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三年级数学教学反思免费(实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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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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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梦令教学反思教学反思篇一

《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是宋朝著名婉约女词人李清照的佳
作。词人回忆了一次愉快的郊外游的情景，因酒醉在归途中
误入荷花丛中，把栖息的水鸟都吓飞了。表现了作者早期生
活的情趣和心境。这是一首词，学生对此缺少相关的学习经
验，那怎样借助学生以往的基础恰到好处地教学这词呢？经
过反复的琢磨，精心地备课从以下的几个方面去攻破：

一、朗读全词，读出韵味。

古诗词具有一定的音律美，只要恰如其分地把词的节奏，读
来将会抑扬顿挫，耐人寻味。根据以往读诗的经验，对于七
言诗学生会读成二二三的节奏，他们都能读得游刃有余。可
是学生对古词的朗读欠缺经验，不知该如何把握词的节奏、
韵律。那么，通过老师的娓娓范读就成了学生读词的入门了。
领读、自由读、指名读等方式，以及朗读的指导，使学生能
读出词的节奏。

二、结合注解理解内容

古诗词的教学，最忌逐句串讲。由于这首词的意思浅白，贴
近生活，学生易于理解，再加上学生课前已经预习过，因此，
教学时我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首先让学生在注释的
帮助下，小组合作学习，把这首词的大概意思读明白；接着



全班交流，请学生说说整首词的意思，让学生明白我们在不
知不觉中读懂了词的内容，而作者却只用33个字就把一次郊
游的经历写清楚了，感悟古诗词语言的凝练、含蓄。

三、展开想象体悟意境

李清照的《如梦令》向我们展现了“溪亭日暮”“藕花深
处”“一滩鸥鹭”，这一幅幅流动的画。教学中，在学生熟
读诗文的基础上，在古曲的萦绕中，让学生展开想象，用耳
听、用嘴吟、用脑想、用心灵感受，不知不觉把自己带入了
特定的词境中。此时学生眼前的画面不单是视觉的画面，而
且也融合了他的感情和情绪，学生的脑海中增加了许多诗词
中并未提到的物象，黄昏时候，太阳慢慢地从山的后边落下
去了，晚霞染红了整个天空，远处的山，近处的水，还有小
亭子，都笼罩在晚霞的余晖当中。李清照时而倚亭而立，与
朋友们把酒言欢；时而仰望着天，欣赏落日余晖；时而眺望
河面，哼着小曲；这样的情景，多么富有诗情画意呀！这一
切则能不让学生沉醉？又怎能不让李清照沉醉呢？这时，教
者趁热打铁让学生用笔描述下脑海中浮现的画面，并美美地
读一读。让语文能力的训练扎扎实实地落实在有效的课堂教
学中。

四、课外延伸感情升华

在课的后部分，品读李清照的另一首《如梦令》，体会李清
照晚年流亡到南方，再加上自己深爱的丈夫也因病去世，孤
苦伶仃凄惨的经历。深深感受到每一首古诗词的字里行间都
寄托着作者的不一样的情感，领略中华古诗词文化的博大精
深。

我认为，本古诗词教学的难度一点儿不比作文教学的逊色。
所以一直都不敢尝试在公开课上展示古诗词的教学。但，此
次的收获，让我敢于挑战那些所谓难上的课例。



如梦令教学反思教学反思篇二

《如梦令》这首词是李清照青年时期的作品，追叙她一次泛
舟流连忘返，酒醉后几乎迷路的情景，反映了她早期无忧无
虑的生活和爽朗豪放的性格。本课我主要采用了让学生课前
自学的方式理解每句词的意思，还引导学生在课堂上找
出“溪亭日暮”、“藕花深处”、“一滩鸥鹭”这三幅画面，
帮助学生把握整首词的基本内容。另外，我也做到了注意课
堂细节帮助学生理解词句意思。例如，当学生把“兴尽晚回
舟”中的“兴”读成第一声时，我就马上给予纠正，读准
了“兴”的声调是第四声，学生也就理解了它的意思。

