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诗经木瓜教学反思(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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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
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诗经木瓜教学反思篇一

课堂不是预设的，常会碰到意想不到的问题。在讲到“比
兴”手法时，因为学生不理解，学生在课堂上小声议论开来。
怎样解决突发奇来的问题，我结合投影的图片，形象地阐释
了什么是“比兴”，及时解开了学生的茫然。

整节课我只设计了一张课件，却最大限度的发挥了这个教学
资源。引入课文用了它，分析“关关”用了它，引导形象用
了它……每次使用都恰到好处，充分发挥了“课件”为教学
服务的功效。

整节课学生独立回答虽仅5次，但全班学生参与度很高，在老师
“生活化”语言的引导下，走入文本，探究故事，学习积极
性也像诗文内涵一样被慢慢“泡开”了，诗化的语言充盈着
整个课堂。

虽然本节课得到了老师们的认可，但我课后觉得语文教学也
是情感教学，针对现代中学生对爱情的敏感，对诗中的“爱
情观”引导可更深入些，以帮助学生正确对待“恋爱”问题
会更好。另外，《关雎》在《诗经》中的地位及《诗经》在
中国文学史上的作用介绍也可深入一些，以调动学生的阅读
兴趣，拓展阅读面。



诗经木瓜教学反思篇二

对于诵读欣赏类的课文应该怎么上?说起来其实很简单，不就
是一诵读二欣赏嘛。可在实际操作中，很多老师却对诵读欣
赏类的文章不予重视，总觉得这些内容只是在试卷的默写题
中会出现，知识点比较呆板，只要学生背诵出来了就可万无
一失。于是，这类文章的上法就变得很简单化，教师往往草
草开头，疏通串讲一下文意，能帮助学生理解记忆背诵就匆
匆收场了。“赏析”的训练真是少之又少。

针对这种状况，我选择这篇课文作为公开课，意在与同行们
探求诵读欣赏课文的上法。在备课过程中，我把重点放在了
读的方面，交给学生读的方法，自由读、齐声诵，示范读、
听诵读，对这两首诗歌学生读的确实很多，以至于他们当堂
都能背诵出来。但在“赏析”方面，虽然我有意识地引导学
生进行赏析，但学生的表现却很不给力。今后应从字词的运
用、语言的优美、意境的深远等方面引导学生训练学生。

诗经木瓜教学反思篇三

再讲第一课之前，我让孩子们大概看了一下目录，大多数同
学已经在假期大概认识的学了一下，因此在我问他们这一单
元主要讲的是哪个季节的景色，他们很轻松的就说是春天了！
这下他们就能在脑海中形成一个初步的意识：这一单元是关
于春天的诗、散文、童话故事以及关于春天的小故事。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很好诠释了这节课孩子们的状态。由
于是第一课，而且又是古诗，再加上以前我鼓励孩子们在假
期背诵唐诗三百首，因此孩子对此已经非常熟悉了，在课堂
上能明显感受到他们的自信，我就念了一个题目，他们就大
声自信的背了下来。所以，在本篇课文的教学中，我主要以
问题贯穿课堂，主要是通过问答形式在他们感受的基础上去
更深刻的理解！



比如《村居》：通过题目，你知道作者是写哪里的春天吗？
孩子很快就知道是乡村的春天。接下来我问是什么时候？这
个时候环境如何？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在“拂堤杨柳醉春
烟”这一句中，有两个让学生难以理解的点，一个是“拂”、
一个是“醉”，这句比较难，所以借助这样一幅图片我让孩
子在直观感受的基础上在进行讲解。

我放了很多类似的图片，孩子第一眼看到全部在喊“哇！”
接下来让他们说说自己的感觉，要求轻抚自己的脸，闭上眼
睛慢慢的读这一句，最后轻拂同学的脸，感受“拂”这个字
的温柔，孩子们笑得很开心！

接下来放了微风摆动中的杨柳图，告诉他们这句话中有一个
字能形容图中的杨柳，试着找一找，这稍微有点难，孩子们
在说错了几个字后小声咕哝说是“醉”，我说，这个字大家
可以说一下是什么意思吗？孩子说是陶醉，沉醉，喝醉的意
思，我都没否定他们，我告诉他们，杨柳在这样的春天里陶
醉，沉醉在温柔的春姑娘怀里，就像喝醉了的人，走路不稳，
就像这样，摆来摆去的，孩子们哈哈大笑！最后我问他
们，“拂”是提手旁，跟人的行为有关，你们刚刚也拂过你
同学的脸，“醉”只有谁会醉？孩子说是人，我说把柳树当
做人来写，这是什么修辞，学生很快就想到了拟人。

