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时田园杂兴古诗三首教学反思(实用5
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四时田园杂兴古诗三首教学反思篇一

纵观整节课的教学，我觉得有以下几个亮点一、生动导入
《四时田园杂兴》是“南宋四大家”之一的范成大的代表作
品。全诗语言古朴，描绘细微，热情地赞颂了农民紧张繁忙
的劳动生活。前两句写乡村男女耕织，日夜辛劳，表现诗人
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敬重。后两句生动描写了农村儿童渴望
加入到劳动中的情趣场景，流露出对热爱劳动的村童的赞扬。

这种乡村题材的古诗，对于城市的孩子来说，距离是有点远
的。所以学习古诗的第一步就是拉近学生与古诗描写的生活
场景之间的距离。在导入的部分，通过直观的图片，再现乡
村劳动的场面，达到了“未成曲调先有情”的效果。

二、夯实基础古诗学习最终的教学目标就是积累语言。围绕
着这一个教学目标，我分三步进行，先把古诗读正确，再读
出古诗的节奏，最后了解诗意。课堂中的时间充分交给学生，
让学生充分的朗读训练，读出古诗的味道。学生也在反复的
练习中达到这一教学目标。

三、读写结合《四时田园杂兴》此首古诗，内容浅显易懂，
学生多读后就能够意会。对古诗表达的情感也可以在多读，
结合意思的理解中水到渠成的理解。如何让此首古诗的教学
内容更为丰富，我挖掘了一个读写训练点：想象小孩学大人
种瓜的有趣场面，想象小孩会怎么说，怎么学，把想到的写



下来。此处练笔，锻炼了学生的想象力，语言运用能力，同
时让此课的教学有了厚度。

四时田园杂兴古诗三首教学反思篇二

今天上午第一节上的是《四十田园杂兴》，之前学生已经拿
出半节课按照预习提纲的提示进行了预习，师生在课堂上轻
松高效地完成了两首诗的教学，上完后自我感觉较好。这节
课学生的收获是：通过学生汇报，小组，同位交流等形式，
在预习的基础上和老师的补充点拨下进一步了解了作者，弄
清了诗意及作者表达的感情，简单想像到了两首诗所描绘的
画面，掌握了古诗的学习方法。

学习目标：

1、 学生通过小组交流，教师点拨等方式了解作者，诗意，
体会作者对田园的`喜爱之情。

2、 学生能根据诗意想象画面，并能说说自己田间劳作的情
境，为单元习作初步做好铺垫。

学习重难点：体会诗意，感悟作者对田园风光的喜爱之情。

反思后认为有些环节的处理存在以下问题：

1、在最后拓展时，点出了“田园之乐”古诗所表达的一这主
题后，为进一步调动学生已有经验，为这一单元主题作文做
铺垫，我问大家：谁能介绍一下自己在田间劳动的经历？孩
子们积极性很高，我指了2名同学说，第一个同学说得是摘草
莓的事，时间、地点、过程、感受都说得很好，由于没有小
结进行梳理板书（时间、地点、过程、感受），第二个同学
说时条理不太清楚，虽然个别用词描述不准确的地方老师及
时地给予了纠正，但是说得整体水平不够高。这时还有同学
举手想说，我让同位小组间进行交流，但这时忽略了说前的



指导。

2、启发学生进行想象古诗画面时，学生想象还不够丰富。比
如人物的语言、动作、心理、对话等描写和优美词句的运用
上还有所欠缺，在下一节课可以进行古诗想象画面的小练笔
（片段）

3、备课还应再充分些，不要凭借已有经验。在处理“杂”字
的形近字上，我以为有一个字“上面部分与杂相同，下面是
木”，其实没有这个字，但我以为有，还让学生查字典。有
些疏忽，以后保证不再出现这种失误。

