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夜宿山市教案 夜宿山寺的教学反
思(通用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
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夜宿山市教案篇一

《李时珍夜宿古寺》记叙的是我国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不
顾年岁大，为修好《本草纲目》，让万民得福，他甘心住破
寺、啃干粮，在月光下认真记载寻访所得并亲自尝药材的事
迹，表现了李时珍不怕吃苦的可贵精神和严谨踏实的认真作
风。

在备这一课的时候，学生对文本的理解问题不大，难点在于
两个。首先课文是通过李时珍夜宿古寺这件普通的小事揭开
了他寻访生涯艰辛的一角。几乎没有吃过苦头的学生仅凭文
字的描述很难感同身受李时珍那种饥餐渴饮、晓行夜宿之苦。
解决这一难题我想了两种方法进行突破，一是让学生联系自
己的实际生活，通过强烈的对比反差谈李时珍在野外饱受的
让人难以忍受的风霜之苦，所以在课堂上就有同学通过对比
有了他们没有家人照顾，可能会得胃病等精彩的生成。二是
由于本课文字只能写出他吃的一部分苦，让孩子们借助有限
的文字插上想象的翅膀，对他吃的苦的理解会更加深刻，如
当学生根据课文内容谈完这座古寺的破败之后，我通过出示
图片的形式继续追问，这仅仅是一座破败的古寺吗？让同学
们更加深刻的意识到李时珍还要在野外面临着恐惧、危险、
孤独等别人难以忍受的痛苦。

《本草纲目》，了解它的在医学的巨大作用和价值才会真正
体会李时珍的为民着想。这一点我没有充分设计，只是多次



回环的朗读此句，似乎不能让学生走进李时珍的内心世界。
所以这一处可以修改为补充《本草纲目》相关资料，了解它
的在救死扶伤医治病人上的巨大贡献，从而联系到李时珍的
一心为民，学生就很容易理解了。

这次上课，首次正式采用了导学案的形式，发现了实施过程
中的一些优点和问题，值得我以后进行反思和改进。通过导
学案确实能一目了然的了解学生学的情况，由原来的听学生
说变为现在的看学生写。无形变有形，更利于教师对学生的
学习过程进行把控。教师在课堂教学时也就能做到有的放矢，
心中有数。同时，通过这节课我也感觉到传统课堂的热闹和
导学案的高效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有对立之处。课文中一些关
键问题的前置，让同学们提前展示了自己学的情况，但同时
也让他们失去了对此问题的新鲜感，在课堂上变成了看客。
好在这些矛盾的出现绝非不可调和。在问题的设置上，导学
案和课堂呈现体现一定的梯度，也许会调动起学生“够一够
摘桃子”的兴趣。

这堂课既有收获也有遗憾，本来可以更紧凑些，但是由于教
学经验不足，导致浪费了一些时间，不过这正是给我我今后
的努力指明了方向。

夜宿山市教案篇二

《夜宿山寺》是统编教材二年级上册的一首古诗，它是唐代
诗人李白所作的一首五言绝句。全诗用夸张的手法、绝妙的
想象，表达了诗人夜宿山寺身临高处的独特感受。前两句从
视觉上以夸张的手法烘托出山寺的高耸入云，后两句从听觉
上想象“山寺”与“天上人”相距之近，山寺之高也就不言
自明了。诗人发挥大胆而夸张的想象，极力渲染山寺之奇高，
淋漓尽致地描绘出山寺屹立山巅的非凡气势。

本节课的教学目标是：



1、认识“宿、寺”等6个生字，会写“危”等3个生字。

2、能正确、流利地朗读古诗，背诵古诗。

3、通过图文对照、想象画面等，大致理解诗句的意思，感受
山寺的高耸入云。

在设计课程时，我用两首李白的诗句导入，引导孩子认识李
白，接着读准字音，读通句子，引导孩子根据节奏读好古诗，
中间指导孩子用一个主问题来探讨，“你从哪感受到山寺的
高呢？”在学生的回答中讲解古诗，最后诵读古诗。

但是整节课下来，老师说的太多，课堂更像是引导孩子学习，
并不是孩子自主探究学习。

在课堂上，应该抓住寺庙之高，逐步引导学生找句子或词语，
看插图，说真实的感受，哪怕小孩儿说的语言不连贯，只要
能体会到这个意思就鼓励。再鼓励小孩儿把这种体会送到诗
句中，读一读。

整节课应该在在找词句，看插图，谈体会，读诗文中把课堂
气氛推向高潮，一定要利用好课文插图来学习。

设计之外，还应该在课堂上再放开些，亲切些，循循善诱，
才能引导学生一步步学习。

夜宿山市教案篇三

这节课的教学为古诗教学，主要任务为朗读、识字、读懂诗
意和背诵。由于作者是熟悉的李白，之前已经学过了他的
《望庐山瀑布》，所以借由回忆《望庐山瀑布》，来熟悉李
白以及李白的诗歌特点。识字环节中，交流了识字方法。然
后在朗读和了解诗意的方面花了比较长的时间。最后进行了
默写。



