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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
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项脊轩志的教学反思篇一

《项脊轩志》全文弥漫着浓浓的悲情，对美好读书时光的追
忆.以及对家庭衰败的哀痛,对已逝母亲祖母和情深意笃的亡
妻的无限怀念之情，更重要的是隐藏这些表象背后的大
悲——对自身坎坷命运，特别是仕途不顺，理想难就的悲。
这从对项脊轩的描写即可看出端倪：百年老屋，虽加修葺毕
竟是狭窄简陋的，作者却把它写得“姗姗可爱”。读书生活
难道不是艰苦的，孤寂的，作者笔下却是那样的怡然自乐，
都因为归有光胸中有通过科举光耀门楣的人生理想，因而身
居陋室而能甘之如饴。而且，作者为什么给自己的书斋命名
为项脊轩，肯定有寄托人生理想，希望成为家族的脊梁的寓
意。

另外，归有光对亲人的怀念之情和科举不利的伤痛密切相关，
不独祖母认为归有光将重振家声，给家庭带来希望，母亲和
妻子都对归有光在科举上寄予厚望，《先妣事略》一文中有
母亲中夜督促归有光暗诵《孝经》的记载，妻子魏氏也曾鼓
励他：“吾日观君，殆非今世人，丈夫当自立，何忧目前贫
困乎?”如今，斯人已逝，自己仍然在实现理想的`路上艰难
跋涉，于是感觉愧对家人的殷殷期望，怎能不悲从中来！更
明确的证据是，《项脊轩志》选入课本后被删去的一段中，
作者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志向。所以，怀念之情和身世之悲是
交织在一起的。



但是，在教学中没有把重点落在对亲人的怀念上，主要是出
于学情的考虑，学生基本上都能体会到对亲人的怀念。反之，
学生对主题仅仅是思念亲人吗？提出疑问。因此我把重点放
在主题的分析上。

从课堂实践的情况看，学生如果不能突破基本的文字障碍，
对感情的把握肯定会受影响。学生能在阅读中发现细节，并
体会平凡细节背后蕴含的深情，对情感的把握上也到位。而
我对学生的引导还不够，怎样更好的引导，更容易理解主题，
怎样给他们更多的时间交流都是需要改进的。

项脊轩志的教学反思篇二

高中语文《项脊轩志》课后反思所表现出来的应该自然亲切
姿态站在学生的面前，因为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二、师生互动如果前半堂课体现了师生良好的互动的话，那
么后半堂，凭借着我对课文的熟练程度，为了按计划进行，
我却忽略了这种互动的关系，导致课堂教学中规中矩，而学
生并没有成为课堂中的主体。在后来的评课中，虽然赵校长
等领导给以高度赞扬，认为我的文化底蕴是非常丰厚的，同
时也提出应当让学生真正的参与到课堂活动中来。我进一步
认识到，教师的知识底蕴是自然流露出来的，教师的语言和
思想本身就是知识和智慧的体现，绝非是为了完成计划而过
多地参与课堂。

三、课堂驾驭在鉴赏课文的过程中，我给学生提供了鉴赏的
方法，并引导学生逐层将方法落实到实践当中，积极鉴赏。
刚刚入境，下课铃响了，我预先想要进行的讨论，即把最后
的讨论鉴赏的环节加以升华，这一教学设想还未实现，但我
仓促结束这节展示课。这一地方的处理显然不够灵活，说明
我对课堂的驾驭能力还不够，对时间也没有很好的把握，使
得一节完整地可略有残缺。



四、经验不足在整个教学环节的.设计上，也有不合理的地方。
一是，最初读课文的环节可以删去，因为这是第二课时，不
是起始课，如果删去这一环节，把省下来的时间用到后面的
鉴赏上，无疑会为将鉴赏推向高潮赢得时间。二是，如果将
课堂的质疑和鉴赏融为一体，会不会更好呢？质疑的过程难
道不是在鉴赏么？鉴赏也可能包含质疑。

