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班回乡偶书公开课视频 回乡偶书
语文教学反思(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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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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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知章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诗文加上题目和诗人，简简单单35个字，一下子就读完了，
这样的文体到底应该怎么教？有的老师觉得诗还不容易，读
通、读顺、读出诗的节奏，大概了解意思不就行了？于是，
这样的课堂，很是枯燥，一遍又一遍地读，读完后高年段的
让学生一句一句地解释，甚至抄下来，低年段的，几乎是老
师一句一句地解释，最后背一遍，万事大吉。

在教这一课时，我还是按照一贯的作法，先解诗题，知作者，
介绍了一下作者当时的情况，然后引导学生读诗。

第二步：抓字眼，明诗意。因为学生已经预习了课文，大部
分早就能读甚至能背了，所以我采用了随文识字的方法，结
合图片先理解“鬓毛”“衰”的意思，再来猜“老大”是什



么意思，通过让学生说家乡话加深对“乡音”的理解，这么
一来，这两句诗的意思就不难了，最后两句非常浅显，也不
用多加解释。

第三步：多诵读，悟诗情。这是最难的一关，也是最容易被
我们忽视的一步。我花了很多时间引导学生去设身处地去想
象。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我先引导他们回忆了自己对老
家的感觉，让他们说说家乡的哪些人或事物给他们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随手把关键词写在了黑板上，然后告诉他们，诗
人很小的时候也像他们一样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多少年了一
直没有回来，在外面游离奔波了几十年，头发都已开始花白，
终于能回家看看了，想一想，当他来到村口时，他的心情如
何？他会想些什么呢？因为有前面的铺垫，学生们在这时畅
所欲言，由景到物再到人，说出了诗人的激动与兴奋；然后
一个“可是”转折出了岁月的无情，想象与现实的冲击在孩
子们的心里烙下了印迹，诗人此时的心情在一系列的“再也
看不到了、再也听不到了”的句子中凸现，学生再读这两句
时，也显得沉重了起来。

花了那么长时间的感悟，也许在应试上没有任何作用，但是
听到连陈鑫洋都能回答出像“他多么想再吃一吃小时候妈妈
亲手做的饭菜，可惜再也尝不到了”这样的句子，不说心底
的触动，光从语言训练上，我就觉得这时间花得挺值的了。

这一次在”名思教研”活动中,听戴建荣老师上《静夜思》时，
我不由得大开眼界，原来古诗可以这样读，原来古诗可以这
样唱，原来古诗可以这样教！他在处理朗读时，先教孩子们
平仄的划分，告诉孩子们平声要长，仄声要短，刚开始看着
他夸张的手势、动作，感觉有点好笑，但慢慢地，看着他配
合着平仄和诗人的心情，他简单几笔就画出了一条诗人的情
感线，而且这情感线的最高点和最低点连起来，居然是：月
光如霜，望月思乡，我不由地惊住了，在他的指导下，学生
的诵读也叫人耳目一新，这让我更加感觉自己的肤浅和不足，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



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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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偶书》这首古诗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九年义务教育新
教材第二册第25课《古诗两首》，是唐诗中的极品。它的流
传之广、应用之多、影响之深，难以估量。主要刻画了一个
久客回乡的普通人的真情实感。我在教学过程中注意了以下
策略的实施：

一、古诗因时代久远，语言精练，表达简洁，意蕴深长，由
于学生的阅历有限，对古诗的主题思想、感情、意境、韵味
都所感有限。在本课的教学中，为了帮助学生能够更好的领
会作品，我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整合各种学习资源，让学生借
助网络自主阅读，了解诗人，让学生初步体验成功的喜悦，
进一步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同时也为学生理解诗歌的思想
内容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儿童的情感具有情景性、激动性、易受感染性，适时运
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创设情境，让学生进入角色，能让学生
在体验中获得美感。在教学中，我让学生闭上眼睛，同时为
学生播放配乐朗诵的诗歌，让学生脑海中浮现出自己所感触
到的画面或场景，感悟古诗中所描绘的意境，仿佛与贺知章
同行。