这节课整体下来问题挺多：一是学生的积极性、参与度不够。
二是课堂比较随意，包含板书和语言。三是对于学情还需要
进一步关注。

细想一下，对于这节课的改进，也有很多的地方。比如，在
识字时先提出学习要求，让小组长组织组员学习，相互说说
自己用什么方法记住了哪些字，强调合作与互助。在学写生
字的过程中，先让学生自己描红，初步体会生字的间架结构。
老师再进行范写，引导学生掌握生字书写结构。在朗读时，
方法要多变通一下，通过齐读、男女生赛读、小老师教读、
开火车读等方法反馈学习情况。理解与背诵环节中，结合插
图，用同学们熟悉的看图写话的方式，指导学生理解诗句。

通过这次讲课评课活动，学习及讨论反思，我深深感到自己
课堂教学的不足，在今后的教学中，不断虚心地向老师们学
习，改正自己教学中的毛病，努力地提高自身的素质和教学
的水平。

夜宿山市教案篇四

《夜宿山寺》是部编版二年级上册第18课《古诗二首》中的
一首，本首诗歌的教学目标：

1、学习6个生字，会写3个汉字。

2、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背诵古诗。

3、了解古诗《夜宿山寺》的内容，初步体会诗的意境，感悟
诗的意思，能说出从哪看出山寺很高。

本节课的成功之处：诗歌教学对我而言有一定的难度，其难
点在于如何引导学生感受诗人大胆的想象以及诗人对山、楼
之高的感叹赞美之情。在教学中，我采用了自育自学型的课
堂教学模式，通过设计四个活动，四人小组合作，认识生字，



读古诗，想象画面，理解诗意。在想象画面时，先组织学生
朗读诗句，然后小组合作为每句诗配上一个动作或手势，既
有助于背诵积累，有能帮助理解诗句的意思。这种教学方式
尊重了学生的主体性，对于低年级的学生，互相合作学习，
降低了学习的难度，提高了学习兴趣。

本节课的不足：在理解诗意，想象画面的环节中有点操之过
急了，没有给学生充分的时间让学生自己去理解，反复地练
习巩固，而是迅速地进入了下一环节，在以后的教学环节中
需要去改进。同时在引导学生理解诗人夸张手法的运用时，
做的不是很到位，在教学”恐惊天上人“时，学生质疑：天
上没有神仙，诗人为什么这样写呢？我直接告诉学生这里诗
人运用了夸张的写法，但是显然，孩子们对夸张这一修辞手
法并不是很理解，这一环节的教学需要我去思考。

改进措施：在今后的的教学中放慢速度放低要求，以孩童的
视角去思考问题、设计问题；同时在今后的教学中充分地备
自己，重视课堂的生成，打开陈旧的模式，放开想象的翅膀，
让语文课大语文化。

夜宿山市教案篇五

《夜宿山寺》是唐朝著名诗人李白写下的诗歌，本首诗歌的
教学目标：

1、学生能借助拼音正确朗读古诗，并能熟读成诵；

2、能在教师的帮助下大致了解诗句的意思；

3、初步感受诗人大胆奇特的想象以及对山、楼之高的感叹赞
美之情。

本节课的成功之处：



诗歌教学对我而言有一定的难度，其难点在于如何引导学生
感受诗人大胆的想象以及诗人对山、楼之高的感叹赞美之情。
在教学中，我把教学重点放在诗歌的朗诵上，在揭示课题理
解课题意思后，让学生自由读诗歌，然后通过指名学生读，
男女生合作读，分小组读等方式，让学生熟读成诵，初步感
受作者的思想感情。在理解诗歌意思时，我先让学生试着自
己说说诗句的意思，然后再逐步理解诗歌词语意思，让学生
对诗句意思有一定的理解。

本节课的不足：

在这一环节中，我觉得自己有点操之过急了，没有给学生充
分的时间让学生自己去理解，而是过于迅速地将诗句中字词
的意思告诉了学生，在以后的教学环节中需要去改进。同时
在引导学生理解诗人夸张手法的运用时，做的不是很到位，
在教学”恐惊天上人“时，学生质疑：天上没有神仙，诗人
为什么这样写呢？我直接告诉学生这里诗人运用了夸张的写
法，但是显然，孩子们对夸张这一修辞手法并不是很理解，
这一环节的教学需要我去思考。

改进措施：

在今后的的教学中放慢速度放低要求，以孩童的视角去思考
问题、设计问题；同时在今后的教学中充分地备自己，重视
课堂的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