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部编版二上古诗两首教学反思 古
诗两首教学反思(精选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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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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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编版二上古诗两首教学反思篇一

在教学《古诗两首》时，我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
习方式。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在教学过程中，要爱护
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
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中年级的学生已有一定
的知识基础和学习能力。在本节课教学时，根据学生的身心
发展，选择安排了学生自学的基本步骤，设计了这样的过程：
1、自己正确读古诗，对不认识的字，可以查字典;2、把诗读
给小组内的同学听，评评谁读得好。(小组长先读，组员依
读);3、借助注释、图画自己理解诗意;4、小组合作讨论，归
纳总结出完整的诗意;5、画出不懂的地方，提出疑难问题大
家解决。课堂上，学生兴趣盎。

这节课，较大的突破就是改变了古诗教学由老师牵引着学生，
逐字逐句串讲诗意的传统做法。课堂上，从学生自由背诵学
过的古诗开场，引出今天要学的两首古诗。而后，安排自学
时间，使学生有一个潜心读书的过程。在充分自学的基础上，
让学生汇报“读懂了什么”，师生共同讨论，互相补充。对
于学生没有弄懂的问题，老师安排了质疑环节，启发学生共
同探讨。在朗朗的读书声中，在学生自由发表意见的探讨中，
完成了教学任务。这种设计，体现出对学生的尊重和信任，
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了学生，使学生真正成了学习的主人，
老师只是一个参与者、合作者。



为了改变串讲串问的教学结构，我抓住重点进行教学。两首
古诗没有平均地使用力量。《夜书所见》和《九月九日忆山
东兄弟》相比，第二首易学好懂。于是我把第一首诗作为教
学重点，又抓住第一首诗中插图的运用，为重难点的突破口。
因此，增大了这节课的教学容量，节省了教学时间。

