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竹石古诗教学反思(大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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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石古诗教学反思篇一

近日有幸参加了东北三省阅读教学大赛，我所执教的《古诗
两首》，在大赛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这是一篇选自人教版
实验教材四年级上册，第六组的人间真情专题中的一篇精读
课文。这两首诗都是脍炙人口、千古传颂的送别诗，表达了
诗人与朋友之间的深厚情意。学习这篇课文旨在于使学生通
过诵读、想象感受朋友之间深厚的友谊，同时培养学生对诗
歌的热爱之情。

因两首诗具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设计教学时，我运用整合的
理念，让学生在两首诗的对比学习中，理解提升。通过引导
学生想象和反复诵读，使学生理解古诗的意思，并感受朋友
间的深厚情谊，激起学生对我国古代诗歌的热爱之情。

教学中，我直入课题，通过两首诗题的对比，找出共同点，
初步了解诗的要点，把握诗的大意，并初步感知送别诗题目
的共同特点。然后引导学生有层次的诵读训练，即初读读正
确，再读读出节奏，三读想象画面，四读在对比中体会诗情。

教学的重点放在第三和第四个环节。在我看来，诗意的理解
并不是古诗教学的重点，重点应该放在借助古诗来想象画面，
将无声的文字想象成有声的画面。因此，我将体会理解诗意
这一环节设计成“为诗配画”，这样即降低了难度，又增加
了趣味性，同时也发展了学生的想象能力。



第四个环节为对比升华，即在对比品读中，体会诗人的感情。
这一环节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同中求异，在相同的文字中品
味不同的意境。第二异中求同，在不同的景色描写中，感受
都有一份情蕴含其中。

整节课的设计过程中，努力做到以生为本，重视孩子的想象、
诵读和感悟，将古诗教学以一种更为简易的学习方式呈现给
学生，激起他们学习的兴趣和欲望。这节课使我想到了，我
们的教学应该更多地从学生的角度上去考虑，学生们真正需
要的是什么？而不是老师要教什么。也许这样的教学才是更
具实效的。

竹石古诗教学反思篇二

我喜欢和孩子一起学习古诗，因为古诗文字精练，内容丰富，
给人以时间和空间上的广阔想象力，今天学习了《古诗两
首》，反思如下：

优点：

1、在学习古诗之前，通过复习杨万里的《小池》从而再次认
识杨万里这位诗人，导入《宿新市徐公店店》的学习。通过
复习背诵春、夏秋、冬的古诗，导入《草》的学习。注重了
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

2、让孩子们提前通过手里的古诗文的书进行预习，对古诗有
了一定的理解基础上进行学习。在学习过程中注重学习古诗
方法的指导，让孩子们知道以后看到一首没学过的古诗，知
道通过哪些步骤和方法进行学习。

3、让孩子们在课堂上当小老师。两首诗的学习，我几乎没有
讲解，而是让孩子们先提问，然后由同学们来解答其他同学
的疑问，让他们来给同学们讲解古诗的意思，而我，站在讲
台旁边，充当一下主持人，对孩子们的表现给予必要的点评



而已。以后在课堂上，我会把更多的时间给同学们，老师讲
的时间尽量少些，让孩子们得到更多的锻炼。

存在问题及改正方法：

1、学习之前我让孩子们通过手里的古诗文的书进行预习，但
是没有让孩子们通过网络和其他方法来预习，孩子手里的古
诗文的书只有《草》这首诗，没有另外一首古诗的资料，因
此一部分孩子就没有通过其他途径来预习第二首诗歌。所以
以后在预习的时候，要让孩子们养成多种搜集资料的方法，
并且要对自己搜集的资料进行简单的记录，这样才更有效果。

2、因为时间的关系，相关的描写春天的古诗没有了解和朗读，
以后在学习这样的古诗的时候，我要多搜集相关的古诗，扩
大孩子的知识面。比如学习秋天的古诗，就找一些相关的描
写秋天的古诗让孩子们多读一读，描写梅花的古诗，就要让
孩子们读一读其他诗人描写梅花的古诗。

