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杜牧赤壁教学反思 赤壁教学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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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
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杜牧赤壁教学反思篇一

这一周我们在学习文言文，高一的学生们一提到要学文言文
就头疼，特别是知道《赤壁赋》还要求全文背诵后，就更痛
苦了，为了提高学生们学习热情，在备课时我反复思考：怎
样才能让学生对本课有非常大的兴趣呢？怎样让学生爱上这
篇文章爱到不背会誓不罢休呢？想了很久我决定从本课的作
者苏轼入手。

要说苏轼吧，学生们并不陌生，初中就学过不少苏轼的诗词，
如果我只是简单的介绍苏轼，估计不少学生对他还是停留在
初中时的认知。在诗歌鉴赏教学中有一种手法是知人论世。
简而言之就是如果你对某一首诗歌的作者了解比较多，在理
解欣赏诗歌时相对就容易些。同理亦然如果学生对苏轼了解
比较多，在理解本课时相对也会容易些。但是，只是了解苏
轼，不是欣赏崇拜，怎能爱屋及乌，从爱苏轼到爱他所写的
文章呢？我决定让学生崇拜苏轼甚至让本就崇拜苏轼的爱上
他！

有了这个想法，我决定从导语入手。一个精彩的导语会营造
良好的学习氛围，能李大的激发学生的兴趣。上课时给学生
提了一个问题：有一个人，一度下狱，三度被贬。但是他既
没有像贾谊一样抑郁而终也没有像陶潜一样归隐田园。他
是——苏轼！还没等我说完啊，全班学生都齐声回答，他们
得意洋洋的望着我，好像再说：“这也太简单了，今天要学



这一课，当然知道是苏轼啊！”好既然大家对苏轼这么熟悉，
我就考考你们，看看你们对苏轼了解多少。我在课件上我展
示了诗人苏轼，词人苏轼，文章苏轼，书法苏轼，官员苏轼，
美食家苏轼，兄长苏轼，丈夫苏轼……这些其实是考察学生
对苏轼在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就，前几个问题学生们非常顺利
的答出来了，什么在诗歌方面与陆游并称苏陆，豪放词开拓
词境，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唐宋八大家之一，是个好官修建
了苏堤。下面作为兄长和丈夫，苏轼怎样，就是我煽情的补
充。

作为兄长他对弟弟怎样？初中学过他的词《水调歌头》，在
本词的序中写着“兼怀子由”，苏轼很爱自己的妻子，在妻
子去世后他在妻子墓旁亲手种下三万株松树寄托哀思，在妻
子去世十一年后梦到亡妻写下了悼亡词之首《江城子·忆
梦》。说到这里已经有同学情不自禁的背着“十年生死两茫
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的至情
至真感动了无数人，苏轼的乐观洒脱也为人敬佩。在面对三
度被贬的人生困境时苏轼以自己坚强的品格遗世独立，本节
课我们就共同学习千古名篇——《赤壁赋》，一起欣赏苏轼
笔下黄州赤壁的风光。

下课后我想了很多，语文课的导语要求短而精炼，而这节课
的导语介绍苏轼太多，太长，切题慢，但是我想让学生们了
解苏轼多一些，起码从我这里了解到不一样的苏轼，在有限
的课堂很难分享更多关于苏轼的事情，但我想给学生心中埋
下一棵兴趣的种子，给学生心中留下一点星星之火，原来苏
轼这么厉害，原来苏轼这么深情，苏轼究竟有多少吸引我们
的故事和诗文呢，想知道吗？一篇课是说不尽的，苏轼还有
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他如山间的明月，他如江上
的清风。

杜牧赤壁教学反思篇二

《赤壁》是唐代诗人杜牧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诗人即物感



兴，托物咏史，点明赤壁之战关系到国家存亡，社稷安危。
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了，希望大家喜欢!

