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赠刘景文教学反思 山行教学反
思(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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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
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赠刘景文教学反思篇一

古诗又是小学语文教材中一类特殊的课文，从语言文字上看，
它用的是古汉语；从表现形式上看，它含蓄、凝炼、节奏强、
跳跃大；从叙写的内容上看，它离我们的时代较久远。因此，
在古诗教学中，教师要在创设自由、和谐、民主、开放的学
习环境基础上，以层次性的朗读、吟诵为重点，引导学生自
主探究、感悟诗境，活化古诗词的形成过程，重新焕发古诗
词的生命活力和人文精神。

一、提供充足时间，引导学生感悟：

苏霍姆林斯基说：“教室里让学生集中思考、各抒己见，虽
有点乱，但要珍惜这样的时刻。”而对于古诗文的体会、感
悟，学生在极短的时间内肯定难以理解。在教学《山行》这
首诗时，我出示事先抄写的小黑板，引导学生回忆学习古诗
的方法：（1）、知诗人，解诗题。（2）、抓字眼，明诗意。
（3）、想意境，悟诗情。（4）、背诗文，能默写。然后向
学生介绍了作者杜牧，让学生自己解释了诗的题意。然后我
就引导学生通过查字典或结合词语手册理解个别难字，再让
学生分四人小组合作学习，通过小组合作，生生交流等环节，
为学生提供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空间，也让学生取长补短，
相互启发，增加课堂的信息量，促使学生全面深人地感悟，
又给学生提供了展示个性的机会和场所。



二、注重课堂生成，调整教学方式：

学生四人小组学习完毕，我正想让学生交流小小组学习成果
时，学生小张站起来说：“老师，我认为诗中'白云生处有人
家'的'生'字写错了，应该是'深浅'的'深'。”我一听紧皱眉
头，心想这首诗我教过多次，有许多孩子曾经把“生'写成
了”深'，现在我还没有提醒，结果有孩子居然说认为诗中写
错了呢？看到这样，我想一时回绝，告诉他应该写“生活”的
“生”。但转念一想，这样不好，扼杀了孩子的学习积极性。
于是我就把这个问题反抛给学生，问道：“同学们你们觉得
怎样呢？有没有其他的饿看法？”没想到另一名学生小王又
举手说：“老师，用这个'深'也可以，我在另一本书上看见
过的。”面对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大家各抒己见。赞同
用“深”的学生说：“有白云缭绕的地方，山一定很高，是
深山老林，所以该用'深'。”有的还引用了另一句诗来说明：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与这里的'白云生处'的意思是
一样的，都说明山很高。”赞同用“生”的学生有的
说：“用'深'太死板了，白云缭绕，白云在升腾，在漂浮，
好象有生命力一样。”有的说：“应该用'生活'的'生'。因
为云很高，这表示产生白云的地方。”有的说：“'有人家'
让人联想到炊烟袅袅，鸡鸣犬吠，虽然是深山，但也充满着
生机，没有一点儿死寂的恐怖。”还有的说：“作者看到深
秋山林的景色那么美，霜叶比二月红花更美、更艳，春天是
生机勃勃的，此时的秋天在作者的眼中也是生机勃勃的。”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是我想：这
节课孩子们的收获比我预期的还要大，因为孩子们已经学会
了分析，能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了。在现实的课堂中，面
对“意外”，教师不应固守预设，而应尊重学情，关注课堂
生成，充分利用好课堂生成，力求在对话中生成“对话”，
这是新理念指导下的教师应有的情怀。对学情的尊重是主体
性原则的最直接最重要的体现。教师面对“意外”，不是避
而不见，“让精彩悄悄溜走”，而是及时抓住并有效利用学
生突发的疑惑，且适度“放大”，激发学生“潜心会文”的
热情。这样才能让学生在对话中更深刻地理解文本，创新文



本。

三、巧妙利用简笔画，帮助想象意境：

《山行》一诗是一篇描写秋天的诗，它通过描写寒山、白云、
石径、枫林所构成的一幅秋色图，表达了诗人对大自然的热
爱。在教学过程中我为了达到预设的效果，我就在学生初步
交流理解诗意后，引导学生根据诗意来画简笔画，一座高山
上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画一条蜿蜒曲折的山路）一直
伸向深秋时节的山头，在白云升腾缭绕的地方隐隐约约有几
户人家（画了几座房子）。然后有人经过着里，看到了满山
的经霜打过的枫叶，比二月里的鲜花还要红（涂上一些深红
色的色彩表示枫树），就这引导学生边看图边讲，很容易地
让学生进入当时的意境。

