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教学反思赤壁赋(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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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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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反思赤壁赋篇一

我自己比较喜欢苏轼，也看过一些苏轼的作品和关于他的'介
绍评论文章，欣赏他的旷达人生，儒道佛三家思想融合起来，
让我更能坚强的面对困难。我想让学生学这篇课文也有许多
收获，所以做了很多准备。

这一课上完，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点

一、自学阶段的基础文言现象很多同学没有整理全，只有三
分之一的好学生能掌握。这要靠检测巩固，还得是反复训练。

二、诵读遍数不够，学生只满足会读课文。韩博士要求读六
遍课文，学生达不到。即使读也只是为默写，只读不思。

三、苏轼思想本来就是难点，学生对三、四段内容理解不到
位。主客问答，苏子思想矛盾的变化，天地万物的`辨证关系，
苏轼是如何解脱的这些问题学生不好把握。

学生积极性主动性还不够，所以在学完之后，从大师身上没
学到多少精神。从我自身谈起也有不足之处，我还是放不开
手对学生估计高，所以有些失望；引导不到位，学生讨论不
出来，有时直接自己讲，学生被动接受。

这节课的收获：写作素材的积累，参看高考优秀作文，引用
苏轼的例子，从不同角度论述，一事多用，灵活多变。



教学反思赤壁赋篇二

第四，将渗透古文化的精髓，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作为教学
的主要目标教学中，原本深奥的人生哲理，遥远的古文常识
和古人思想，通过研究学习的形式，通过互相间的探讨，通
过阅读他人的解读，化为简单的切合学生实际生活的话题，
得到了落实，符合了新课程标准的要求，提高了学生学习古
文的兴趣。

《赤壁赋》这篇文章我一共上了五个课时，“战线”会拖这
么长我也没想到。第一节课我主要对苏轼这个人进行的介绍，
分别通过“三苏”、“唐宋八大家”、“苏黄”、“苏辛”、
“宋四家”等来介绍苏轼。我将苏轼的生平遭遇到的坎坷说
给学生听，他们听得津津有味，还时不时的问我后来怎么样。
可惜我课前查阅的资料不够丰富，无法继续解答学生的问题。
由于是上《赤壁赋》，我又补充了他写的一首《念奴娇 赤壁
怀古》，让学生整理在本子上，齐读了一遍。学生在朗读的
过程中，慷慨激昂而且富有感情，我心里想：要是早读的时
候他们也能像现在这样就好了。时间过得飞快，到了正式想上
《赤壁赋》的时候，却已经下课了。

因为文体是赋的关系，所以此篇文言文更注重的是诵读和背
诵，体会赋的美感，而不太过强调翻译与字字对应。况且如
此优美的赋，一经过现代文翻译，美感就丧失了。但由于教
学经验不丰富，我以为字字落实总没有错，可是在上课的过
程中却造成了课堂效率低下，学生昏昏欲睡。

这篇文言的思辨性很强，所以我几乎是上完一段给学生总结
一下本段的思路，帮助学生能够更好记忆和理解。许多同学
在刚接触这篇文言文的时候，读完一遍完全不知道什么意思，
结果在我讲完全篇之后，许多同学都说在学过的《劝学》、
《师说》、《赤壁赋》中最喜欢这一篇，这倒让我很是惊讶，
让我觉得我的付出没有白费。



值得探讨改进的地方：

2、阅读大量的资料，对于教学进度的完成是一个挑战(当然，
教会学生方法，改变学生的习惯比任何都值)

教学反思赤壁赋篇三

1、注重诵读形式多样化本堂课有齐诵、自诵、范诵、脱稿朗
诵、全体背诵等多种诵读方式

2、教师的诵读指导调动学生的诵读兴趣，让学生主动参与课
堂教学，在诵读方面，我下了一些功夫，设置了“诵读三境
界”、“诵读提示”等教学环节，并且针对每一段、每一层
甚至每一句的诵读，都设置了渐进式的诵读指导，层层深入，
指导学生，让学生逐步达到诵读的目标要求。

3、最大限度发挥学生的课堂参与性诵读课说起来容易操作起
来不容易，必须有学生的积极参与才有可能成功，否则就成
了老师的独角戏，这是语文教学新模式的大忌，所以，为了
使课堂成为学生表演的舞台，我主要做到了以下几点：

（1）设置了层进式教学指导，问题设置也极为明确，让学生
对诵读的理解在一堂课中逐步加深，这样做既有利于学生参
与，又符合教学规律。

1、优点

这堂课学生总体表现良好，具体表现在：

（2）敢于质疑，敢于谈出自己的诵读看法

2、问题

解决方法：



（1）继续推行“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引导学生勤思，
多表现

（2）多创设课堂的发言机会，让学生走上讲台

（3）解决学生畏惧心理，让他们从内心“放下”顾虑，培养
心理素质，展现自我

（4）教师以身作则，善于表现，教出自己的个性风格，以此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教学反思赤壁赋篇四

我自己比较喜欢苏轼，也看过一些苏轼的作品和关于他的介
绍评论文章，欣赏他的旷达人生，儒道佛三家思想融合起来，
让我更能坚强的面对困难。我想让学生学这篇课文也有许多
收获，所以做了很多准备。

这一课上完，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点

一、自学阶段的基础文言现象很多同学没有整理全，只有三
分之一的好学生能掌握。这要靠检测巩固，还得是反复训练。

二、诵读遍数不够，学生只满足会读课文。韩博士要求读六
遍课文，学生达不到。即使读也只是为默写，只读不思。

三、苏轼思想本来就是难点，学生对三、四段内容理解不到
位。主客问答，苏子思想矛盾的变化，天地万物的辨证关系，
苏轼是如何解脱的这些问题学生不好把握。

学生积极性主动性还不够，所以在学完之后 ，从大师身上没
学到多少精神。

从我自身谈起也有不足之处，我还是放不开手对学生估计高，



所以有些失望;引导不到位，学生讨论不出来，有时直接自己
讲，学生被动接受。

这节课的收获：写作素材的积累，参看高考优秀作文，引用
苏轼的例子，从不同角度论述，一事多用，灵活多变。

教学反思赤壁赋篇五

我自己比较喜欢苏轼，也看过一些苏轼的作品和关于他的介
绍评论文章，欣赏他的旷达人生，儒道佛三家思想融合起来，
让我更能坚强的面对困难。我想让学生学这篇课文也有许多
收获，所以做了很多准备。

这一课上完，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点

一、自学阶段的基础文言现象很多同学没有整理全，只有三
分之一的好学生能掌握。这要靠检测巩固，还得是反复训练。

二、诵读遍数不够，学生只满足会读课文。韩博士要求读六
遍课文，学生达不到。即使读也只是为默写，只读不思。

三、苏轼思想本来就是难点，学生对三、四段内容理解不到
位。主客问答，苏子思想矛盾的变化，天地万物的辨证关系，
苏轼是如何解脱的这些问题学生不好把握。

学生积极性主动性还不够，所以在学完之后，从大师身上没
学到多少精神。

从我自身谈起也有不足之处，我还是放不开手对学生估计高，
所以有些失望；引导不到位，学生讨论不出来，有时直接自
己讲，学生被动接受。

这节课的收获：写作素材的积累，参看高考优秀作文，引用
苏轼的例子，从不同角度论述，一事多用，灵活多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