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诗悯农教案反思 悯农教学反思(优秀6
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
写？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
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古诗悯农教案反思篇一

《悯农》是唐代诗人李绅写的一首脍炙人口的感叹诗。这首
诗写出了烈日下农民辛苦劳动的情景，在现代也赋予了新的
意义，一切收获都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我们每个人
都要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特别是现在提倡节约型社会，珍
惜劳动成果、节约社会资源更是每个人的责任。这首诗对于
一年级学生来说早熟记于心，甚至达到倒背如流。对于这样
的古诗又如何进行教学呢？我想尝试新的教学模式，以达到
吸引学生的目的。以下就是我的几点创新：

语文课程是一门语言学科。语文教学我认为应从孩子们熟悉
的语言故事入手，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所以我在教学开篇就
引入了孩子们熟悉的动画人物“卖火柴的小女孩”，孩子们
眼前一亮，我随即导入了和食物有关的课题《悯农》。然后
以这一线索激励学生为小女孩努力挣得食物，完成了“朗读
课文”“认读词语”“认识生字”等教学环节，学习效果较
好。

在朗读课文环节，我变换多种朗读方式，如“自读”、“同
桌两人共用一本书读课文”、“指名读”、“黄金搭档读”
等。

在认读词语环节，我加入了“小老师”进行指导，学生积极
性很高，小老师也得到了一次提升锻炼的机会。



在认识生字环节，我重点渗透了“游戏识字”，如：“快速
反应站立读”“摆长龙”“找朋友、找影子”“碰碰
车”“打扑克牌”“收麦子”等，又用“开火车”的方式进
行了学习效果检测。学生们非常喜欢这种教学模式，真正体
现了新课改下的“在玩中学，在学中乐”。

在理解古诗含义时，有一定难度，我给学生播放了“小猪吃
米饭”的视频，让后发问“你喜欢小猪吗？”，通过学生的
回答，我适时地讲解了古诗的含义，学生理解的很清楚。然
后播放了《洪都拉斯饥饿儿童》的视频，学生看后吃惊的表
情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及时引导学生说说自己此时的想法，
学生说了很多令我感动的话，也深刻的认识到了“珍惜粮
食”的重要性，深化了本课主题。在评选出“表演小明星”
后，我以视频“绚烂烟花”加以表扬，在欢快声中结束了本
课教学，学生感觉意犹未尽。

我请学生欣赏图片，并根据图片内容在小组内挑选人员，上
讲台进行表演，表演时老师负责摄像，学生积极性很高，都
把自己最好的状态表现出来，都想成为今天的“小明星”。
我适时引导“要想成为小明星，平时应该怎么做呢？”学生
都能说出“要爱惜粮食”，我以总结的方式再次给孩子们强调
“爱惜粮食，杜绝浪费！”。在此环节学生不仅需要自己组
织语言，同时还要设计动作，这一过程更好的让学生认识到
现在提倡节约型社会，珍惜劳动成果、节约社会资源更是每
个人的责任。

1、在欣赏图片表演环节，由于前面环节进行的不紧凑，时间
不够用了，我只好以老师指导的方式，引导学生说一说图片
内容，告诉大家“这样做对吗？”“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未能进行完整表演，这是本节课的一大遗憾。

2、本节课开始时，我已告诉大家要评选出今天的“小明星”，
可是未能进行完整表演，评选环节我只是以口头表达的方式
表扬，没有在“绚烂烟花”的音乐声中进行颁奖活动，这又



是一处遗憾。

也许，每次上完课多多少少都会有些遗憾，没有遗憾就没有
下一次的亮点，更不会在反思中一次次成长、进步，期待自
己今后在课堂上的精彩表现！

《悯农》教学反思9

《悯农》是唐朝诗人李绅所作，全诗共四句，语言朴实无华，
描述了在烈日炎炎的中午，农民们还在禾地里锄草，汗水滴
到禾苗下的泥土中。可有谁知道人们碗里的每一粒饭都饱含
着农民的辛勤劳动呢！道出了劳动的艰辛和劳动果实的来之
不易，表达作者热爱劳动人民及珍惜劳动成果的情感。这首
诗告诉了人们粮食来之不易，要珍惜粮食。

这首诗在教学过程中除了要让学生认识生字、书写生字，读
通、读顺、背诵诗歌外，还要达到教育的目的，要让孩子认
识到“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养成爱惜粮食的好习惯，让他
们同情辛勤劳动的农民，对浪费粮食的行为表示愤慨。我在
教学《悯农》时，针对课文内容运用多媒体引导学生说了两
次话。一开始我出示幻灯片（农民正在烈日下给禾苗锄草，
汗水直往下滴），我问：“看到这个画面，你有什么想说的
吗？”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举起了手，这一提问给了孩子很大
的思维空间，让他们有话可说，既创设了情境，激发了孩子
的学习兴趣，又让他们得到了初步的情感体验，为学习诗文
做下了铺垫。