总体来说，我感觉这节古诗教学课预习和展示及老师的点拨
较好地结合在了一起，以前担心预习完了，展示和点拨如何
结合使教学环节如行云流水般进行，而不至于那么生硬组合
在一起。但是阅读课上怎么去落实？继续学习实践。

四时田园杂兴古诗三首教学反思篇三

《四时田园杂兴》是范成大在辞官归乡之后写的一组组诗，
共六十首。课本中的古诗即是选自其中的一首。古诗的教学
重点是让学生朗读，熟读成诵。因此我这节课的设计思想就
是让学生通过不同形式的朗读，背诵古诗，并配以图片、视
频等让学生带着理解记忆。

1.第一个环节，我充分利用了学生的绘画作品，让学生诗画
配对.这个环节学生的参与度比较高,也比较有兴趣。只有来
自学生中间的东西，学生才更感兴趣。兴趣是学好的最好的
前提。

2.通过观看视频了解范成大的资料也是比较成功的。这个环
节与说课的时候有所不同。说课的时候我的思想是让学生看
文字，但是改成视频之后，效果比较好。学生非常喜欢看，
而且在得到了视觉享受之后也记住了相关信息。由此可以看



出学生是实实在在认真看了。而且看过之后的东西记忆会比
较深刻。

3.通过观看图片帮助学生理解诗意。本来这个环节在理解完
了诗意之后，我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天过去了，却没有
行人经过，那些人都是干嘛了？因为之前观看了很美丽的乡
村画面，学生还没有从那个思维中走出来。所有答的问题都
是我不曾想过的，比如学生说那些人都在家里避暑，或是说
躲在家里不出来怕踩坏了菜花等等，都是很有想象力的。通
过这个环节我不能不承认预设是多么的重要，但是百密毕竟
有一疏。要想尽量小的避免预设不全的问题我认识提前试讲
比较重要。因为这节课我在另外两个班里试讲之后回答也是
五花八门，很少有人说对。所有即使这次学生的回答再发散，
奇怪我也是有应对的心理的。

4.让学生动手参与古诗的学生当中。我做了精美的卡片让学
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拼图游戏。这个环节学生比较喜欢，
因为避免了以往枯燥的背诵环节。学生在这个环节也有了团
结协作与竞争意识。

5.让学生不同形式的展示古诗。比如歌唱，打节拍等等。学
生的表现非常出色。他们很自信，都用自己的独特方式展示。

1.不过第一个环节我在说明要求的时候只说“请同学们连
线”但是没有连完之后再背一背。如果事先说明学生可能会
有一小部分不敢举手。以后在讲课中要把问题设计全面，不
要有遗漏。而且问题的设计要更有技巧。

2.在时间的把握上有点欠精准。在拼图的这个环节没想到学
生小组合作的这么好，他们分工特别明确，动作也很利索，
所有很快就把古诗拼好了。我本来想剩下的时间估计够学生
拼完就不错了，没想学生能够有时间展示。正式因为学生拼
图特别迅速，所有我让学生去展示，但是因为展示的环节又
是机动的，所有加上展示之后又显得时间比较仓促。如果时



间再多给几组来展示，会更好。这样只能用两个组来展示，
本来是想对于形式好的，可以让这个组带领全班来用他们的
形式朗读古诗。

以上几点是我对这节课一点不成熟的思考，希望这种思考在
今后的教学中能一直伴随着自己前进。

四时田园杂兴古诗三首教学反思篇四

1、视范读，作好示范：

要读好一首诗并不容易，因为读诗与读文有一定的区别，古
诗不但要读的正确，还要读出节奏、感情，读出诗的韵味来。
可以说，诗不是读的而是吟的。如何去吟，老师一定要作好
示范。开头初读时要示范，让学生听听诗是怎么读的，有没
有读错字，节奏应该怎样处理。中间更应该声情并茂的范读，
读出农人的勤劳，本事;读出作者对农人的钦佩赞美;读出儿
童的天真可爱。让学生模仿，学会读诗。

