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七律长征教学反思(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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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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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律长征教学反思篇一

《七律长征》是1935年10月，长征即将结束之时，毛主席回
顾长征一年来红军所战胜的无数艰难险阻，满怀喜悦和豪情，
以极其轻松的笔调写下的一首气壮山河的`伟大诗篇。诗文虽
然不长，但知识丰富，内容充实，需要掌握的东西较多，因
此,本着学习是以学生为为中心的，学习是个性化的教学理念，
结合文本的特点和学生实际,我将本课设计为五个活动板块：

一、信息交流，走进长征。

二、以读代讲，感知长征。

三、探究对话，深入长征。

四、诵读积淀，体验长征。

五、课外延伸，升华长征。

我这样设计并教学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思考：

一、突出了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改变以教师为中心的
传统教学模式。从课始到课终，我始终把学生置于主动、自
动、互动的平台之上，以读代讲，让学生去自读自悟，读出
层次、读出韵味。

二、尊重学生个性化发展的行为。我十分珍视学生独特的体



验、感受和见解。鼓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倡导个性化阅
读，如教学中我始终鼓励学生多读多悟、心灵交融、读入文
本、读出个性。

三、正确对待语文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关系，即工具性是人文
性的基础，人文性蕴含于工具性之中。所以在本节课中我既
注重传承祖国的语言文字又关注学生的体验和发展，如：
对“寒”字的生成、理解等。

七律长征教学反思篇二

《七律 长征》是毛泽东同志为纪念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
征而作。作者以豪放热情的气概，回顾了长征的艰难历程，
讴歌了红军战士英雄无畏和乐观精神，抒发了作者勇往直前，
无往而不胜的豪迈情怀。诗的开头两句，是全诗的总括，也
可以看作是对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高度概括。接下
来的6句，可以看作是头两句的具体化和分叙。这6句中，写
到了长征中途经的五个险峻的处所：五岭、乌蒙山、金沙江、
大渡河、岷山；同时写出了红军指战员在战胜这些艰难险阻
时的心情。诗文虽然不长，但知识丰富，内容充实，需要掌
握的东西较多。难点在于长征距离现在已隔多年，与现今学
生的生活实际距离较远，学生对作品的思想感情和意义较难
体会。为了填补这时空的断层，我在课堂中不断出示各种背
景资料。如：红军长征图，以及过金沙江的资料，让学生感
受长征的艰辛。

为使学生走近文本,对诗歌描绘的情境与所表达的情感有更深
刻的感悟,我在课前布置学生利用各种途径搜集有关红军长征
和毛泽东主席的相关资料,自己也进行了充分的准备:搜集了
长征的相关资料以及毛泽东同志的简介及其诗词等,搜索并剪
辑了有关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巧渡泸定桥的录像;下载了
“长征组歌”中的歌曲《七律 长征》。 通过课前布置学生
查阅资料和课上交流资料等手段，不仅为学生的自主学习做
好了铺垫，而且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拉近了学生与文本的



距离，为课文的理解减缓了坡度，各种情境的创设让学生来
感悟其中的情感，而不是向学生作标准答案式的灌输。
在“暖”与“寒”的教学中，让学生通过文本和影视资料的'
理解，去感悟诗文蕴涵其中的一份细腻的诗情，一颗独特的
诗心。教学是一门技术，更是一门没有止境的艺术，要想不
断进步，几需不断地学习与钻研。

《七律长征》教学反思

1、以读代讲 读中悟情

在教学过程中我注重了朗读指导，通过各种形式的读，将读
的训练贯穿于始终，使学生由读生情。开课不久，我声情并
茂地朗诵了全诗，用激情感染学生，博得了他们热烈的掌声；
指导他们读诗时，我引导他们发现七律的押韵规律后，就一
句一句地带他们读；学习“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
寒。”一句时，我进行了引读、分男女读、齐读等，快结束
本课的学习时，还请他们在音乐声中一起起立背诵……朗朗
的读书声，不绝于耳，学生在读中感受诗人的情怀，领悟长
征精神的深刻内涵，感情不断升华。

2、利用资料 ，巧解难点

七律长征教学反思篇三

课前，我让学生搜集一些长征的资料，毛泽东的诗词，了解
长征中的感人故事。我自己也收集了有关长征的视频，制作
课件，为课堂学习奠定一定的`基础。

课堂教学时，我始终抓住朗读为主线，让学生朗读，从读中
去感悟红军战士那种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革命乐观主义精
神；在读中，学生在头脑中勾勒出这首词所呈现的画面：腾
跃五岭、疾跨乌蒙、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喜踏岷山雪。
并结合学生所收集的资料，让学生来说一说红军战士在长征



途中还遇到了哪些困难，使学生进一步了解了红军战士钢铁
般的意志。

“暖”与“寒”的理解是诗中又一个重点，它暗示了红军智
取金沙江的快乐与强渡大渡河的悲壮与惊险。在“暖”字理
解上，我采用讲故事的方法，让学生了解红军当时快乐的心
情。“寒”字理解时，我播放了视频《飞夺泸定桥》，让学
生说一说看后的感想，整个问题迎刃而解。

最后，让学生欣赏了歌曲《七律长征》，学生斗志高昂，即
兴表达了对红军战士的敬佩之情。

七律长征教学反思篇四

由于学生从未学过有关红军长征的相关课文，我就在课前让
学生收集一些红军长征的资料，课前正好赶上军博举办红军
长征胜利７０周年大型展览，我就鼓励学生利用休息日到军
博参观，对红军长征有一个系统地了解。这样，对于理解这
首诗奠定了基础。

