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相思教学反思(模板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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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相思教学反思篇一

教学《长相思》之前，我布置了预习作业：

1、查阅资料，了解纳兰性德，简单的记录在书上。

2、读《长相思》和纳兰的《渔歌子》，思考：词人借《长相
思》表达什么情感？

上课伊始，我出示了一幅画作《枫江渔父图》，画作上题了
一首词，便是纳兰性德的《渔歌子》：“收却纶竿落照红，
秋风宁为剪芙蓉，人淡淡，水濛濛，吹入芦花短笛中”。课
前孩子们读过几遍，也结合了学习单上给出的注释了解到词
描述了夕阳西下，渔人收起鱼竿准备回家的场景。自己在读
此词时，有所感悟，也作了一幅画，当呈现在学生面前，他
们很快感受到了烟水蒙蒙中，渔人在船上悠闲自得的状态。
结合张志和的《渔歌子》，我引导学生感知文人的儒士情怀
是一以贯之的，这首词写出了自己的心志，若心中有太多的
不顺意，就写诗词调和自己。我让孩子们分享了课下查阅的
有关纳兰性德的生平、性格、人生经历等史料，进而引发他
们对“人淡淡，水濛濛”的思考，学生很快理解到纳兰淡的
是功名，是锦衣玉食下的皇权制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这就是他隐入画间的心事。眼前的现实与心中理想的矛盾交
织，使得他在康熙二十一年同皇帝塞外考察时，又增添了些
许愁绪，请看另外一首《长相思》。



朗读是解读文本的重要形式，本首词的教学充分发挥了读的
功能，自由读、师范读、小组接龙读、师生合作读等，让学
生在读的过程中认清字音、字形，把握词的节奏，同时在自
主朗读中结合注释理解文本大意，有些同学在分享过程中提
出了自己的疑惑，其他同学结合自己的预习记录给予了帮助，
我也根据了解的史料相机进行补充。

在朗读的感召下，我让学生结合词的上阙，通过想象，感受
纳兰性德的“征途”是遥远和艰辛的，此时纳兰在何处？同
学们关注到“身”字，远向榆关，进而出示山海关图片，介
绍了“榆关”的来历。当读到词的下阙时，我让学生回顾学
过或读过的边塞诗句，想象边塞的恶劣环境，帮助理解“风
一更，雪一更”的恶劣之感，通过对比，学生们想象并感悟
家乡的美丽、安宁与温馨。由此引导学生关注到词中纳兰发
出的感慨，关注到一个“心”字，虽身在榆关，但心在故园，
词人“聒碎乡心梦不成”，你能感觉是什么梦不成吗？孩子
们众说纷纭，是自由之梦，是追寻自我的梦，是安稳生活的
梦……我想，纳兰的心事，我们也略知一二了，带着体会我
们又一次诵读了这首词。

长相思教学反思篇二

《长相思》是一首描写边塞军旅途中思乡寄情的佳作，下面
是由小编为大家带来的关于长相思教学反思，希望能够帮到
您!

《长相思》是描写边塞军旅途中思乡寄情的佳作，是一首脍
炙人口、情深意长的著名诗词。一程山水一程歌，一更风雪
一更愁。纳兰性德在随扈东巡、去往山海关途中，写下了这
首思乡之曲，成就千古名篇。纳兰性德是通过写景和叙事两
个方面来倾诉自己的心声的。他在途中遭遇风雪，辗转难眠。
途经一道道山，一条条河，休息时连思念家乡的梦也被嘈杂
的声音破坏得支离破碎。他抬头望月，想起家乡那安宁、祥



和的生活，不禁泪花闪闪。

为了更好地体会作者此时的心情，我让学生想象作者家乡温
馨和谐的画面。在音乐声中，我深情诵读这首词，学生闭起
眼睛，构思着一幅幅别致幸福的场面。

有的说：“我看见了纳兰性德的家乡鸟语花香，他们一家人
围坐在一起，聊天，说笑，好不热闹。小孩们在巷口玩耍嬉
戏，姑娘们坐在门口绣花;放学归来的孩童放下书包，放起了
风筝，有的还把花做成花环戴在了头上，家乡一片生气勃勃。
”

有的说：“我看见了晚上月光皎洁，群星闪烁，作者的亲人
坐在窗前欣赏着明月，不远处时时传来鸟儿唧唧的叫声，花
儿合上那美丽的花瓣，似乎也与作者的亲人一样，静静地期
待纳兰性德与他们团聚。

我见学生热情高涨，继而让他们在小组内交流，从而更加明
确纳兰性德投军从戎，征战疆场的心声。作者为了壮志和理
想，忍受着思乡之苦，饱受着思想的孤独和寂寞，着山一程，
水一程，程程都是——长相思。风一更，雪一更，更更唤
醒——长相思。舍小家顾大家，赤子之心全都化作——长相
思。

