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园古诗教学反思中班(优秀5
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幼儿园古诗教学反思中班篇一

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追《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这个节目
的点击率很高，在诗词热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人那颗跳
动了千年的诗心，心动不如行动，公开课就选诗词。

为了让学生读懂《送元二使安西》这首诗，为了能让学生通
过文字看到诗歌的本真，我选择了以下策略：金文猜字，感
受汉字魅力。一个金文的送字，让大家看到了中华文字之美
以及古人造字的智慧。化诗为画，品味文字之境。抓住王维
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写作风格，引导学生将诗歌绘制成
一幅图画呈现于黑板之上，再由图画进入诗歌，让同学们讲
述画中元二与王维难舍难分的离别情景，感受诗人与友人的
深情厚谊。吟诵，体会古诗韵味之美。过去我也知道诗歌是
可以成诵的，但到底怎么诵？是个难题。千课万人之行给了
我答案，我大胆尝试，课堂效果不错！经典送别诗多篇连读，
感受情感变化。送别诗有很多，其情感表达不尽相同，抓住
同类诗对比，感受不同诗人写送别时的情感表达的不同之处，
打开眼界看世界，只为让我们的孩子走到更远的地方，看到
更美的风景。

好课在于多磨，这节课还有许多需要琢磨之处，细节仍需精
修，教学机智仍需加强，个人素养仍需提高，教学之路其修
远矣，吾愿上下而求索！



幼儿园古诗教学反思中班篇二

先和孩子们一起感受了秋风的调皮和可爱，为了打开孩子的
想象空间，我问孩子们：秋风像我们小孩子一样调皮可爱，
那么他们还会去哪？有了“田野、小路”的`铺垫，有了自己
平日的调皮经历，有的孩子们想到了果园、公园等，在此基
础上，这些孩子的回答也激发了其他孩子的记忆，他们想到了
“农田、荷塘”等等地方。接着，我又问孩子们，在果园我
们能看到什么？孩子们回答：看到红通通的苹果、黄黄的柿
子等等，接着问其他地方的景物，孩子们回答起来显得简单
多了，因为从一年级开始，我们就对春夏秋冬的景物进行过
讨论，甚至写过话。这样，再来进行“秋风在……”这样的
表达训练，就等于是将两个问题进行组合，孩子们表达起来
得心应手。

有了引导，孩子们的写话比较顺畅，写出的句子很真实。小
小展示一下：

秋风在果园里追逐，秋风在池塘里嬉戏；

秋风在公园里散步，秋风在农田里忙碌；

秋风抓一把野菊花的香气，把秋的气息布满人间。

第四小节：苹果嚷着冷了，要穿红袄；葡萄嚷着冷了，要披
紫袍。

如何让孩子们仿写这句话？我先让他们来说说秋天有哪些水
果成熟了，各种水果成熟时是什么颜色的？起初，孩子们举
手的不多，原因是他们对秋天成熟的水果不太了解。于是，
我给孩子们展示了秋天的水果，五颜六色的水果图让孩子们
激动，好多小眼睛亮起来了，发出了“哇”和咽口水的声音。
这下子，情感被完全打开了，学习兴趣陡增，思考的激情也
被激发，表达一下子就变得容易了：



柿子嚷着冷了，要穿红袄；

桔子嚷着冷了，要披黄袍。

幼儿园古诗教学反思中班篇三

本课的两首古诗是唐代诗人王之涣、刘禹锡有关黄河的诗歌。
《凉州词》写的是边塞的荒凉，《浪淘沙》写的是黄河的蜿
蜒曲折，流程较长。了解诗歌的大意，体会作者表达的感情
是本课的学习重点，体会诗人丰富的想象是学习难点。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了解诗歌的大意，体会作者表达的感情。

3.体会诗人是怎样展开丰富的想象的。

：利用教学课件，直观演示，理解作者表达的情感。有感情
地朗读、读出古诗的韵律，加深理解。

：二课时

：教师：录音机、磁带、课文插图等。

：按要求预习课文，查阅作者的有关资料。

第一课时

：学习《凉州词》

我们刚刚学习了有关长江的文章，同长江的热情、奔放所不
同的是黄河的凝重、悲凉。从古到今，黄河也是诗人们描写
的对象之一，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两首有关黄河的诗歌。

1.简介作者王之涣。



2.解释题目。

3.初读课文。播放录音，范读。自由练读，指名朗读，分男
女生朗读。

4.理解诗意。

（1）分小组合作学习，根据查阅的有关资料，理解诗意。

（2）全班交流，结合学生的交流，引导学生理解诗意。

5.想意境，悟诗情。

（1）自由读诗歌，思考：这首诗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2）指生读诗并交流。结合学生的交流，引导学生体会到：
这首诗通过描写边塞、玉门关的荒凉，表达了作者的孤独、
悲凉的心情。

6.有感情地齐读这首诗。边读边想象诗歌所描绘的情景。

7.练习背诵。先自由练习背诵，再指名背诵。

学习伙伴还会背别的古诗，你们也一定行！把自己积累的古
诗有感情地背给同学们听。

：本次的教学设计与前一次相比，本人自己感觉发生了质的
改变。第一次备课时，苦于古诗教学无从下手，我只从《凉
州词》中感受到了边关将士慷慨激昂、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所以着重引导学生感悟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所蕴含的豪放、阳刚之气，总感觉一个字：浅。经曾老师点
拨之后，我回家静静地读，细细地品，我感觉一个个字符变
成了一幅幅生动鲜活的画面，自己怎么也豪放不起来，我读
得泪流满面，我感受到了悲凉、痛苦因为我想到了：边关将
士身处不毛之地，气候恶劣、环境艰苦，与亲人一别音容两