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诗和乐一直是紧紧相伴的。古代的
诗是可以吟唱的，而古代的乐也总是带有许多诗意和想象。
因为古诗短小孩子们从小就听熟或背熟了，在教学中调动学
生参与的积极性，使她们能在自己熟悉的歌词中获得更多的
体验。同时，结合古诗句的特征、语气、语调，培养儿童对
节奏的表现和创造能力。



古诗悯农教案反思篇二

《悯农》是西师版教材一年级上册第六单元的一首古诗。在
导入新课的环节，我安排了欣赏插图说出图画内容，让学生
对诗的主旨有个初步的认识。在随文识字的环节中，识字也
是带着拼音识字，特别是“农、辛、汗、午”等几个音节，
都是要求学生重点认读的。拼音教学是本册的重点，也是学
生认知的难点，很多学生会认单个的韵母，但是和着声母就
拼不出来了，有的学生是对声调的把握有问题，特别是二声
和四声很难区分。要突破拼音这个难关，就得抓住所有拼音
练习的机会，特别是要落实口头拼读的练习。

课堂上，读书是基础，一年级的课文内容都比较简单，容易
理解，《悯农》一文也是这样。在阅读教学中，我安排了很
多读的环节。先是整体认知课文。这里面有全班读，也有教
师范读，同桌读，分组读，师生合作读等环节，把读的工作
落到了实处。在多读识字的基础了，第二个环节是理解课文，
深层识字，在这个环节，教学也是用读贯穿起来。边理解边
读文，在理解的基础上读出节奏，读出层次。本环节也有个
人读，分组读、打着节奏读等。在读中识字，在读中理解，
在读中学会朗读。有了不同层次的`朗读和不同形式的朗读，
我以前在语文教学中读得少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在以后的教
学中，仍然要抓住读这根主线，训练和提升学生的语文能力。

在识字环节，我以游戏形式让全班每个同学都参与到其中，
既激发学生热情又便于发现问题，并及时给读得好的同学鼓
励，给读的不好的同学指出。有了这次较成功的教学经验，
我对以后的教学工作也更有信心，其实很多事情是可以做好
的。

本课识字教学中，我利用多媒体课件，生字、词语卡片。这
些教学课程资源。这样，学生在一个充满生活化的课堂氛围
下学习，既激发了强烈的求知欲望，又进入了积极学习的境
地，并有效地实施了学科整合。



为了在发展语言能力的同时，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激发其
想像能力和创造潜能，我利用组词，练习说句子。让学生在
课堂上得到解放，释放他们的巨大能量，培养学生的语文素
养。这次教学使我体会到，语文教师不但应该为提高学生基
本语文素质而教学，而且还要为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和人文
素养而教学，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而教学。

在书写生字环节，我先范写，再让学生写，并巡视，能及时
发现书写中的问题，并引导学生组词和口头造句。另外，我
根据学生的特点，创造性地运用教学设计，恰当地处理了教
学设计与课堂操作的关系。本节课我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
主要采取了自主合作的学习方式。在教学中，注重学生的学
习过程，学生不仅学得积极主动，参与面广，热情高，还拓
展了想像思维，受到了人文气息的熏陶。当然，在本课教学
中，不足之处还是有的，如有些细节没注意到，与学生的交
流也不足，在教学环节上还能编排得更好等，如能增加其他
环节使整个教学过程更实。在今后教学过程中我还会注重和
其他教师交流，时时提高自己教学水平。

古诗悯农教案反思篇三

《锄禾》是唐代诗人李绅写的一首脍炙人口的感叹诗。这首
诗写出了烈日下农民辛苦劳动的情景，能够让学生体会劳动
的'辛苦和粮食的来之不易，从而认识到应珍惜劳动成果。这
首诗孩子们在幼儿园的时候学过，可以说是倒背如流，而且
这首诗配有一幅生动形象的插图，插图集中描绘了一位农民
一手握着锄头，一手拿着着毛巾拭汗，抬头望那当空烈日的
情景。所以学生理解这首诗比较容易。但是有些儿童并不知
道碗里的每一粒饭都是农民辛苦劳动得来的，随便丢掉，不
知爱惜。