项脊轩志的教学反思篇三

《项脊轩志》主要记叙了一间读书小屋，几件家庭琐事，却
写出了青年主人公在这里的襟怀抱负，一家三代人的骨肉情
深。

叙述亡妻事，是上文写后五年补写的，仍取镜于项脊轩，用
笔委婉，含义深刻，悼亡之情、哀伤之感结于“亭亭如盖”
的枇杷树中。

全文取材似乎很散：亡母、祖母、亡妻生前细事一条线索；
我在项脊轩中的读书生活一线；项脊轩几经变化，归家从大
家族到中衰分家一线。时间从我小时候，到十九岁束发在轩
中读书，直至“现在”（指补写时），跨度很大。但细细观
来却井然有序。文章通篇以项脊轩空间环境为经，以时间人
事为纬，经纬交织，既书写了一家三代至深至诚的骨肉亲情，
又书写了青年主人公归有光在轩中的读书生活及理想抱负。
通过理清层次线索，很快就可以把握文章主旨，为进一步学
习打下基础。

项脊轩志的教学反思篇四

《项脊轩志》是一篇明代作家归有光的散文，也是传统的古
文篇目，我把这篇课文作为一堂备课组的公开课进行了讲授，
在教授这一课中，我有几点体会，现归纳如下。

读：研读文本，赏析品味是教读重点。在本课的教学中，我



注重了对学生的朗读指导，从朗读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为了更好的调动学生的阅读兴趣，我下载了视频朗读，在和
课文内容相符合的视频带动下，学生朗读的兴趣十分浓厚，
从这次教学中，我发现朗读也是发现问题、创设情境的一种
手段，应该结合分析贯穿始终。

通：对于本课的文言知识，由于我们已经经过必修的训练，
所以针对选修文言文，我采取了请同学自读自释，相互交流
的处理方式。这样设计是因为通过前段时间的学习，学生掌
握了一定的文言知识，具备了一定的文言阅读能力，而且明
清散文比较简单，学生阅读困难相对较小，针对高考文言阅
读为课外篇目，必须加强学生的自读能力的训练需要而设计
的。从课堂结果来看，效果还是不错的。

练：在疏通了文意之后，我设计了当堂练习，由于本课的文
言知识点是同学自读自释的，这个环节就很重要，在这个环
节中，学生可以发现缺漏并及时的补充上，以练代讲。

析：由于本课我上的是第一课时，所以在对文本的赏析上时
间分配的较短，我计划是从散文的文眼入手，向前后延
展。“然余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学生找到并不困难，
而且能够很容易的得出这句话在文章结构上的作用——承上
启下。以此为线索，首先向上延展。体现“可喜”之情的其
实这里有三小层：。分析“可悲”之情，首先得明白作者共
写了几件悲事，有哪些主要的人物。

最后的布置一小断仿写练习，对于这项作业，文科的学生兴
趣更高一些。理科的学生完成情况不是很好。

总之，这节课在上的时候朗读较多，对文言文分析的不到位，
下次上课的时候应该加强对文言文课文内容的分析。



项脊轩志的教学反思篇五

《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的编者在前言中指出：它着重从
文学鉴赏角度进一步引导同学们阅读古代诗文，编者把本书
的教学目标定位为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水平。《项脊轩志》
编排在第六单元，单元主题是“文无定格，贵在鲜活”。我
认为文无定格是说散文形式灵活多变，形式多样；贵在鲜活，
是说内容上贴近生活，深入到个人情感世界。《项脊轩志》
历来为人推崇的重要原因，就是作者善于选取生活小事，平
凡场景，通过细节描写，表达自己的感情。黄宗羲曾
说：“予读震川文之为女妇者，一往情深，每以一二细事见
之，使人欲涕。盖古今来事无巨细，惟此可歌泣之精神，长
留天壤。”可见前人对其细节描写和感情真挚的特点也颇为
赞赏。结合单元教学要求和文章特色，我选择了细节描写为
切入点，让学生学习在细节品味中体会和感受作者的深情，
在阅读实践中提高其鉴赏能力，话题就确定为“于细微处见
真淳”。

《项脊轩志》全文弥漫着浓浓的悲情，对美好读书时光的追
忆。以及对家庭衰败的哀痛，对已逝母亲祖母和情深意笃的
亡妻的无限怀念之情，更重要的是隐藏这些表象背后的大
悲——对自身坎坷命运，特别是仕途不顺，理想难就的悲。
这从对项脊轩的描写即可看出端倪：百年老屋，虽加修葺毕
竟是狭窄简陋的，作者却把它写得“姗姗可爱”。读书生活
难道不是艰苦的，孤寂的，作者笔下却是那样的怡然自乐，
都因为归有光胸中有通过科举光耀门楣的人生理想，因而身
居陋室而能甘之如饴。而且，作者为什么给自己的书斋命名
为项脊轩，肯定有寄托人生理想，希望成为家族的脊梁的寓
意。