渺茫，而且当时战争频繁，战士们生命不保我读懂了：为什
么在诗人的眼中别无它物，而只有这红红的葡萄酒？我明白
了醉卧沙场君莫笑的深层含义，战士们是借酒消愁，忘记自
己的痛苦和烦恼。这一次我感觉自己走进了文本，我能够引
导学生挖掘诗歌背后蕴含的情境了。课后，我感觉收到了预
期的效果。从这件事，我明白要上好一堂课的先决条件是：
老师必须深入挖掘教材，读懂教材，真正走进文本。

第二课时

：教学《浪淘沙》

1．指名背诵。

2．全班集体背诵。

1.初读课文。播放录音，范读。自由练读，指名朗读，分男
女生朗读。

2.理解诗意。

（1）分小组合作学习，根据查阅的有关资料，理解诗意。

（2）全班交流，结合学生的交流，引导学生理解诗意。

3.体会诗歌表达的思想感情。

（1）再读诗歌，思考：这首诗歌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你是怎样体会到的？

（2）讨论交流，体会诗歌表达的思想感情。

4.有感情地诵读诗歌，想象诗歌描写的情景，进一步体会诗
歌表达的思想感情。



5.练习背诵。先自由练习背诵，再指名背诵。

1.自读诗歌，想一想诗人是怎样展开丰富的想象的？

2.小组讨论后，全班交流，结合诗句具体谈。

1.阅读丁丁、冬冬的视角，自读课文，填写我的视角。

2.先小组交流，再指名全班交流。

1.背诵并体会诗的思想感情。

2.预习下一篇课文。

凉州词浪淘沙

孤独蜿蜒曲折

荒凉流程长

同情激奋

这节课我强调了学法指导，让学生在整理复习中掌握了一种
高年级语文课的复习方法－－三重复习法。即：重积累――
积累好词佳句；重朗读――潜心会文本、披文以入情；重拓
展――注重学生情感知识的获取和写作能力的培养。课堂上
从学生已有知识出发，引导学生主动学习课文内容，使学生
从整体上把握单元主题，并在积累、诵读、实践中掌握复习
语文的方法，提高学生语文学习的'能力。

幼儿园古诗教学反思中班篇四

认真观看了自己的上课视频，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自己好
紧张，总怕学生不会，导致自己的语言不够简练。很多时候，



我的一个提问明确提出了，可是发现自己总在重复，一再解
释，非常罗嗦。还有，学生的回答，我也是怕其他孩子听不
到或听不懂，自己总在重复。到了最关键，让孩子们充分发
言时，我仍然不放心!一句话，老师的课堂讲述太多了，语言
不够简练，占据了孩子们的自主学习时间。

现代教育，要求给孩子们肩负，要实现这一点，语文课堂内
容的选择和整合就尤为重要。一篇课文，一首古诗，可讲可
学的'内容多得是，但是我们的课堂时间就非常有限，高效课
堂就需要高效整合。在这一方面我做的非常不足，我总是按
部就班地一项一项地上课，教学时间远远不够。在《宿新市
徐公店》，我设置孩子们充分口头语言表达后，就写话练习，
把口头表达整理转换成书面文字。这样一操作下来，直接一
课时变成两课时了。试想想，如果不整合读、讲、写，课堂
时间如何有效保证!

从教学视频中，我发现一旦遇到稍微难度较大的语言表达题
目，举手发言的学生寥寥无几，而且总是那几个学习比较好
的孩子举手发言。我特别留意到，从不肯举手发言的都是学
习有困难的孩子。所以，我认真反思，一堂课精心设计一个
又一个环节，可是在关注学生的程度上，还是忽略了学习困
难的他们，那么他们从何提高呢。关注学生不难，全面关注
学生是我做得不够好的地方。

······

一堂课，是实验也是经验，看着自己的课堂录像，更是直观
地了解自己的教学状态!反思自我，从这节课开始，向着高效
课堂而努力!

幼儿园古诗教学反思中班篇五

教完了《古诗两首》，学生似乎对《春晓》的学习更为积极
些，因为在理解与领悟上，孩子们对第二首的学习略胜一筹，



理解起来，也相对简单些，所以，现在就《春晓》的教学谈
谈自己的一些粗浅的想法。《春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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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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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使孩子们喜欢春天，珍惜春天的
大好时光。在教学中，我能根据课前准备的教学设计进行教
学，并能按定的教学思路基本完成教学目标。本节课的目标
是通过读的指导，在学生熟读诗歌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掌握
本课的.生字，并会背这首诗。同时，激发学生学习古诗的兴
趣。课标指出：小学各年级的阅读教学重视朗读，要让学生
充分地读，在读中整体感知，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中培养
语感，在读中受到情感熏陶。

而在以前的教学中，我试着一些简单的教学，把句子或词语
硬生生的拿出来让孩子们去理解，结果孩子们不仅不理解，
而且往日课堂上那一双双高举的小手，此时却放得规规矩矩
的，可见，低年级的孩子学古诗，光靠老师的逐句讲解，根
本行不通，必须要更多地是借助读，让学生在反复诵读中识
字、学词、析句、理解内容，培养阅读能力及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