放飞孩子的想象，可以激起更多的创作火花。这句话，在进
行的古诗词教学中我运用了，受益匪浅。

对于学古诗，学生已经习惯于读读诗句、说说诗意，理解理
解诗人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这样一节课下来，按道理说，
学生已掌握得差不多了，但总觉得缺少些什么。细细想想，
学生了解得只是表面的、肤浅的知识点，而没有真正地、深
入钻进古诗句之中，因此学习起来平平淡淡。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在教古诗词三首时，我进行了尝试。前



两首《泊船瓜洲》和《秋思》让学生进行想象，但效果不太
明显。而最后一首诗《长相思》有两个地方让学生进行了想
象，在帮助学生理解诗意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长相思》中第一句中描写将士们跋山涉水行军的艰难，如
何让学生去体会呢?我引导学生说“你们想象一下，他们的行
军途中会遇到什么困难?”经过几分钟的思考，有的学生说他
们的鞋磨破了几双，有的说他们的脚磨出了鲜血，有的还想
到了在翻山越岭掉到了山崖，有的则拿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
来对比……这些想象，使学生深切地体会到了当时在交通不
便的情况下，将士们到边关应征的艰辛。

《长相思》中第二句中的“故园无此声”怎样来和将士们在
野外露营对比来表现思念家乡呢?此时，我让学生闭着眼睛，
想想将士们没有出征前在家里有哪些事呢?有的学生则认为：
在寒冷的风雪之夜，儿女熟睡了，妻子在灯光下缝补衣服;有
的则说一家老小正围着火盆说着话;有的说妻子和儿女盖着厚
厚的、暖暖的被子做着好梦……学生的这些想象，是我没有
想到，但我给他们提供了机会，那样他们的思维得以在更大
的空间里得到充分的发挥。

教学《长相思》这首诗词，设计的两处想象，很好地帮助学
生理解了将士们行军之难，思乡之深，比起干燥无味地讲解
诗意，强加给学生理解诗人的思想情感，我认为这是两种不
同的效果。

长相思教学反思篇三

生命是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过程，简单得如草木一秋，落花
飘零。生命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庄子的笔下，她是鲲鹏
展翅搏击长空的自由；在杜甫的笔下，她是“安得广厦千万
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豪迈与忧思；在纳兰性德的笔
下，她是戍守边关与思恋故园这层层叠叠的感伤累积成的厚



重。

本课出现在小学语文第九册，五年级的学生情感体验与人生
积淀还很单薄，如何让他们走进纳兰性德性德的心里，揣摩
词人的情感，这是最为困难，也是最为关键的。如果按照传
统教学一字一句地解释，必将此词弄得苍白无力，支离破碎。
假如纳兰性德在世，定会感叹：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所以我在教学时通过朗读、揣摩、想象，感悟领会词人的情
感，倾听他心灵深处的最强音。

其一，朗读，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的重复。从开始的初读、
有节奏地读、有韵味地读，到品读、赏读、想象读、教师范
读、入情入境的读，在读中升华情感。特别是教师关键时刻
深情地诵读，真正地、巧妙地将学生带入一个玄妙的境界。

其二，调动学生心中的积极因素——当导演，这是他们心中
梦寐以求的，最时尚、最喜欢的，哪个不跃跃欲试，撷取词
中闪现的最珍贵、最打动人心的场景。那么这些就是孩子们
对文本深刻的认识与解读，并通过语言的描述呈现出来，这
就是我们心理学上所说的再造想象。

其三，再造想象不能算是最为彻底的激发孩子们潜藏心底的
情

感，教学中我让他们经历创造想象的心灵历程：想象故园的
亲人思念纳兰性德性德的情景，并且与词人面对面地对话，
使纳兰性德性德所做的、所感受的、所呼唤的找到了真正的
知音。

纳兰性德性德的生命是短暂的，然而他的生命却是最为厚重
的，孩子们领略到了。



长相思教学反思篇四

放飞孩子的想象，可以激起更多的创作火花。这句话，在进
行的古诗词教学中我运用了，受益匪浅。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在教古诗词三首时，我进行了尝试。前
两首《泊船瓜洲》和《秋思》让学生进行想象，但效果不太
明显。而最后一首诗《长相思》有两个地方让学生进行了想
象，在帮助学生理解诗意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长相思》中第一句中描写将士们跋山涉水行军的艰难，如
何让学生去体会呢？我引导学生说“你们想象一下，他们的
行军途中会遇到什么困难？”经过几分钟的思考，有的学生
说他们的鞋磨破了几双，有的说他们的脚磨出了鲜血，有的
还想到了在翻山越岭掉到了山崖，有的则拿红军二万五千里
长征来对比……这些想象，使学生深切地体会到了当时在交
通不便的情况下，将士们到边关应征的艰辛。