另外，归有光对亲人的怀念之情和科举不利的伤痛密切相关，
不独祖母认为归有光将重振家声，给家庭带来希望，母亲和
妻子都对归有光在科举上寄予厚望，《先妣事略》一文中有
母亲中夜督促归有光暗诵《孝经》的记载，妻子魏氏也曾鼓



励他：“吾日观君，殆非今世人，丈夫当自立，何忧目前贫
困乎？”如今，斯人已逝，自己仍然在实现理想的路上艰难
跋涉，于是感觉愧对家人的殷殷期望，怎能不悲从中来！更
明确的证据是，《项脊轩志》选入课本后被删去的一段中，
作者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志向。所以，怀念之情和身世之悲是
交织在一起的。

但是，我在教学设计中并没有强调突出其身世之悲，而是把
重点落在对亲人的怀念上，主要是出于课堂容量和学情的考
虑，我觉得对亲人的怀念更容易引起学生的共鸣，以此为基
础才能保证体味感情的深入；反之，学生不大能够理解为什
么一个才华横溢的人要穷其一生去追求功名，也许有人会觉
得是浪费生命。要让学生真正理解身世之悲，需要补充大量
的背景资料，担心时间不足。其次，我把课堂教学定位为以
自主学习为主，又是借班上课，对学生的课前预习无法控制，
学生是在没有疏通文义的情况下进入课文的，课上要给学生
一定的时间对照注释疏通理解，否则体味感情的效果就会大
打折扣。

从课堂实践的情况看，学生如果不能突破基本的文字障碍，
对感情的把握肯定会受影响。但课文注释已经很详尽，学生
需要的只是足够的时间，如果能在课前借助注释理解大意，
即使基础较差的班级在课上完成细读欣赏是可以做到的。在
基础较好的班级，学生能在阅读中发现细节，并体会平凡细
节背后蕴含的深情，对情感的把握上也到位。而我对学生的
引导还不够，需要思考怎样在学生偏离学习目标时适时进行
适度的引导，既不能被学生牵着走，也不能生拉硬拽拖着学
生走。

但是，选修教材的教学与必修教材应有区别，不止把文言文
当做文章来教，还应努力挖掘其文化内涵。那么，怎样凸显
这篇文章的文化意蕴呢？让学生悟出作者是“借轩言志”是
一种思路，通过对第一段的赏析，如陋室中偃仰啸歌的自足，
“兰桂竹木”的象征意义等，明确作者在对轩的描写中寄托



了自己的人生理想。课后，我又想到另一种思路，仍从感情
说起，只是把重点放在科举不利在归有光心中留下的隐痛上，
进而探讨中国古代文人对“仕途”的追求及由此引发的痛苦。
中国古代文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以家国天下为终生的奋
斗目标。这样，能否做官就成为衡量文人成功与否的主要标
准。归有光这样的传统知识分子，十年寒窗，苦读诗书，为
的就是能金榜题名，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这不仅是重振家族
的唯一途径，也是他实现自我价值的必由之路，要实现兼济
苍生的理想，就要把满腹才学“货与帝王家”，才能得到施
展抱负的舞台，这与现代社会知识分子可以通过不同途径实
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截然不同。但是，由于科举制度的不合理，
选拔官员的数量有限，满腹的才学不足以通向仕途，归有光
式的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古代文人群体的悲剧。

归有光幼年颖悟绝人，九岁能成文章，十四岁应童子试，就
踏上科考之路，二十岁考中秀才，之后五次乡试，连连落第，
至三十五岁以第二名中举。此后，他一边讲学一边准备应试，
尽管此时他已经名扬海内，弟子满门，却接连八次落第而归，
第九次参加会试时终于中了个三甲进士，这时他年已六十，
距离开人世只有六年。归有光在当时文坛的影响颇深，仕途
上却是不折不扣的失意者，这使得他的悲剧具有了典型意义，
他的作品因此有了浓郁得挥之不去的愁苦。

读归有光的悲剧，就读出了古代文人共同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