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征的教学反思成功与不足 七律·长征
教学反思(实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
要的朋友。

长征的教学反思成功与不足篇一

《七律长征》是毛泽东同志在红军长征胜利结束时写下的一
首诗。它是毛泽东为纪念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作。
作者以其军事家高瞻远瞩的眼光和诗人豪放热情的气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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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豪迈情怀。

首先介绍有关长征的资料，使学生对长征有必须的了解，再
透过课文中注释，从字里行间大致了解课文资料。

个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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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透过吟诵，体
会诗的音韵美和节奏美，逐步培养欣赏和朗诵诗歌的潜力。

诗人运用比喻、夸张的手法，创造出新的艺术境界，例如:五
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突出了乌蒙山的高大险峻，
可在红军战士眼中它们但是是细浪和泥丸而已。足见红军的
顽强和乐观。在学习课文时，把诗歌反映的具有高度集中性
和跳跃性的生活资料，人物形象透过想象加以充实，加以补
充，使画面呈此刻学生面前，很好的理解课文资料，如为了
更好地理解“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诗句



中“暖”和“寒”在句中的意思，就及时地补充了长征途中
红军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的视频。这样学生轻而易举明白
了既表达了红军巧渡金沙江后的喜悦，又表现了夺取泸定桥
的惊心动魄，从中体会到了红军的神勇无比。

把这一课真正上成读书课，透过反复情感朗读，读出诗的意
境，读出红军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长征的教学反思成功与不足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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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四个活动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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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征的教学反思成功与不足篇三

今天是一个紧张又收获满满的日子。我开始上公开课《七律
长征》。

上课伊始，我采用视频，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同时也让学生
了解长征的历史，为下面朗读做铺垫。新授时，我采用各种
形式的朗读让学生读，读准确，读流利。为了加深学生对诗
意的理解，我采用小组交流的方式，交流每联的解释。当然，



我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对自己所交内容的教学重点把握不够
准确，也正是因为此，课堂的时间没把握好。

课后，李校长和其他老师对我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也让我从
本次公开课中成长许多。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谢谢!以
下是我根据各位老师的意见所整理，与大家共勉。

首先，朗读不充分。不管是老师带读，还是学生读，都缺乏
目的`性。朗读的时间虽有，但仍缺少时间。众位老师都指出，
在充分朗读后，可以以读代讲，结合图文，理解诗意。这样，
本节课的教学目标就能达到。在读的方式上，可以先听老师
范读或听录音读，再让学生分组读。

课堂气氛也不够热烈。李校长指出，学生是被动参与，老师
讲为主，没有真正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

在今后的教学中，我将不断学习，精心备课，深入反思，成
长自我。

长征的教学反思成功与不足篇四

《七律・长征》是语文s版五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的第一篇课文。
这首七言律诗是毛泽东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时写下的
一首诗，全诗生动地概述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历程，赞
颂了中国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整首诗是以
首联“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统领全诗，下面
的诗句都是具体表现“难、只等闲”，因此，在具体把握之
后，扣住“难”和“只等闲”运用画面，背景资料让学生以
直观的体验，到达与文本对话目的，对红军长征途中不畏艰
险、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的赞叹。

怕远征难”来进一步感受红军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由于受潜力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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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教师的指导还是过多，放手的力
度还不够等等，这些都有待在今后的课堂教学中有所改变，
有所提高。在今后的教学中，应着重从学生学情思考，相信
学生，放手让学生多交流自己掌握的资料，在交流中体会课
文所表达的情感，感悟课文资料。

长征的教学反思成功与不足篇五

今天，我终于走上了讲台。一节课下来，自我感觉很有收获。
从刚开始时的茫然无措，不知从何下手，到今天课堂教学的
磕磕绊绊，我觉得我在进步。在整个课堂教学中，我觉得我
的教学思路是比较清晰，从读准字音、读通诗歌、读懂诗歌，
再到深入地理解诗歌，条理非常清楚，在理解诗歌时，能用
一个主问题来统领整篇文章的教学。紧紧扣住“长征的艰
难”和“红军战士的不怕难”这条主线展开教学，层层深入，
使学生心灵受到熏陶感染，体会到长征的`艰难，领会中国工
农红军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必胜的乐观主义。经过
仔细地反思，我觉得我在以下几个方面还做得不够好。

在本节课的教学中，我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
闲”为统领，每个环节教学之后，都会回到这句话的朗读中。
理想的设计意图是希望学生能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复朗读中，
逐渐提升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对这句话的理解也能逐渐深入，
读出红军战士的豪迈气概。但是，由于我对学生的朗读指导
不够细致、到位，而且学生也缺乏深入的感悟，所以在一遍
又一遍的回环朗读中，学生的语调是单一的，在同一层面上
的，让人觉得没有层次感。

在一堂课中，如果教师始终是情绪激昂的，那么学生自然也
会受到感染，而以饱满的情绪投入到学习之中。这节课中，
我觉得我还没有完全地融入文本之中，从而导致学生也无法
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回味着这节课，或许我的教学设计还存在着许多的问题，或



许我的语言引领不能直达学生的心灵，或许还存在着这样那
样的遗憾，但是，我还是觉得欣慰，因为在这过程中，我已
经收获了许多，勇于尝试，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我想如果以
后有机会再上这一课，我一定会修改一些环节，努力压缩，
让精华凝缩在四十分钟里，使这首诗的教学一气呵成，呈现
出更加完美的姿态。向着这个目标，我会不断努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