《赤壁》(长春版)这首诗是唐代诗人杜牧最著名的七言绝句，
在讲这首诗时我也是精心准备，讲完之后感觉教学中有创新
之处但也有些不足，反思如下：

这首诗的教学目标是要求学生在理解怀古诗的同时当堂背诵，
从教学过程的检查中全班很多学生能够背诵。

关于咏史诗历史背景的渗透也很到位，很多学生能够通过这
首诗再把赤壁之战这段历史捡起。

本首诗的写作背景及作者介绍讲的很详细，学生能够通过老
师的讲解理解并总结这首诗的主旨。

1、学生读的少。

讲这首诗时，虽然大部分学生都能背诵，但教学环节中还是
存在不足，朗读的`部分太少，学生读的少，势必会影响学生
的背诵。例如：在我范读完这首诗后，直接就叫学生站起来
读，而没有给学生时间自己在下面出声的朗读，还有在讲完
这首诗后，应该给学生时间带着感情去读并背诵，这个时间
我也没给，还有很多学生没带有感情去背诵，当时我也没有
给纠正。

2、我讲的太多。

在教学中我讲的内容太多，学生思维和课堂活动较少，这不
符合语文课标的要求和新课改的理念，课堂上，老师是导演，
而学生是主角，在构建高效课堂上我存在很大不足，很多知
识点学生可以完全自己总结出来，而我都自己代劳了。例如：
在讲这首诗的写作背景和作者时，有很多学生都预习了，找
学生说就可以了，而我也找学生了，但自己说的很多，还有



在讲赤壁之战这段历史时，几乎都是我自己讲的，而学生只
是一个简单的听众，这不好，关于这段历史有些学生完全可
以讲出来，最好让学生去讲讲赤壁之战，这样不仅可活跃课
堂气氛同时也能够激励其他同学课余时间多读书。

3、未注重生成。

杜牧赤壁教学反思篇三

咏史诗一般借吟咏、评论历史人物、历史故事，来抒发情怀
的诗。《赤壁》就是这样一首咏史诗。为方便教师更好的教
学，今天，小编给大家推荐关于赤壁教学反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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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教学反思，
一起来看下吧!

学习《赤壁》，不仅要让学生读懂诗歌意思，了解诗歌平仄
押韵，理解字词运用，品味诗歌之美，回味三国英雄，追忆
历史。而且要让学生学会思考历史，假设历史。假设历史，
看似荒唐，却有深意。这样做即可以让学生更深层次的学习
了解历史(假设历史，必须要去弄懂真实的历史)，也可以锻
炼学生的思辨精神，还可以培养、增强学生的历史使命感、
责任感和危机感。因为去假设历史，我们会发现，历史的'兴
衰进退，不仅是那些光芒万丈的英雄伟人所决定的，更是千
千万万的“我”决定的，“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
执行着历史赋予的使命，历史与“我”有关!“我”要对历史
负责!

杜牧赤壁教学反思篇四

我在选课参赛的时候，决定选《赤壁赋》一文，是个艰难的
决定。本文是经典中的经典，有过无数次的被解读;本文由景
入情，由情悟理，思想深刻，背景广阔;本文以赋为体，主课



问答，应突出诵读;本文又是以文言文为载体，应强化理解。
一时间，千头万绪，不知从何入手，畏首畏尾，总怕设计漏
洞百出，割裂了学生与文本，但又不愿调换内容。

我考虑到本文文体特征，先定下了诵读这条主线，为帮助学
生诵读，我将课前自主学习的设计精细化，更有针对性的帮
助学生逐层深入理解文本。在自主学习的基础上，展示小组
交流成果，促进学生对文本的熟悉理解，也增强学生的信心。
课堂主要以引导，帮助为主，让学生逐渐走进文本的`景、情、
事、理。课后延伸阅读是我的另一个设想，读懂本文是本课
的目标之一，读苏轼是我设计的更高目标。作为文化经典，
苏轼不可复制，如果在语文课堂上不能引起学生对苏轼的阅
读兴趣，那我总觉得是一种遗憾。