赠刘景文教学反思篇二

《山行》这首由晚唐诗人杜牧所写清新俊逸的小诗描绘了由
寒山、石径、白云、枫林构成的一幅浓郁动人的山林秋色图。
字里行间流露出诗人对大自然美景热爱之情。深秋在诗人笔
下并不萧条冷落，而是嫣红满目，生意盎然，给读者以美的
享受和精神的鼓舞。在这首诗中，作者以丰富的想象，生动
的描写，凝炼的语言使这首诗的意境之美跃然纸上。让我们
在观赏胜于二月春花的火红枫叶的同时，感受到秋日山林的`
勃勃生机。这是一首秋的赞歌，能够激发学生对大自然的热
爱和了解大自然，渴望走进大自然的愿望。

教学中，我以尊重学生独特的心灵体验，尊重学生自身的知
识构建以及多元认识为出发点。利用学生已有的古诗学习经
验，再加上诗画相通的特点，大胆让学生想象画面，说画面，
将片段的意象展现出来，再让学生加以综合，展示媒体图片
给学生以直观的感受，让他们在情境中发挥想像，引导孩子
登寒山，仰望白云，欣赏火红的枫林，走进夕阳西下，鸡犬
相闻，炊烟袅袅的温暖人家，真切感受自然之美，激发热爱



生活之情，体会诗人对秋天的赞美之情。水到渠成的完成了
全诗的理解和意境的体会。

赠刘景文教学反思篇三

三年级的学生已经有了一些学习古诗的经验和体会，初步了
解了古诗的一些特点，对古诗有了一定的情感倾向。基于这
首诗是描写秋景的，课堂上，我立足于让学生通过朗读、借
助插图入境悟情，体会诗的意境并达到熟读成诵。

为了读出古诗的节奏和音韵之美，在教学时，我适当进行了
朗读技巧的指导，如“拖腔”的准确运用，每句第四个字做
较大的停顿，如“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
家。”这样一指导，就能显示出古诗特有的乐感和韵味。

这首古诗配有符合诗意的插图，教学时要充分利用。我让学
生说说读完这首诗后，你的眼前出现了哪些景物。孩子们都
能借助插图和文本语言展开想象：弯弯曲曲的山间小道、山
腰间缭绕的白云、隐隐约约的几户人家、满山遍野火红的枫
叶，学生脑海中都留有了画面感，但是在描述的时候语言不
是很美，需要教师的点拨指导。

赠刘景文教学反思篇四

杜牧的《山行》是一首明丽、充满生气的秋景诗。作者以丰
富的想象，生动的描写，凝炼的语言使这首诗的意境之美跃
然纸上。所以学习这首诗应重点引导学生体会感情，欣赏意
境。这同时也是个难点，因为学生对古诗接触不多，在这方
面的学习能力不是很好，而且“欣赏意境”的训练在许多老
师的教学中也常常被疏忽。另外，有些字词在诗中所代表的
意思与如今常用的意思大不一样，如“坐”、“远
上”“斜”、“生处”、“爱”等。如何行之有效地引导学
生理解这些难懂字词的意思，并通过词义理解达到理解全句、
全篇的意思，也是这首诗教学的重点。再则，《山行》是



《古诗二首》这课中的第一首诗，也是学生在本册中接触到
的第一首古诗，学习方法的指导十分必要，所以，应重视教
会学生如何学习，既培养能力，又为本课第二首诗的教学打
下基础。教学中，引导学生以读为主，在读中感悟。主要做
了以下几点：

1．读一读，说一说，整体感知诗意：

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留出充足的时间，让学生自己去
研读古诗，让他们在自读自悟，相交切磋，合作交流中读准
字音，读通古诗，初步感知大意。在检查初读情况时，可让
学生争当小老师给大家正音，既可满足学生的心理需求，又
可让他们在成功的体验中感受到学习的乐趣。

2．在读通课文的基础上，教师切忌逐行分析诗意。此时可适
时地张贴文中插图，并问“图中画的是什么。”学生们争先
恐后地畅所欲言。其实诗意就蕴含在这一声声的话语中。

3．读一读，听一听，感知古诗韵律：

优美的古诗是我国遗传下来的文化瑰宝。每一首古诗都有一
定的韵律节拍。只有按其韵律节拍朗读，才能在读中再现意
境，体验情趣。但对于刚学习古诗的小学生并不懂这些。因
而在教学中可借助录音范读，让学生从听中感悟，从模仿练
读中得到自悟。以学生自己的看法来朗读，富有具性地朗读，
比如：你喜欢这首诗的哪一行呢？把它读给大家听听，也分
享一下你的快乐，好吗？这时学生兴趣盎然，十分活跃。

