的教学策略。再如作者仅
仅在说庐山吗？一个学生没有按我的思路去说，而是介绍作
者的'背景资料，我应该鼓励学生说下去，而不是一味地为了



追求自己理想的答案打断学生的回答。

三、为了让学生明白“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哲理，我设
计了看“地球”环节，把本来不复杂的问题更复杂化了，王
老师的建议很好：可以让学生观察一个生活中的物品，如苹
果、橘子等，学生的直观感受更真切，化难为易。

我从老师们的辩课中发现自己教学中的许多不足，这次参加
中心组的活动，我受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