三、为了培养学生在网络上大量阅读的能力，我搜集了大量
与课文相关的古诗和文章，并把他们按照难易度分为四种不
同的星级，让学生自由地在网络上选读自己喜欢的文章，这
样也能够满足各种不同层次学生的需要。

四、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发散思维，我在“小作家”
这一环节中设计了三个不同的题目，让学生在三个题目中自
主地选择自己喜欢的内容来写，把学习的主动权交还给学生。
使学生畅所欲言，写出了不少有创意、新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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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唐代诗人贺知章老先生写的一首诗，是唐诗中的'极品，
它流传之广，应用之多，影响之深。贺知章一生仕途顺利，
告老还乡时，可以说是“衣锦荣归”，但诗人没有描写那些
为世俗所羡的情态，只是刻画一个久客回乡的普通人的真情
实感。

教学时，要使学生把诗句读通读顺，感悟诗歌情境，体会诗
人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这是一首久客异乡贺知章晚年返回
故里的感怀诗。全诗抒发了山河依旧，人事不同，人生易老，
世事沧桑的感慨，诗人回到熟悉而又陌生的故乡，心情难于
平静。诗的感情自然、逼真，内容虽平淡，人情味却浓足。
语言朴实无华，毫不雕琢，细品诗境，别有一番天地。千百
年来为人传诵，老少皆知。

这样的古诗，对二年级小学生来说感悟，理解作者的思想情
感是不容易的，教给学生多样的感悟方法。要使学生通过学



古诗文受到文化熏陶感染，又从情感上得到美的体验，就要
引导学生运用多种方法去研究，去感悟。我通过介绍诗人的
生平，指导学生多层次的朗读，使古诗节奏，音律明显表现
出来，给学生以美的感受，陶冶学生的情操。同时加深学生
对诗的理解和记忆，达到“熟读成诵”之目的。

我在古诗教学中鼓励学生将自己不明白的地方提出来，有利
于师生间的交流和沟通，活跃了学生的思维，调动了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

大班回乡偶书公开课视频篇四

从这节课中，我发现了孩子们是那么有自己的想法，那么有
自己的创造，在真实的有情境的实践中，孩子们各方面的能
力得到了锻炼，他们把自己对文本的个性体验，淋漓尽致的
表达在自己的表演中，这个表演里有他们自己的见解，体验，
积累和创造，而这些正是我们新课程改革所极力倡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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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教完《回乡偶书》这节课后，我为孩子的表现感到很欣
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备课的时候，很多教学设计我
唯恐孩子们不能如我设计的那样去感悟。比如这首诗表达的
是贺知章回到久别家乡时的喜悦，同时也伴有淡淡的忧伤。
作者的喜悦之情学生从自身的生活实践还能很直观地感受得
到，可是最关键的是这首诗写得较为含蓄，要是要领会作者
的那种忧伤、百感交集之情可有点难度了。我在备课时也预
想的到二年级的孩子年龄太小，如何让他们去感悟这种“忧
伤之情”呢？我决定从古诗中的“客”入手。我设计了两个
问题：

1为什么孩子们把贺知章当做“客”？

2贺知章真的是“客”吗，为什么？



这两个问题有一定的难度，我课前预想孩子们肯定不会回答
的很正确，可是在课堂上孩子却思维活跃，能紧扣古诗和文
中插图去思考问题，还有的孩子的能结合自己生活说出自己
独特的见解，这群二年级的孩子的出色的表现令我佩服不已，
孩子在本节课竟然能深刻的领悟到作者内心隐藏的感慨。通
过这节课，我觉得我们老师在课堂上应该学会放手，相信孩
子们，其实他们的想象力很丰富，他们思考的角度比老师还
要广，真正体现学生是学习的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