以上就是如梦令教学反思的全部内容，希望可以帮助教师们
做到扬长避短、精益求精，把自己的教学水平提高到一个新
的境界和高度。

如梦令教学反思教学反思篇三

《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是宋朝著名婉约女词人李清照的佳
作。词人回忆了一次愉快的郊外游的情景，因酒醉在归途中
误入荷花丛中，把栖息的水鸟都吓飞了。表现了作者早期生
活的情趣和心境。

《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是小学阶段极其少数的词，学生凭
借以往的学习经验，对词的理解的少之又少的。因此，课前
是非常有必要先介绍有关词的基本知识，诸如什么是词、什
么是词牌、词的格调指的是什么，要使学生对词“调有定句，
句有定字，字有定韵”的固定格式有所了解。在此基础上，
对作者的理解也是相当的重要。往往作者会把此情此感会渗
透于诗词的字里行间，这有助于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体会
诗词的意境。在初步理解词的相关知识后，可以进入本词的
教学了。古诗词的教学，应突出一个“读”字，为此，在简
要介绍词人与作词背景以后以“四读”来组织《如梦
令》“常记溪亭日暮”的教学。



教学“第一读”：力求读好词作节奏、停顿，读得连贯、流
利。可以先由教师范读或听录音朗读，再让学生齐声朗读二
至三遍。

“第一读”之后，师生共同理解词作中有关词语的含义，弄
懂各句的意思，要使学生真正掌握本词所写的内容。为了及
时检测学习效果，可以让学生先复述后概括本词内容。然后
进入教学“第二读”。此时的“读”是在学生对词作内容掌
握之后的读，可以采取分组读、男女组接力读的方式进行。
此番“读”也可以让学生朗读二至三遍。

“第二读”之后，师生共同体会、揣摩词作的丰富意味。可
以提问：词人为什么“常记”溪亭日暮，沉醉晚归，迷路惊
鸥这样一件生活事件？只要给予学生启发和鼓励，学生定能
品味出各种不同的意味来。

此时，创设情境，感情朗读，感受意境美、音乐美。小学语
文古诗教学训练重点在朗读指导上，而朗读的最高境界是入
情入境，应引导学生感受情境，让他们进入角色获得自己的
情感体验，发挥自己的创见性去表现古诗的思想感情。教师
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多渠道创设情境，引学生入“境”，通
过教师范读，学生领读，教师学生讲读，指名朗读和熟读成
诵，要让学生充分地读，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中培养语感，
在读中受到情感熏陶，受到美的教育。

学生每找出一种答案，教师均予以及时评点、肯定，学生自
然倍受鼓舞，积极思维，争先恐后举手答题。在兴趣盎然的
热情探讨中，学生对词人的内心活动、思想情感有所洞悉，
能真切体会到女词人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向往自由的炽
烈情怀。于是，进入教学“第三读”：要求通过自己的朗读，
力求读出女词人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向往自由的思想感
情。这样读上一两遍便有学生自动合上书本朗声背诵了。

“第四读”，在学生理解李清照此情此感后，进行课外的延



伸，品读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体会李清照在
晚年时，因外族入侵中原，她流亡到南方，再加上自己深爱
的丈夫也因病去世，可以说是孤苦伶仃。深深感受到每一首
古诗词的字里行间都寄托着作者的不一样的情感，领略中华
古诗词文化的博大精深。

如梦令教学反思教学反思篇四

《如梦令》这首词是李清照青年时期的作品，追叙她一次泛
舟流连忘返，酒醉后几乎迷路的情景，反映了她早期无忧无
虑的生活和爽朗豪放的性格。在教学本课是，我着重从以下
几个方面入手：