竹石古诗教学反思篇三

西师版语文二年级上册《游子吟》是一首描写母子之间浓浓
亲情、赞美伟大母爱的古诗、是能够让学生充分领略诗词语
言美和意境美的经典诗篇。对于从小受到溺爱、关心体贴父
母的意识较为薄弱的现代小学生来说，该诗又是一首对他们
进行感恩教育的最好教材。

在教这首诗歌之前，我的内心是忐忑的，毕竟七、八岁的娃
娃，无法去深刻地理解这种深深地母子情谊。在教学过程中
我注重调动学生的情感体验，进行有感情的朗诵、背诵训练，
教学中渗透了“母爱子孝”的人文思想，使得学生的情感与
作者产生共鸣，实现了预期的教学目标。

精心设计和创设适宜的教学情境，使教学活动充满一种体验
的喜悦，激发学生的投入感和参与感。继而学生在音乐声中



解读诗句、观察画面、想象说话。

后，我便问他们脑子中出现什么样的画面，孩子们说：“一
位妈妈在给孩子缝衣服”，说明孩子在以有的知识基础上，
大体了解了前两句。随后我给学生出示了一幅画，让学生进
一步理解诗句的意思。通过老师的语言将孩子与孩子一起走
进画面 ，“别人都入睡了，只有我家油灯在闪烁，只见以为
母亲在??;夜晚，窗外寒风呼啸，人们早已进入梦乡，我一觉
醒来，只见??”。这样层层递进，使学生感受诗画是一家，
帮助孩子较好的理解诗意，古诗的情境被学生体味出来了。
在图文帮助下，重点指导学生体会了“谁言寸草心，报得三
春晖?”指出母爱的伟大，做儿女的不能一一报答，就像春日
的小草，无法报答太阳的恩情一样。孩子们听得特别认真，
朗诵得很有感情。

《游子吟》是值得我们用一生去体味的诗歌。是的，母爱是
天底下最无私的爱，子女是母亲一生的牵挂。每个人都是人
之子女，每个人也都会为人父母。做人子女者，在父母有生
之年，要多多陪伴父母，多多孝敬父母，多多与父母交流。
父母需要的不是金钱，而是子女给予他们的感情慰藉。千万
不要到父母离开我们时，才会为没有及时尽到孝道而后
悔。“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可能是为人
子女者最深切的后悔和遗憾吧!

总的来说，我在教学过程中情感很投入，积极引导了学生，
创设相关意境，并通过对关键词的理解，加强了学生的情感
体验，读出慈母的关爱之心，游子的孝义之情。

语文教学离不开生活，应与生活相联系。在教学中要加强引
导学生感悟体验。如果创设了符合学生生活实际的情境，让
生活走进课堂，融入了学习，能更好地突破教学难点。这样
学生有一种身临其境、似曾相识的感受，使学生感受到母亲
是我们人生的第一位老师，母亲用爱心教会我们吃饭，走路，
做人??母亲的爱是伟大崇高的，朴实无私的。让课文内容与



学生生活体验拨动学生的心弦，震撼学生的心灵，让生命的
体验上升到体悟、品味、欣赏的境界。

总之，低年级的古诗教学要符合低年级孩子的心理特点，真
正做到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为今后的古诗学习打下一定的
基础，保留学习古诗的极大兴趣，充分地遨游在古诗的文化
海洋之中。

竹石古诗教学反思篇四

这节课的开始，我启发学生领读，充分尊重了学生的已有经
验，注重了资源开发；在生字教学中，抓住字词，扎实训练，
夯实基础。然后让学生自由质疑，引发自主学习，师生互动
学习交流，促进学生知识的建构和生成。符合学生心理需要，
有利于学生的发展。

抓住“读”的根本，结合古诗情境美的特点，积极创设情境，
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促进学生理解感悟。