长相思教学反思篇五

只有梦想，才能超越，才能摆脱平庸。

看到这句话，鼓起我静下心来写教学反思的勇气。

想起今天要上此课，昨天就观了xxx老师的《长相思》，并相
应做了些记录。边听边感叹，上得真好，早听就好了。王老
师非常注重引导学生对这首词的朗读，读的次数非常多，读
的要求与层次在不断提高，如果细数应该多种形式读了几十
遍；老师研读教材、处理教材的能力真的是顶呱呱，这首词
的核心内容被他囊括成两个问题：纳兰性德身在何方？心又
在何方？直指诗人的内心情感世界。

当然接下来的闭上眼睛想象画面，练写作者的家乡又会是怎
样的画面，叩问作者为什么不回家，继而领会他不是“轻别



离”，而是保家卫国，重任在肩，如同剥笋一样，让大家看
到诗人及作品的最本质，水到渠成。遗憾的是这堂课整整上
了六七十分钟，而我的课堂只能四十分钟，移植，删减，取
其精华，于是我信心满满地等待着上课铃声。

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

1、上课伊始，也学着让学生读，读准确，读出节奏，读出味
道。（这是初读，多种形式，直至读准、读熟。我的指名读
与齐读等在实际操作中没有把握好，不到位，读得还不够，
因为还有学生读错。）

2、然后，我也像王老师一样问：“词读到这，你的脑海里边
留下什么印象和感觉？”，这是学生对诗的整体把握和整体
印象，学生答“对家乡的思念，梦做不成，觉睡不好”以后，
老师接着说，把这种感觉读进去，读到字里行间。（读熟后
的整体感受，再带着感受读。现实中，学生读得不够入情，
没有读出自己体会到的；或者有体会的不多，还是有点流于
形式。）

3、学生自学，同样像我上《渔歌子》一样，借助注释、插图，
思考这首词大概的意思。我上《渔歌子》抛出了同样的问题，
但是没有提炼，没有老师的深度引导，只停留在表面的字词
句意思理解，而且这种理解是学生浅浅的，没有内化的，所
以是失败的。名师就是名师，在这点上，他让学生反馈自学
成果时，是提炼成两个问题：作者的身在何方？心在何方？
这是老师深钻教材、巧妙处理教材的能力，也是我要花大力
气补习的。通过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学生深刻领会到作者的
身在征途，心系故园的身心分离。老师再让孩子试着读一读
那种身心分离的感受，并指名读。（更深的领会词意，再读
出情感。学生两个问题解决，领悟到了，但是给读的时间还
是不充分。）

4、老师配乐范读，学生闭上眼睛，你眼前仿佛出现了什么样



的画面和情境？意在让学生走进纳兰性德的生活和世
界。“睁开眼睛，你仿佛看到了什么，听到什么？你仿佛处
在一个怎样的世界？”然后话锋一转，他的家乡又会是怎样
的画面，在教师的语言创设情境的引导下，学生练笔。（此
处省略，只让学生稍稍说想象到的家乡情景。）

5、学生反馈家乡的鸟语花香，亲情暖暖，接着，王老师调控
节奏一转，整个课堂的情绪一变，“但是这样的情景都破碎
了，在这里没有……有的只是——读词；没有……有的只
是——读词，没有……有的只是”学生深情款款诵读《长相
思》。（此处设计很好，学生对身心分离体会得更深刻，朗
读的情感更饱满。此环节已经没有时间了。）

6、反问纳兰性德：“为什么要从军，不早点回家？”引出纳
兰性德的其他诗句——问君何事轻离别，一年能几团员月，
引申到当时的背景，作者是康熙皇帝的一等侍卫，保家卫国，
重任在身。再读《长相思》（联系时代背景体会词的感情。
课堂上稍稍点到，觉得也可以了。）

诗词教学重在诵读，重在对其深厚情感的整体把握，老师看
似有意引导步步深入，却又不露痕迹，这是最高明的境界。
回首名师课堂，反思自己课堂，大体把握得还不错，但是需
要加强的有如下几方面：

1、自己研读教材的能力还要加强。加强自己的理论学习，多
观名人课堂，多实践，争取每周上一节精心准备的好课，并
撰写反思。

2、课堂的反馈机制和调控能力还要多加磨练。

3、还要加强自己的文学修养。

路是自己走出来的，望语文教学道路能够越来越宽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