部编版二上古诗两首教学反思篇二

草满池塘水满陂，

山衔落日浸寒漪。

牧童归去横牛背，

短笛无腔信口吹。

【到诗里去寻】

片断一：池塘与陂

师：通过预习你们都了解些什么？我们一句一句来交流一下。

生：我知道第一句中“陂”就是池塘。

师：那“池塘”在这里是什么呢？两个池塘不是重复了吗？

学生一时发楞。

师：再读读这一句。（师跟着一起读，有意识地强调了一
下“草”，学生顿时纷纷举手）

生：这里的“池塘”是堤岸的意思。（生将“堤”读成了ti）

生：因为这里说“草满池塘”，草长在堤岸上的。



师：有道理，现在谁能连起来说说这一行诗？

生：池塘的堤岸上长满了绿油油的水草，池塘里涨满了水。

片断二：诗描写的是什么季节？

教学第一二行诗句之后

师：诗句描写的是什么时候的景色？

生：傍晚。我从“山衔落日”看出。

师：对，那你们知道正是什么季节？

生不假思索：春天。

师笑：春天的草没那么茂盛。现在可是“草满池塘”。（那
个学生吐了吐舌头）

生：我知道是“夏天”。

师：那为什么是“寒漪”？夏天可是很热的哦。

生：应该是秋天吧。

师：你们两正好中和一下，正是“夏末秋初”的时候。

（“夏末初秋”是教参上的标准答案，这四个字没有简单的
告诉，而是引导学生根据诗句提供的“线索”进行推理。
让“夏末秋初”形象化。）

【用图画来解】

师：“草满池塘水满陂”是怎样的一幅景象？谁愿意来画一
画？



一生上前板画。

师：谁能建议一下，草要画得怎样？

生：草长得很茂盛，要多画一点。

师：看来一个人是不够的，你愿意一起画吗？

生喜形于色。

更多的学生也想去画。

师：我们来通过朗读表现出来。一生读。（没有读出味）

师：草好像还不够多。

一生再读。

师：多一点了，可是还不够。（转过头对板画的学生）你们
要加油，他们读不出可能就是你们画得不够茂盛哦。

生再读。齐读。

此时，黑板上学生已经完成。池塘周围长满了草。

师：读得好，画得也好。那“山衔落日浸寒漪”能不能画出
来呀？

生：行！（生画。最后将一轮红日画在两山交界出，露出半
个脑袋。

师：你为什么这么画？

生：因为这是落日，它渐渐西沉。



师指着板画：看看这时的青山和太阳像什么？

生：太阳像被青山含在嘴里。

师：“含”应该是看不出的。想想换个词。

生：叼在嘴里。

生：衔在嘴里。

生：一块肉。

师：不美。

生：像一颗红宝石。

师：好！

师：“山衔落日”画得不错，但“浸寒漪”可有点难度，怎
么画？

生：在池水中画落日的倒影。

师：池水怎样？

生：池水要泛起细小的波纹。

师：那倒影应该怎样？

生：不是完整的影子。

师：是不是这样。（因为有一定难度所以师板画）

生：哇，是这样的。



师：水中红日的倒影像什么？

生：像红玉。

师：好，不过现在这块“红玉”被波纹打碎了。

生：像红纱巾。

师：真美！给人感觉柔柔的。

【在笛声中悟】

牧童晚归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

师：你们看到了什么？

生：我看到了牧童横坐在牛背上。

师：为什么要横坐着呢？

生：可以欣赏风景。

生：他在吹笛子。

师：哦，你还听到了什么？

生：听到了笛声。

师：请同学们闭上眼睛，用心听。（师请一个竖笛组的同学
拿出笛子，教室里清脆的笛声响起。学生发出惊叹。）

师：好听吗？可惜今天该同学没带笛谱，只能随意的吹上一
段，不成调。诗中也有个词是不成调。

生：无腔。



师：从无腔的笛声中，你体会到牧童此时的心情了吗？

生：他很高兴。

生：很悠闲。

生：很自由自在，信口吹来。

师：对，成不成调已经不重要，牧童借着笛声表达自己愉快
自在的心情。是吧？

生点头。

师：这仅仅是牧童的心情吗？

生思索：还是诗人雷震的心情。

生：还是我们每一同学的心情。

师：说得好，真正读进诗里了。我们一起把这种情读出来。

生齐读全诗。（师拿起竹笛为生配乐。）

学生读完了，袅袅笛音缓缓结束，诗情在笛音中流淌。

【教后思】

古诗的学习往往会陷入“简单的告诉”之中。教师依仗的是
教参上的标准答案进行教学，而学生也可以通过形形色色的
诸如课课通等资料了解字词诗句的含义。古诗教学就在师生
搬运标准答案的过程中进行。标准答案要不要？对于字词的
准确理解肯定是要的，但决不该是简单的告诉。教师要引导
学生读进诗中，到诗中去寻去解去感去悟。

古诗含有丰富的意象，一首诗就是一幅画。古诗又是极具音



韵节奏的美感，是一曲意蕴悠远的古曲。教学中以画配诗，
画解意，以乐配诗，乐促情。营造浓浓的诗境，让学生入情
入境领略诗之形、诗之蕴、诗之情。

部编版二上古诗两首教学反思篇三

（“寻隐者不遇”和“所见”）教学反思：为了进一步培养
学生的语文能力，在备《所见》一课时，我在最后设计
了“续编故事”这一环节，这和练习册上的一道拓展题不谋
而合。如何才能激发学生的兴趣，让他们展开想象的翅膀呢？
在思考了一番后，我决定在上课伊始就创设一个讲故事的氛
围，让学生觉得学古诗是很有趣的事。首先，我是这样导入
的：“同学们，老师知道你们十分爱听故事，所以今天这节
课上，我们就来讲故事、听故事，大家喜欢吗？”学生齐答：
“喜欢！”接着，我出示教学挂图，请学生仔细观察后编故
事。我是这样启发的：“同学们，这是一幅画，这幅画画了
一个故事，你们能讲讲吗？请仔细看这幅画，把这幅画所画
的故事讲出来。这是大家的强项，相信大家一定能讲好的，
我就等着听故事啦！”于是学生开始自己练习讲。几分钟后，
大部分学生举起了手，我请了两个人来讲。这两个人既把画
面上的情景全讲了出来，而且还十分流利，这是我没有料到
的，也许是我的启发起了作用。在表扬了一番后，学生想讲
的兴致更浓了。紧接着，我引出了作者和诗题，我是这样说
的：“清代有一位诗人叫‘袁枚’，他来到乡间，正好看到
了这一幕，就用诗把它记录了下来，题目叫《所见》。”我
就介绍了诗人，开始学诗。由于有了前面的铺垫，我就放手
让学生两人小组自学，效果很好，学生对诗句理解得很到位。
最后，我让学生续编故事：“这个有趣的故事我们通过看图
和读诗已经弄明白了，可故事似乎还没有讲完，接下来会发
生什么事呢？你能发挥合理的想象，编下去吗？”学生开始
轻轻地说，渐渐地声音大起来了，我知道学生已经进入了情
景。不一会儿，有学生跃跃欲试了。我等几乎没有声音后请
了五个学生讲，有的说蝉被牛的叫声惊跑了；有的说牧童很
聪明，回家拿工具把蝉捉住了；有的说牧童很性急，徒手去