我的这一节课，完全是一节生成课，学生不是我所带的学生，
尽管彼此有些陌生，但他们一次又一次给了我惊喜。我对学
生的表现是满意的，我自己对学生的评价和引导还有遗憾和
不足之处，希望各位专家予以指导。

文档为doc格式

杜牧赤壁教学反思篇五

《赤壁》这首诗是唐代诗人杜牧最著名的七言绝句，在讲这
首诗时我也是精心准备，讲完之后感觉教学中有创新之处但
也有些不足，反思如下：

这首诗的教学目标是要求学生在理解怀古诗内涵的同时当堂
背诵，从教学过程的检查中全班很多学生能够背诵。

关于咏史诗历史背景的渗透也很到位，很多学生能够通过这
首诗再把赤壁之战这段历史捡起。

本首诗的写作背景及作者介绍讲的很详细，学生能够通过老



师的讲解理解并总结这首诗的主旨。

1、学生读的少。

讲这首诗时，虽然大部分学生都能背诵，但教学环节中还是
存在不足，朗读的部分太少，学生读的少，势必会影响学生
的背诵。例如：在我范读完这首诗后，直接就叫学生站起来
读，而没有给学生时间自己在下面出声的朗读，还有在讲完
这首诗后，应该给学生时间带着感情去读并背诵，这个时间
我也没给，还有很多学生没带有感情去背诵，当时我也没有
给纠正。

2、我讲的太多。

在教学中我讲的内容太多，学生思维和课堂活动较少，这不
符合语文课标的要求和新课改的理念，课堂上，老师是导演，
而学生是主角，在构建高效课堂上我存在很大不足，很多知
识点学生可以完全自己总结出来，而我都自己代劳了。例如：
在讲这首诗的写作背景和作者时，有很多学生都预习了，找
学生说就可以了，而我也找学生了，但自己说的很多，还有
在讲赤壁之战这段历史时，几乎都是我自己讲的，而学生只
是一个简单的听众，这不好，关于这段历史有些学生完全可
以讲出来，最好让学生去讲讲赤壁之战，这样不仅可活跃课
堂气氛同时也能够激励其他同学课余时间多读书。

3、未注重生成。

在课堂上学生自己生成的东西是最珍贵的，学生自己总结的
东西是经过自己思考的，这是老师教学中最重要的环节，而
我处理的不好，当学生提出新的问题我没能及时解答，当学
生有不同答案或者有创新答案时，我没能及时鼓励，并且没
有及时拓展，当学生在总结概括主旨时，我还有抢话的时候，
这些都是不好的，也是我以后需要加强的。例如：提问“东
风不与周郎便”这句诗写了什么人物？班里的闫朕同学说曹



操，当时我是这么回应他的回答，我说你要回归文本，再好
好看看，讲完课后我认为这个环节处理的不好，我只是一味
的认为是周瑜，其实他的回答是正确的，只是我没有鼓励他，
没有进行拓展。改进措施：语文教学讲究以读代练，读在语
文教学中排第一位，所以在以后的教学中一定要重视朗读的
环节。在教学中要充分挖掘学生有感情朗读的内在潜质，让
他们体会读的乐趣，读的多了自然在培养语感上和理解文章
主旨上有所帮助。

学生能解决的问题一定要放手让学生自己完成，老师只是引
导，将问题抛给学生，让学生在讨论交流思考中完成，而不
要自己一言堂，逐渐做到将老师的语言和思维转化为学生的
语言和思维，当他能够独立完成老师所给的问题时，学生的
语文素养和语文能力才真正的锻炼和培养出来，在以后的教
学中才会更顺手，学生成绩也就会提高。

在讲课时，有时学生会有出人意料的创新答案，这时就要求
老师课堂的驾驭能力了，如果他回答的是错的，那么你要及
时将他引向正确的方向并且用委婉的语言，对他给予鼓励，
让他不要失去信心，如果学生回答的是正确的，那么一定要
多鼓励，并进行适当的拓展，这样课堂就有亮点，这样的课
堂才能称之为高效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