4．读一读，演一演，领悟古诗情趣：

《语文课程标准》强调：“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富
有个性的学习必须强调个体的亲身实践和真实体验。“我们
一块跟诗人的心情把这首古诗读一读，好吗？”教师在学生
的自读自悟中稍作点拔，旨在再现情境，让学生受到感染。



还可加以音乐渲染，让学生戴着头饰，自由想象表演，一边
演一边吟咏古诗，会使语言文字在学生头脑中形成的图像更
为鲜明、丰满，从而内心掀起情感的波澜，入情入境，与作
者的情感达到共鸣。

最近学校课题小组对聋校语文课堂评价进行了研究，在这节
课备课的时候，我有预设学生的回答，并在旁注了一些评价
语言，但到了实际课堂才发现，学校的回答和我的预设有很
大的出入，很多评价语言也用不上，最主要的是看老师的课
堂评价语言的积累以及老师对学生回答的及时反应所做出的
评价。我反思了自己课上的评价，主要存在着这几点问题：

1、语言单调空洞

课堂上，对学生的发言只要是对的，不加区别一律“说得不
错”“很好”，至于好在哪儿，不错在哪儿，此同学与彼同
学相比，谁更好一些，或者怎样才能更好些，老师并不做指
引，只做简单廉价的评判裁定。

2、表扬夸大其词

不能给学生的学习成果一个合适的定位，仅仅是正确的答案，
老师就夸张地大肆表扬。“你太棒了！”“你太聪明了！”

造成课堂评价语言失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认为最主要的
是以下两点：

1）、缺失“对话能力”

教师引导语和评价语的导向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学生发
展的航标灯。可是，有的老师知识储备量不足，思维不够敏
捷，不能及时接过学生的发言，进行正确的引导点拨，促进
学生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都
得到正确、健康、全面的发展。



2）、漠视“学生主体”

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这个意识深入人心。但是在实际操
作中，仍然存在走过场的现象。学生的思考需要教师来提升
以导向深刻，但这种提升应是在平等的对话中被激发出来。
与老师相比，学生的情感阅历、认知水平等处于弱势，但却
鲜活灵动、充满契机。教师如果仅从与文本对话的角度、从
课堂解读最终抵达的高度考察师生对话的意义，就可能忽视
和压抑学生对文本的独特理解和感受。

自我反思这节课之后，发现在课堂评价和学生分层教育上还
存在着较大的问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今后的教学中我会
注重这两方面在教学中的渗透。

赠刘景文教学反思篇五

年组“聚焦课堂”我讲了《山行》一课。通过讲这一课，关
于小学诗歌教学我有了新的理解。

小学生学诗歌不必讲诗歌背景，不需要详细分析诗歌内涵。
把时间大多用在讲述作者也是浪费。最重要的是读。初读诗
文，带着生字读，感受节奏韵律，大致理解诗意，体会感情
朗诵，背。这样讲才会条理清晰，步步明确。

由于我的大意，我没仔细研究过课题，这部分便出了毛病。
现在的教学板书都把作者写在课题的正下方，而不是课题右
下角。正确如下：

山行

杜牧

课题这儿是业务不精，完全可以避免的失误让我犯了。书上
的正确格式没有注意，太不细心，必须谨记。



识字方面，当孩子回答“径”字的识字方法错了时，我没有
给予恰当及时的纠正，急于进行下一环节而走了过场。今后
我不仅要开发学生的智力，也要唤醒我的教学机智，和孩子
一同成长，让自己走的更长更远。

对学生的要求不够严格。读诗时有的小朋友唱读，回答问题
时有的孩子声音小，说话时有的学生说半截话。这就得在平
时的教学中让学生养成好习惯，必须把小毛病都抹掉。起立
回答干脆利索，让孩子们勇敢积极、大声发言。这就需要教
师的引导纠正了，必须把话说完整。话说不好还怎么写呢？
说完整话，就是为写话打好基础。

后半节课思路不清晰。师范读没有起到感染学生的作用。不
够深入、浮皮潦草。讲解诗歌大意哪儿方法不合适，预设有
点高，显得教师自说自话。与学生的互动就少了。诗歌大意
部分课堂教学不够活跃。与指导学生有感情朗读弄混乱了。

虽然存在问题。但较上学期比，我的教态更自然了，课堂掌
控能力也有所提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孩子们长大了。2012
年9月我播种下“一盆小鱼”，一年后我收获了53条滑不溜丢的
“小泥鳅”。谁知道再过一年还会发生什么呢？不怕有错误，
就怕发现不了。不论怎样，我爱我班，我爱我的职业，我会
努力，会越来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