《咏柳》我也是用这样类似的问题引领找关键字，抓字眼的
方式分析的！上课期间氛围很好，孩子的思维也很活跃，我
上完课也感觉比较开心，但我有一个很纠结的.地方：我不知
道关于古诗的教学我这样的上课模式是否适合低年级学生？
觉得到底应不应该这样讲呢？我在抖音上关注了一些老师，
其中有一个北京的老师专门开了低学段儿童的古诗文课，虽
然只有片段，但也可以感觉到她的授课方式是比较轻松的，
有些地方是比较幽默的口吻给孩子们说的，但在关键字词的
分析上，也是很详细的！我特别喜欢抖音上华中师范大学戴
建业教授关于古诗词的讲解，既搞笑又能让人印象深刻，我
觉得不管以什么方式，只要能让孩子加深印象，就是可取的！



我觉得我这节课适合我这样去讲，因为孩子有一定的基础了，
他们觉得没啥难度，所以这样既可以给他们增加挑战，又不
会让他们觉得过于简单觉得乏味枯燥。

除此之外，我还有以下不足：

一、组织过渡语言不简洁流畅，存在口误口吃，还有的就是
嗦。

二、板书未精心设计，比较随意，假期时间，我的粉笔字也
有退步。

三、可能是由于学生刚上学还不在状态再加上进度比较赶，
我也比较着急，课堂存在一些纪律方面的问题，孩子的坏习
惯又回来了，我需要重复的去强调，肯定也会浪费一些时间，
所以在课堂教学管理方面，我还需要去找一些小技巧。我相
信慢慢会适应好的！

诗经木瓜教学反思篇四

授完古诗《春晓》，感觉春意融融。这首古诗给我们展现的
是一幅雨后清晨的春景图。它看似平淡却韵味无穷。不写繁
花似锦，不写芬芳醉人，只用寥寥数笔，就把那不经意的一
瞬间感受到的浓浓春意勾勒得淋漓尽致。诗人由喜春而惜春，
用惜春衬爱春，言简意浓，情真意切。从那“夜来风雨声”
中，我们可以尽情地想象那莺歌燕舞、百花齐放的烂漫春光。
课堂上，以下几方面做的不错。

一、交给学生们识字的主动权

在学生们自读后，请他们说说：你想提醒大家读好哪个字？
学生们对于充当“小老师”的角色一向很感兴趣，各抒己见，
如：“觉”读撅嘴音，“处”是翘舌音，“声”是后鼻音等
等。我相机让学生们组词，说说能用什么办法很快记住这些



难字。跟着我又问：哪个字告诉我们诗写的是什么季节？哪
个字告诉你不明白意思？“晓”是什么意思？“不觉晓”呢？
学生们不明白的诗句意思我让他们用符号标出来，再次阅读
诗句，猜测诗意。

二、让学生们在反复诵读中体会诗的意境。

从而渐入古诗意境。让学生们在变换中领会读的乐趣，悟出
诗的意境，提高朗读能力。

三、从表演启发诗的大意

只有让学生们体会到诗的大意，才能接着体会诗的意境和情
感，才不会在读的时候毫无表情地念。因此当学生们能读出
诗人所写是春天这个季节的所受所见所想，我让学生们看着
我，边观察边跟着演一演，学生们的兴致高涨，通过这样直
观的演和说，学生们对诗意有了大概的了解。接下来我就让
学生们带着自己的理解再读古诗，并激发他们自行创编动作
加以表演读，真是不可以小看孩子，刚才我还担心他们读不
懂诗呢，而现在却能把诗读得又有表情又有动作，声情并茂。
我相信他们对这首诗也有了深刻的认识和印象了。

我在教学时还有个别环节把握得不好，让学生们在感官上再
去发现美丽，也许效果会更好。还有，让学生们说得少了点。
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应该多注意他们的水平，不可提出过分
高的要求。再是，低年级学生们由于年龄小，又特别好动，
学习注意力易分散，兴趣不稳定。教师要特别注意组织课堂
纪律。

[古诗二首春晓教学反思]

诗经木瓜教学反思篇五

1、作者作品简介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相传为孔子所编定而成。
《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
取其重，取可施于礼义。

孔子（前551年——前479年），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
教育家，也是春秋末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政治上主张严格
遵守“礼”，特别强调“仁”，对我国古代教育事业做出了
重大贡献，整理编定了古代的文化典籍《诗经》《尚书》
《礼记》《乐》《周易》《春秋》。其言论，主要记载在
《论语》中，其思想，从汉朝后，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2、背景介绍

《诗经》的305篇诗歌，多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作品，产
生于今山西，陕西，河南，山东，湖北等地。大体上说，
《风》是民间乐歌，《雅》是宫廷乐歌，《颂》是宗庙乐歌
和舞歌。《风》的`绝大部分及《小雅》的少部分作品，具有
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代表了《诗经》得最高文学成就。
这些产生于民间的作品，或揭露当时的社会政治的黑暗，或
反映徭役，兵役的痛苦，或表现劳动生活的苦乐，或描述爱
情婚姻的悲欢，从各个侧面广泛的展示了古代社会，政治和
日常生活的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