课上我采取多种形式，引导学生高声朗读课文，领会和表达
诗人的思想感情。诗歌是很讲究炼字炼句的具有音乐美的一
种语言艺术。因此，读诗对语言要进行咀嚼，反复地深入地
体会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每一句话有所表现的丰富的内涵，
还要通过吟诵，体会诗的音韵美和节奏美，逐步培养欣赏和
朗诵诗歌的能力。

这两句诗作者有意缩小人的视觉比例，正是为了反衬红军，
突出表现红军敢于藐视并战胜一切困难的高大形象和精神伟
力。学生理解到位后，我就指导学生朗读：怎样读出红军的
红军敢于藐视并战胜一切困难的高大形象？这样学生在理解
的基础上，自然会读出感情来。

当分析到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时，我先让学生，



自己谈从哪里感受到红军英勇无畏，学生谈到暖、寒两个字，
特别是寒字，学生体会出红军飞夺泸定桥的险，我就说：让
我们一起来重温那惊险悲壮、惊心动魄的战斗吧！接着我就
放红军飞夺泸定桥的录像，学生看后，我说：从这九死一生、
背水一战、湍急的河水、枪林弹雨，你体会到了什么？能把
这种感受读出来吗？学生当时能够读出自己的感受。

，我又放了一段录像，学生看到在茫茫的大学山上，红军战
士，艰难地行走着，配上令人恐惧的音乐，使学生内心感受
到翻越雪山的艰难。当时我听见前面的学生脱口而出：啊！
这哪有路啊？这么陡，这么滑，怎么爬上去呀？然后，我让
学生体会着红军的.这份艰难读一读，那么，红军战士克服了
重重困难，胜利就在眼前，这一切怎么不令红军欣喜若狂、
兴奋不已呢？让我们把红军的这种胜利之喜，这种万丈豪情
读出来吧！学生自然能够读出来了。

学生听时，十分认真，有的学生小声地跟着读，我叫同学学
者广播员的样子读一读，很多同学都举起了手，郭媛媛读这
首诗时，感情充沛，真的有些吟诵诗歌的韵味了。

在所有文体中，诗歌的音乐性是最强的，很讲究韵律和节奏。
郭沫若把音乐性看作是诗的生命，只有吟咏、诵读，才能把
诗歌的音乐美充分表现出来。所以，朗读自然也就成为综合
感受诗歌语言美、意境美的重要手段。朗读不仅是感悟诗歌
内容的重要手段，也是体现学生语文学习能力的重要特征。
重视朗读，能充分激活学生的内心世界，引发个性张扬，使
热爱祖国语言文字和中华优秀文化的思想感情得到不断积淀
与升华，从而使语文学习变得生气勃勃和灵性跳动。

这节课我就是一次大胆地尝试，为我今后教诗歌体裁的文章
积累了很多经验。

当然，这节课也存在很多问题，如：老师在课上说的话过多，
学生的主体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地体现，由于时间的原因，有



些语句，学生体会得还有待深入。我会在今后的教学中努力
改正。

七律长征教学反思篇五

(一)

毛泽东的诗词艺术风格独具匠心。纵观历史人物，除三国中
的曹操，既是著名的文学家，又是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
然后就是毛泽东了。毛泽东的诗词胸怀经纬，磅礴委婉，有
指点江山，又有儿女情长。《长征》这首诗，细析教材，会
发现首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统领全文，
下面的诗句都是具体表现。因此，在整体把握之后，扣
住“难”和“只等闲”，运用简笔画、背景资料、音频等多
种资源让学生在直观中、在情境中体验，从而达到与文本对
话的目的，生发出对红军战士豪迈、乐观情绪的赞叹。为了
强化情感，拉近时空距离，大量采用情境引读，使学生随着
作者想像一幅幅鲜活、生动的画面，在层层推进中，情感走
向高潮。而在拓展环节，从课内走向课外，从诗到词，从作
品到文风，深入浅出地让学生在浓浓的文学殿堂徜徉，使这
节课充满了语文味，对学生的发展自是不言而喻了。

（二）

1、精彩回放，走进长征。

2、以读代讲，感知长征。

3、文本对话，深入长征。

4、诵读延伸，升华长征。

我这样设计并教学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思考：



1、突出了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改变以教师为中心的传
统教学模式。从课始到课终，我始终把学生置于主动、自动、
互动的平台之上，以读代讲，让学生去自读自悟，读出层次、
读出韵味。

2、尊重学生个性化发展的行为。我十分珍视学生独特的体验、
感受和见解。鼓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倡导个性化阅读，
如教学中我始终鼓励学生多读多悟、心灵交融、读入文本、
读出个性。

3、正确对待语文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关系，即工具性是人文性
的基础，人文性蕴含于工具性之中。现在有的课堂教学为了
突显人文性，一味强调让学生感悟，而丢弃了作为第一性的
工具性，这是极为片面的。所以在本节课中我既注重传承祖
国的语言文字又关注学生的体验和发展，如：对“寒”字的
生成、理解。

4、创设了师与生平等对话的氛围。在本节课中我没有不厌其
烦地分析、讲解，而是积极地引导学生进行批注阅读，让孩
子们在读书中发现问题，在小组合作、讨论、交流、感悟中
解决问题，努力为学生营造一个宽松的学习空间。

5、通过课前布置学生查阅资料和课上播放影像资料等手段，
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拉近学生与文本的距离，为课文的理解
减缓坡度，为学生的自主学习做好铺垫，使得学生对一些重
点字词的理解能水到渠成。

由于受能力限制，我对新课标的理解和把握还尚有偏颇，在
教学中留下了很多遗憾，像教师的指导还是过多，放手的力
度还不够等等问题，真诚地恳请各位领导，老师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