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竹石古诗三首教学反思(精选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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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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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石古诗三首教学反思篇一

通过教学《古诗两首》后，让我感受到借助插图是帮助低年
级学生理解古诗内容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在教学《赠刘景文》
一诗时，由于“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这两
句学生难以理解诗意，我就想让学生看图，从图中看出描绘
的是什么季节的景色，学生从树叶黄了，树上有成熟的果子，
知道是秋天的景色。还看见有个水池，老师提示句子中
的“荷、菊”分别是指的什么植物？学生明白了“荷”是荷
花，“菊”是菊花。

第一句中的“荷尽”让学生看水池中有荷花吗？为什么？学
生明白了：因为这是秋天，所以没有了。提示：擎雨盖是遮
雨的伞。想想这里是指的什么？聪明的学生想到了这里是指
荷叶。这一句的意思学生就能理解：秋天荷花凋谢了，荷叶
已经不见了，菊花也凋谢枯萎在枝头。（告诉学生这说明已
经是深秋季节了）

在理解《山行》后两句时，我也让学生看图，指出图中哪位
是诗人，他在干什么？为什么要坐在这里？学生回答：“这
里的枫树林很美，他在这里欣赏枫叶。”这里的枫叶有多美
呢？你能告诉老师吗？看看图，再读诗句能明白吗？一个学
生举手回答：“这里的枫叶比二月的鲜花还要红。”你是怎
么知道的？学生说“我看到图上没有花，只有红红的枫叶，
就像鲜花那么红。最后一句‘霜叶红于二月花’我想是说这



枫叶比鲜花还要红吧。”看看，他说得多好！

因此，课文中的插图，千万别忽视，要教会学生善于借助插
图来理解课文内容的习惯。

《古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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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石古诗三首教学反思篇二

这两首古诗都是唐代的著名诗人的作品，而且两首古诗都是
描写秋景的，皆为传诵千古的名篇。其中《山行》这首诗写
得是诗人在山中小路上行走所看到的深秋时节的枫林景色，
描绘了一副山林秋色图，表达了诗人热爱大自然的感情。而
《枫桥夜泊》写的是夜间停船枫桥的所见所闻，虽然都是写
景的，但是第二首在理解上更要体会诗人独自在外的孤独与
寂寞之情，所以相比之下，第一首古诗在教学上、在学生的
理解上相对来说简单些，学生通过诵读也能走进文本，领悟
诗中的含义。

学习这首诗我认为重点应该引导学生体会感情，欣赏意境，



这同时也是个难点，因为对刚刚升入三年级的孩子来说，他
们对古诗接触不多，在这方面的学习能力不是很好，而且我
还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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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诗句也不是看着字眼按顺序来说的，“远上寒山
石径斜”，变成“寒山石径斜远上”也许理解时就容易多了。
还有就是字词的理解。一个“坐”字，随学生怎么想，都不
会想到是“因为”的意思，所以只有告诉他们，才理解
了“停车坐爱枫林晚”，呵呵，也许换成“停车坐爱晚枫
林”更好理解一点。所以哪怕每个字的意思都出来了，小朋
友们都难以组织一句通顺的话。第二首更难体会了，小朋友
怎么也想不出诗人为什么发愁，最后大多就我讲的多一些，
介绍一些诗人的情况等等，之后看他们的表情似乎有恍然大
悟之意。

竹石古诗三首教学反思篇三

网络已经成为教师获取课程资源最常用的途径。教师在教学
中可以从网络中下载与诗歌内容相符合的图片，首先从直觉
上让学生知道诗歌所描述的一些内容，同时，引领学生从形
象思维的角度，明白诗歌中提及的地点、人物、时间以及相
关的人文背景，从而带着一些“前在知识”进入到文本的阅
读中。

如：我在教学《乞巧》一诗时，从网上下载了许多古时女子
对月穿针向织女乞取智巧的相关图片，让学生说说看到这些
画面之后的感觉和想法，从而从直观上感受古时人们对七夕
节的重视以及对幸福生活的渴望与追求。

竹石古诗三首教学反思篇四

新课标中讲：“逐步培养学生探究性阅读和创造性阅读的能
力，提倡多角度，有创意地阅读，利用阅读期待、阅读反思
和批判等环节，拓展思维空间，提高阅读质量。”因此，在
《古诗两首》的教学中，我创造机会让学生去想象，给学生



一个想象的空间，让他们在这个广阔的空间里交流感情，碰
撞出创新的火花，使学生的个性得到发展。

如：我让学生想象“贺知章”回到久别的家乡以后，村里的
儿童见到他会说些什么呢？学生进行充分的想象，我尽量让
每个同学都有发言的机会，通过进行“贺知章”与见到与儿
童的对话，可以看出，学生在阅读理解的过程中，结合自己
已有的经验，加入了自己合理的.想象，创造性地把古诗的意
境形象地表达出来了。学生也能更加体会到贺知章回到久别
的家乡后的喜悦与感慨之情。由此也就拉近了学生与作者的
距离。想象是创造性思维的主要品质之一，没有想象就没有
创新。我们要充分利用古诗精练的语言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想
象的空间。给学生插上想象的翅膀，让学生对古诗的学习变
得生动有趣，提高学生学习古诗的兴趣。

竹石古诗三首教学反思篇五

本课的三首古诗词在内容上是有联系的，都是写童年生活的。

在教学三首古诗词时，我首先让学生把每首诗词读正确、读
流利，从整体上对诗词的内容有大概的了解。

然后结合注释，通过学生自学和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理解
每句诗词的.意思，进而理解整首诗词的意思，体会作者的思
想感情。最后引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诗词，背诵诗词。

竹石古诗三首教学反思篇六

翻开23课，静静看着，发现两首古诗《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
醉书》与《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有着许多内在的联系：它
们都是写西湖的，一个是疾风骤雨下的西湖，瞬息万变;一个
是艳阳下的西湖，浓彩艳丽。两首诗为我们营造了多姿多彩
的西湖，将我们拉到了西湖边，在浓郁的'西湖文化里感受西
湖，品味诗词，可谓诗情画意。于是决定将这两首古诗相结



合教学、品析。

在释题之后，我让学生先看图，比较两幅图的不同，学生很
快发现了差异，了解到诗人同样写西湖，一个写出西湖忽晴
忽雨的景色，表现诗人的赞赏之意;另一个则写出了莲叶荷花
一望无际和亭亭玉立的形态，红绿相映，写足了西湖的美景，
表现了诗人的热爱之情。

课改提出的新理念：“不能教教材，而要教材教”，即要创
造性地理解、使用教材，积极开展课程资源，灵活运用多种
教学策略。我们更不能就诗教诗，勇于把语文课堂的触角伸
向更广阔的天地，也就是学生的生活和大自然。要和学生一
道开发和生成开放、富有活力的语文。鼓励学生积累相关的
诗词，学生的语文功底，领悟理解力便会渐渐地厚重起来。
于是，“一片秋云一点霞，十分荷叶五分花”“湘妃雨后来
池看，碧玉盘中弄水晶”……便成为学生的积累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