然后让学生反复吟诵，感悟诗句的意境，培养读书能力，激
发阅读兴趣。

写字教学环节，让学生自主写字，注重提高学的生观察能力
和书写水平。

《古诗两首》教学反思

这节课的开始，我启发学生领读，充分尊重了学生的已有经
验，注重了资源开发；在生字教学中，抓住字词，扎实训练，
夯实基础。然后让学生自由质疑，引发自主学习，师生互动
学习交流，促进学生知识的建构和生成。符合学生心理需要，
有利于学生的发展。

抓住“读”的根本，结合古诗情境美的特点，积极创设情境，



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促进学生理解感悟。然后让学生反复
吟诵，感悟诗句的意境，培养读书能力，激发阅读兴趣。

写字教学环节，让学生自主写字，注重提高学的生观察能力
和书写水平。

本节课的背诵坚持以读为本，促进学生感悟。

1、采用自读、对读、齐读、表演读等方式，引导学生诵读，
背诵。

2、出示画面，引导观察，播放音乐，引导学生读背。特别注
意指导学生读出诗的韵味。注意韵尾“流、柔、头”的读法。

竹石古诗教学反思篇五

《咏柳》是唐代诗人贺知章在回乡途中，看到柳树后突发感
想所创作的一首诗。当时正是初春时节，柳树吐出的嫩芽，
呈现出了春的勃勃生机。

授课前，我先让学生画一幅自己眼中的柳树，并写上一两句
赞美柳树的话，好让学生提前从色彩方面感知一下碧玉妆成
般的柳树，也从形态方面感知何为万条绿丝绦。这样一来，
学生对古诗内容较容易理解一些。

导课时，学生展示的作品超出了我的想象，当他们双手举起
自己的作品时，站在讲台上的我禁不住叫了起来：“哇！太
美了，我仿佛置身于柳树林。”然后，依次点了三个孩子单
独展示自己的作品，他们的描述令我惊叹，也令在场的老师
们惊叹。看来，准备工作做得很好。授课时，我采用叙事的
方式来贯穿整首诗，从一千年前的某一天开始，引出地点、
人物，缘何出现了《咏柳》这首诗。

整节课来看，流程进行得很好，从对“咏”的理解，到对柳



树从远到近的认识，以及作者从观察到想象体现出的对春的
无限热爱之情，课堂中呈现得都很好。不足之处是，老师表
现得多，学生发挥得少，没有做到以学生为主，老师为辅。
在以后的教学中，一定要突出学生的主体性。

一次经历，一次收获，磨砺中总结经验，在教育这条大道上，
和学生携手共进。

诗人以“迟日”领起全篇，突出了春天日光和煦、万物欣欣
向荣的特点，并使诗中描写的物象有机的组合为一体，构成
一幅明丽和谐的春色图。前二句的“迟日”、“江
山”、“春风”、“花草”组成一幅粗线勾勒的大场景，并
在句尾以“丽”、“香”突出诗人强烈的感觉；后二句则是
工笔细描的特定画面，既有燕子翩飞的动态描绘，又有鸳鸯
慵睡觉的静态写照。飞燕的繁忙蕴含着春天的勃勃生机，鸳
鸯的闲适则透出温柔的春意，一动一静，相映成趣。而这一
切全沐浴在煦暖的阳光下，和谐而优美，确实给人以春光旖
旎之感。

清人陶虞开称诗人笔法高妙，能“以诗为画”（《说杜》），
此诗可为印证。但这首五言绝句之妙并不止于“以诗为画”，
诗人着意传达的还是他感受到的柔和春意。如果说春日迟迟、
江山秀丽、清风徐徐、花草芬芳以及燕子、鸳鸯，都是诗人
的视觉、触觉（风）、嗅觉所感，那么泥土之“融”、沙砾之
“暖”，便不是五官的直接感觉了。只因为对春天的阳光明
丽、惠风和畅、鸟语花香感受至深，诗人无须触摸就能想象
出泥土的松湿和沙砾的温暖；而泥之融、沙之暖的体会又加
深了对飞燕的轻盈、鸳鸯娇慵的视觉印象，从而使诗人的整
个身心都沉浸于柔美和谐和春意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