教学时，我提出以下一些问题，引导学生想象：这位农民为
什么站在田里？他在做什么？他在看什么？他在想什么？他
在说什么？农民从播种到收获要付出多少辛勤劳动才换来粮



食。通过畅谈讨论，引导学生摆出浪费粮食的现象，看到自
己的缺点，从而懂得粮食来之不易的道理，做一个尊重农民，
珍惜粮食，热爱劳动的好孩子。

第二首《悯农》的学习就没这么顺了。首先孩子们对诗中的
一些词语不理解，比如说犹字，孩子对它的理解真是让人啼
笑皆非。其次，和学生对当时的背景不了解，对地主、官僚
完全没有概念，因此他们就觉得很疑惑：为什么农民中那么
多粮食还会饿死。因此我补充了一些小故事，帮助学生了解
一些地主阶层的恶行，这样，学生就明白了，粮食都被那些
污吏、地主收走了，他们觉得那时的农民十分可怜。然后我
又补充了《陶者》给他们朗读，也能读懂了。

古诗悯农教案反思篇四

一首古诗在不查阅任何资料的情况下，不论对于我们老师还
是孩子都是很难理解的东西，尤其是刚升入大班的孩子在不
理解意思的情况下学古诗就更不容易了。

《悯农》这首诗主要是要孩子同情劳动人民，知道农民的辛
苦，珍惜粮食。于是我在黑板上画了一幅画，画面上画了一
个极其干瘦的农民伯伯，一手拿锄头，另一手拿毛巾在擦汗。
天空中有一个火辣辣的太阳，农民伯伯的身边都是禾苗。首
先让幼儿观察，画面上都有什么，太阳是什么样的，禾苗是
什么样的'，农民伯伯又瘦又老，看上去很辛苦。认真的描述
一番后在孩子的心中就有了一些印象。但在这里忽视了一点，
看图时应让孩子按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顺序观察，养成良
好的观察习惯。

学古诗时，老师先泛读，然后教幼儿一句一句地读。读古诗
时教幼儿怎样断句，怎样读有韵律，看着孩子们摇着小脑袋
学着我的样子背古诗，我真是从心里喜欢他们。但在学习的
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刚接新班，我对孩子们还不是
很了解，他们也不太习惯我的教学方法，相信互相了解后会



有更好的教学效果。

古诗悯农教案反思篇五

我在教学《悯农》一课时，针对课文内容运用挂图引导学生
说了两次话。一开始我出示挂图（农民正在烈日下给禾苗锄
草，汗水直往下滴），我问：“看到这个画面，你有什么想
说的吗？”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举起了手，这一提问给了孩子
很大的思维空间，让他们有话可说，既创设了情境，激发了
孩子的'学习兴趣，又让他们得到了初步的情感体验，为学习
诗文做下了铺垫。

古诗悯农教案反思篇六

《锄禾》和《悯农》是最近所教的两首古诗。为了让孩子们
能更好的理解这两首诗，自己翻阅了相关资料，对这两首诗
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锄禾》和《悯农》是李绅的作品，李绅，字公垂。

诗的第一首一开头，就以一粒粟化为万颗子具体而形象地描
绘了丰收，用种和收赞美了农民的劳动。第三句再推而广之，
展现出四海之内，荒地变良田，这和前两句联起来，便构成
了到处硕果累累，遍地黄金的生动景象。引满是为了更有力
的发，这三句诗人用层层递进的笔法，表现出劳动人民的巨
大贡献和无穷的创造力，这就使下文的反结变得更为凝重，
更为沉痛。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罗隐《雪》）是的，
丰收了又怎样呢？农夫犹饿死，它不仅使前后的内容连贯起
来了，也把问题突出出来了。勤劳的农民以他们的双手获得
了丰收，而他们自己呢，还是两手空空，惨遭饿死。诗迫使
人们不得不带着沉重的心情去思索：是谁制造了这人间的悲
剧？答案是很清楚的。诗人把这一切放在幕后，让读者去寻
找，去思索。要把这两方综合起来，那就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劳动替富者生产了惊人作品（奇迹），然而，劳动替劳动者



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替劳动者生产了洞窟。
劳动生产了美，但是给劳动者生产了畸形。

第二首诗，一开头就描绘在烈日当空的正午，农民依然在田
里劳作，那一滴滴的汗珠，洒在灼热的土地上。这就补叙出
由一粒粟到万颗子，到四海无闲田，乃是千千万万个农民用
血汗浇灌起来的；这也为下面粒粒皆辛苦撷取了最富有典型
意义的形象，可谓一以当十。它概括地表现了农民不避严寒
酷暑、雨雪风霜，终年辛勤劳动的生活。本来粒粒粮食滴滴
汗，除了不懂事的孩子，谁都应该知道的。但是，现实又是
怎样呢？诗人没有明说，然而，读者只要稍加思索，就会发
现现实的另一面：那水陆罗八珍的人肉的筵宴，那无数的'粮
食输入官仓化为土的罪恶和那船中养犬长食肉的骄奢。可见，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不是空洞的说教，不是无病的呻
吟；它近似蕴意深远的格言，但又不仅以它的说服力取胜，
而且还由于在这一深沉的慨叹之中，凝聚了诗人无限的愤懑
和真挚的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