捉蝉，结果吓跑了蝉；有的说蝉被牧童捉住后又放了。说得
头头是道，条理清楚。我不禁感叹：学生的想象力需要教师
去激发、培养。我还追问学生：“那你希望看到什么结果呢？
为什么？”大部分学生都说蝉逃走了，因为他们不想看到蝉
被人捉住后的可怜样，希望人和动物和谐相处。多么好的理
由啊！我想：这教书又育人的目的应该达到了。

部编版二上古诗两首教学反思篇四

这两节课的教学内容是北师大版小学数学二年级上册第一单
元乘法的初步认识。有二个知识点：一是初步认识相同加数
及相同加数的个数，从而引入乘法，这是一条主线。二是乘
法算式的写法和读法，这是理解乘法的意义和实际计算的基
础。教学难点是识别相同加数，理解乘号前后两个数所表示
的不同意义。通过以上对教材的理解和分析，我确定以开放
式的课堂教学。

乘法的初步认识它是建立在学生已经学过加法、减法，这一
节是学生学习乘法的开始，由于学生没有乘法的概念，加之
这个概念又难以建立，在这种情况下，我从生活经验出发，
层层深入地逐步完成对乘法意义的体验教学过程，从学生喜
爱的谜语为切入点，抓住学生的心理年龄的特点及心理需求，
因此从课堂一开始孩子们就产生了极大的热情和兴趣，为课
堂教学的顺利进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然也存在以下几个不足：学生的观察不够仔细，表述上感
觉也有些欠缺；有个别学生不能列出正确的乘法算式，影响
了教学效果。

部编版二上古诗两首教学反思篇五

在教学中，我主要引导学生从以下几方面将两首诗比较异同：

不同之处：



1.抓住背景，一是“安史之乱”，一是“金兵南侵”。由于
诗人所处的历史背景不同，他们的经历也各有跌宕。要想理
解诗人内心的情感，就必须要有时代背景作铺垫。所以，在
课前，我就要求学生查找有关诗人生活年代的情况——“安
史之乱”和“金兵南侵”的相关资料，为更好地体会诗人的
爱国之情奠定基础。

2.抓住作者，一是唐朝，一是宋代。杜甫是唐代著名诗人，
被人誉为“诗圣”，而他的诗又记录了相关的史实，被人称为
“诗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乃杜
甫的“生平第一快诗”。而陆游，是南宋著名诗人，一生作
诗九千余首，可谓“多产诗人”。《示儿》是他的“绝笔
诗”，相当于遗嘱。

3.抓住插图，一是“意气风发”，一是“抱憾终老”。在教
学中，我觉得书上的插图也应发挥作用，用来帮助学生理解
诗人所要表达的情感。《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那幅图中，诗
人一家内心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漫卷诗书”的场面也表
现得十分直观。而《示儿》一图则显得哀伤而凄凉。弥留之
际的陆游，在孤灯残烛的映照下显奄奄一息。在布满皱纹、
饱经沧桑的脸上，挥之不去的是遗憾之愁云。在这样的画面
映衬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读来催人泪
下。