2、细细品读，体味诗情：

诗歌要细细品读的是什么?是诗眼，是佳句，是精妙之处。通
过品，品出诗的意韵来。第一、二句诗昼出耘田夜绩麻，村
庄儿女各当家。写了农民劳动的繁忙景象。昼和夜说明农民
日夜辛劳，各当家是指农家人各自忙自己的事情，各表现出
自承担家庭一定的工作，各有个的拿手本事。表现出作者对
劳动人民的敬重之情。而第三、四句诗童孙未解供耕织，也
傍桑阴学种瓜。也和学二字使用的简洁传神。特别是一个学
字，天真、好学、可爱热爱劳动的儿童形象跃然纸上。这些
地方我让学生细细的品，有感情地反复诵读，不但让学生领
悟它的表层意思，还要领悟它的深层意思，体会语言的感情
色彩，体会丰富的思想和情感内涵。从而受到情感的熏陶。

3、读中想象，体会诗的意境：



没有想像，就没有诗的意境。如何想像?第一、二句围绕耘田
绩麻启发想象农民们除了耘田绩麻在夏忙中还要干些什么
活?(插秧、收割、犁地、积肥)。想象范成大见此情景会对村
庄儿女说些什么?(辛苦、勤劳、各有各的本事)让学生在想象
中体会农民的艰辛。而第三、四句抓住儿童神态、动作、想
象其语言，体会儿童的天真。通过想象诗的意蕴丰富起来。

4、读中拓展，提高学生的对古诗词文的修养：

古人云：为文之道在于厚积而薄发。少年儿童只有通过大量
的经典诵读，实现量的积累，才能充分地汲取古文化的精华，
得到古文化的浸润，从而丰富自己的语言。因而学习诗词不
能只仅仅局限于课文，要一篇带多篇。由一篇田园诗带出多
篇的田园诗来，由一位田园诗人带出多个田园诗人来。在学
习完《四时田园杂兴》之后，我要求学生再来学习另一首田
园诗《夏时田园杂兴》。在自学的基础上大概说说诗的意思，
争取背下来，接着让学生背诵自己熟知的田园诗，再鼓励学
生多收集田园诗来诵读。目的是培养阅读古诗词的兴趣和对
古诗词的热爱之情，养成课外主动积累的好习惯。

四时田园杂兴古诗三首教学反思篇五

根据学生的情况，我重点围绕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我的教学。

朱熹说过：“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
继之精思，使其意皆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耳。”四年
级的学生已经或多或少地接触了不少描写农村生活的诗，因
此我设计了问题：你学过哪些描写农村的诗吗？引导孩子说
农村，领略农村生活的多姿多彩。过渡到范成大看到的农村
是个什么样的呢？这节课，我指导学生读诗，围绕读正确了、
读通顺了，完成对诗的`初步感知。引导学生通过看注解、看
插图的方式读懂诗的意思，从而再读诗，读出层次，读出感
情。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
个孩子都有独特的个性，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
有两个个性完全相同的人。“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
特”，留给我们想象的空间是无限的。范成大这首诗只是截
取了农村生活的几个画面，犹如刚刚揭开农村画卷的一个小
角，我引导学生插上想象的翅膀展卷看去，那是一个活脱脱
的农村田园连环画甚至是连续剧。

我们学语文的目的就是为了用语文。教学中，我关注学生个
性的表达和学生语文实践能力的培养。让他们通过“耘田”
的亲身体会，充分的进行个性化的表达，并能够创造性的改
写诗句。达到快乐语文，快乐成长。正如诗人所看到了“也
傍桑阴学种瓜。”学中有玩愉悦，玩中又有学长进。

希望这些诗的语言能够在孩子的精神生命中扎根、发芽、成
长，就如同这季节绵绵的春雨，滋润着每一个人的心田，能
腻得流出水来。

教学是一项有缺憾的艺术，在这节课的教学中有不足之处也
欢迎朋友们指导，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