1、作为文言文，是我们语文教学的难点之最，因此在教学设
计是个人认为本堂课的“煽情”或者“铺垫”应该做好。老
师让学生回忆并背诵学过的古诗词；其次，在课堂教学过程
中，引导学生通过品读词句把课文读活读美、提醒学生体
会33个字包含了无比丰富的内涵，直到最后跟着音乐吟唱本
词。并且教师通过范例来吟诵这首词，使学生的兴趣马上浓
厚。所有这些，都使学生感受到了学习《如梦令》的乐趣，
从而激发了学生对祖国语文的热爱。

2、指导学生理解语言文字。本课不仅采用了让学生课前自学
的方式理解每句词的意思，还引导学生在课堂上找出“溪亭
日暮”、“藕花深处”、“一滩鸥鹭”这三幅画面，帮助学
生把握整首词的基本内容。另外，我也做到了注意课堂细节
帮助学生理解词句意思。例如，当学生把“兴尽晚回舟”中的
“兴”读成第一声时，我就马上给予纠正，读准了“兴”的
声调是第四声，学生也就理解了它的意思。

3、语文教师带着学生一起欣赏文学作品时，要带着学生进入
到文字深处，要引导学生通过语言文字的感悟提高他们的审
美情趣。我在引导学生找到本词所描绘的三幅画面之后，想
法设法将学生引入到三幅画所展示的意境之中。当学生想像



了这三幅画面之后，再巧妙地把这三幅画面统统归结于一
个“醉”字，引导学生把这三幅画联系在一起，由那
个“醉”字使学生体会到词人不仅仅为“美酒”而醉，更为
眼前的“美景”而醉，为自己与同行朋友之间的“美情”而
醉。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审美情趣能得到有效的提
高。

学生对三幅画面的意境的感悟很深刻，如果在课堂上能设计
一段对此的写话训练，效果会更好。

如梦令教学反思教学反思篇五

带领学生学完李清照的《如梦令》，黑板上留下了几行板书：
傍晚、小溪、亭子、划船的女子、满溪的荷花、惊飞的鸥鹭。

此时仅剩一道“工序”，就该圆满结束。这就是想象词的意
境。于是我让学生再读一读板书，然后闭上眼睛，一边背诵，
一边想象。

背诵进行得很顺利。我问：刚才眼前出现了词中所描绘的情
景了吗？指着一句中等学生回答，结果是没看见。不死心，
又问一名优等生，回答依然让人失望。铃声响起来了，这堂
课只能在缺撼中结束了。

好在下午就是两节作文课，且这次安排的训练内容就是把自
己当成李清照，以第一人称的写法，把《如梦令》改写成一
篇想象作文。这等于是一次弥补缺撼的机会。

上课伊始，我指着教室后面的一口池塘说：“大家就把它想
象成一条小溪，咱们的教室可当作亭子，你就是词人，同学
就是你的朋友――当然李清照不会有这么多的朋友去喝
酒。”

从身边的这口池塘引导学生展开了想象，学生倒也来了兴趣。



然后请学生们按李清照的个性想象她们是如何“尽兴”的。
讨论之后，总结尽兴的方式：弹琴、唱歌、猜谜、喝酒……
只是不能玩电子游戏――那是不符合历史的。

尽兴之后，各自划船回家。此时，引导让学生从三个方面想
象：一是眼中所见，二是耳中所闻，三是心中所想。经过讨
论，田田的荷叶、灿烂的荷花、惊飞的鸥鹭，划浆的水声、
鸥鹭的拍翅与鸣叫以及词人的焦急都被想象出来了。

在此基础上，学生动笔作文，基本上能够一气呵成了。

后来我想，想象真不是闭上眼睛这么简单的事。想象的基础
是学生的生活经历。虽然文学作品能够突破时空的限制，如
果不能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想象仍然是不到位的。当然我
们可以借助多媒体技术，让《如梦令》的画面展现在学生的
面前。可学生终究是要走出学校的，他不能每读一篇文章都
去打开多媒体吧。况且多媒体的直观性也限制了想象的丰富
性――所有学生的眼前只出现一个相同的情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