5.抓住文体，一是律诗，一是绝句。教学中，可相机让学生
认识律诗和绝句的区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共有八句，
每句七个字，是一首七言律诗；而《示儿》共四句，每句七
个字，是一首七言绝句。

二。相同之处：

虽然两首诗有着诸多的不同，但诗人所要表达的情感却是相
同的，那就是内心无比强烈的爱国之情。在《闻官军收河南
河北》中，通过写诗人听到失地收复的喜讯后极度的喜悦和



急切还乡的心情来体现；《示儿》则通过诗人临终前的牵
挂——“但悲不见九州同”来表达。一喜一悲，难以掩饰的
是杜甫和陆游拳拳爱国心。

整堂课上下来，感觉效果一般，学生感兴趣的倒是“安史之
乱”和“金兵侵宋”的史实。在诗意的理解上，由于学习基
础的缘故，学生还存在着一定的困难。而我自己也是初次尝
试这样的方式，所以感觉要讲的东西太多，很多时候是自己
在唱“独角戏”。我想：以后再上这一课的时候，第一课时
的准备工作要做得更为充分些。如果有条件，可适当运用一
些媒体资源来辅助教学。另外，在诗句的朗读上，我觉得对
学生的指导还不够，自己的范读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部编版二上古诗两首教学反思篇六

《古诗两首》是苏教版二年级下册的一篇课文，这一课的内
容是两首描写春天的古诗，《春雨》表达的是对春天的喜爱，
而《春晓》则侧重诗人爱春、惜春的感情。在备课的时候，
我感受到无论是生字还是重点词的意思，第一首诗都比第二
首难理解一些。因此将两首诗分两个课时分开教学。如何上
好古诗教学的课文，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是本堂课的教学重
点及难点，我是这样做的：

本课7个生字，有6个是左右结构的生字。我同时出示“乃、
随、潜、润、细”几个生字，让他们自由识记。接着我
问：“你已经会写了哪个字是用什么方法学会的？”在交流
的过程中，孩子们纷纷发言：“细”用“绞丝
旁”+“田”；“潜”用“三点水”+“替”；“润”用“三
点水”+“闰”这几个字的书写，孩子们很快就解决了。接着
我就让学生给这些字分别找找朋友组组词，他们还是学的很
积极主动。对于另外一个生字“乃”字，我让学生书空笔顺，
解释了这个字的意思。

学生在《古诗文诵读》里早就背过，重点是理解意思，我围绕



“好雨”一词让学生探索：哪里体现出是“好雨”？学生首
先找到的是“润物细无声”，说明对第一句“好雨知时节，
当春乃发生”还不太理解。我通过课件中的图片让学生去感
受春雨及时的重要性，学生很快体会到春雨的及时。最后让
学生再读原题《春夜喜雨》，感受春雨随风悄悄地飘洒下来，
无声无息地滋润万物。体会诗人赞美春雨的及时无声的滋润
着万物的生长。抒发了对春雨的喜爱之情。

上课的时候，由于经验不足，当学习“为什么说这是一场好
雨呢”时，学生说雨下的很及时，没有给予肯定，有些欠缺。
今后还需锻炼自己的课堂驾驭能力。整个课堂教学节奏比较
紧凑，关注了重点词的理解，并让学生整体把握了全诗。总
之，要帮助学生归纳学习方法，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只有
关注了学生的发展，全方位的学习，多角度的锻炼，才能真
正的驾驭课堂。

部编版二上古诗两首教学反思篇七

4古诗两首《江南春》反思：

春的景致直观地带给人美好的遐想，那么怎样和学生一起品
味春色呢？那就把诗意和儿童的生活经验联系起来，把读诵
积累与情意熏陶结合起来。《江南春》就是将春景与情结合
在一起的诗，可以读出诗人用“春”创造出一种“责任”。
它不能非常透彻地讲给学生听，也许我们不能借古说今，但
背诵这首古诗，积累这首诗，给予学生不应该是单单一首诗，
应该把思想还给学生。杜牧看到这一切，以诗的方式记载着
历史。诗人是创造者，创造者本身就具有敏锐的观察力，这
首诗其实把这一切也都写了进去。虽然我们不能告诉学生这
么多，但通过点拨引导现在的学生做个有思想的人。在读通
诗句的基础上，我引导学生划出自己不理解的字、词，查字
典或同学之间讨论，说说“莺啼”、“绿映红”、“酒旗
风”等词语的意思，再让学生自由串讲诗意：千里江南，到
处莺歌燕舞、绿数红花互相掩映。有临水的村庄，依山的城



郭，酒旗在空中飘荡。南朝留下的四百八十座寺院。那许多
宏伟的楼阁，笼罩在朦胧烟雨中。再让学生找一找江南春描
绘了那些景物？表达了作者什么样的感情？这样朗读诗歌、
背诵诗歌就容易了。

4古诗两首《春日偶成》反思：

程颢的《春日偶成》比较简单，这是一个老人眼中的春天，
那种快乐，从“偷闲”两字可以读出来。老人如玩童，这是
一个人返朴归真的表现。我教此课，引导学生在大体理解诗
句意思的基础上，通过看图朗读、听音乐朗读，媒体出示等
多种形式反复体会诗歌的语言和意境，边读边想像，让学生
真正体会诗歌的语言美和意境美。

4古诗两首《春日偶成》反思：

程颢的《春日偶成》比较简单，这是一个老人眼中的春天，
那种快乐，从“偷闲”两字可以读出来。老人如玩童，这是
一个人返朴归真的表现。我教此课，引导学生在大体理解诗
句意思的基础上，通过看图朗读、听音乐朗读，媒体出示等
多种形式反复体会诗歌的语言和意境，边读边想像，让学生
真正体会诗歌的语言美和意境美。

诗是美好的创造，学生在教室里读着，肯定不如到生活中读
着，肯定不如到春天中读着。而春天的诗可以说非常多，这
两首诗学完后，引导他们继续寻找，尽可能地多研究几首，
这对于他们综合了解春天，了解春天其它方面负载的东西，
这对于学生的成长是有利的。领着孩子们走在松软的土地上，
感受春光明媚，沐浴在充满暖意的大自然中，来一起背诵描
写春天的古诗，是最好不过的了。我和学生一起搜集描写春
天的诗，来朗读、背诵，效果非常好。

《咏柳》



贺知章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绝句》

杜甫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

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江畔独步寻花》

杜甫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

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忆江南》

白居易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游园不值》

叶绍翁

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部编版二上古诗两首教学反思篇八

在古诗的教学中，我们应该先让学生读，那么应该读到什么
程度才行呢？要读到能把作者的思想感情读出来才行。那要
怎样才能把作者的思想感情读出来呢？这就是古诗教学中重
点讨论的问题了。我们应该先让学生了解古诗的背景和古诗
所写的意思以及古诗所描绘的情景，以此来设身处地地体会
作者当时的想法和想说的话及当时的思想。

在《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的教学中我是这样做的。
首先，我让学生了解了古诗的题目，然后再让学生通过古诗
中字词的意思了解了每一句古诗的意思。并想象古诗中所描
绘的依依分别的情景。然后我就告诉学生这一首古诗的大体
背景：李白与孟浩然在这里谈古论今已经好长时间了，而且
彼此在一起谈得很投机，彼此作为好朋友真是难舍难分。可
是孟浩然却必须有事要离开这里到扬州去，于是两个人不得
不分开，那么，两个人分别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语气读呢？
学生说：应该用难舍难分的语气、用依依不舍的语气、用想
留下孟浩然但又不能不让他走而叹气的语气……学生们就能
够把思维拓展出去了。

这样让学生再去读学生就能够有一定的语气了，于是再加上
范读和渲染，学生再跟着朗诵。就这样多种方式让学生体验
古诗所包含的意思及作者的思想感情，能够了解古诗的意思
再体会感情再范领读的方式，让课堂达到了最高潮，也使学
生能够忘我的表演朗读，从而引出他们分别时会说些什么。
学生就畅所欲言，很有的说了。

总之，我们就想尽办法让学生能够在教师创设的情景中去学，
学生能够学习，才能够提高我们的教学效率，从而为教育教
学质量的稳步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