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陋室铭的教学反思和后记 陋室铭
教学反思(优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
考，一起来看看吧

陋室铭的教学反思和后记篇一

《陋室铭》教学反思本节课是以学生为主体，还学生以调控
策划课堂流程的权利，而不止是按教师自己的计划演进。精
心设计了评价性语言。尽量使用激励性语言，让评价性语言
具有幽默感。课堂中最精彩的部分应是师生在不可...

本节课是以学生为主体，还学生以调控策划课堂流程的权利，
而不止是按教师自己的计划演进。精心设计了评价性语言。
尽量使用激励性语言，让评价性语言具有幽默感。课堂中最
精彩的部分应是师生在不可预知的情况下迸发的思维火花，
是随着教学环节的调整变化流淌出来饿教学机智。从这点出
发，教师备课，应该是备教学资料，备对教材及教学的独特
理解。所以，有的老师课后问我要教案，我只能遗憾地告诉
他：我只有七、八页的资料和感悟性的东西；以朗读为主线。
这堂课我主要设计了四层读：一读疏通字词，二读把握主旨，
三读弄明白文章是怎样写的，四读弄明白文章为什么这样写；
以体验为核心。引导学生调动语言积累和生活积淀，以丰富
语感，提升修养；以运用为旨归。注重语言实践。通过评价
性语言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这堂课以朗读为主线，每读一遍，提出不同要求，由浅入深，
由外到里，通过读把感情主旨等主要问题解决了，把工具性
和人文性和谐地统一了。为充分调动了学生的主动性，教师
的评价性语言力求准确生动。课堂上学生互助互动，像自助



餐，老师也很好地发挥了主导作用，紧扣标题，处处围
绕“陋室“来引导，调动了学生的智慧和才华，煽动了学生
的所有积累，如关于”苔痕上阶绿“一句的理解，有的学生
甚至用生物学方面的知识加以诠释。

我的评价性语言还缺乏启发性与生动性。我本来想在第四个
环节“放胆评，出口诵”中听到学生关于主题的局限性的发
问，可惜没听到，后来时间紧了，便没有再做引发。刘禹锡
的思想很矛盾，一方面，从“无案牍之劳形”中可以看出他
不想混迹官场、同流合污；另一方面，从“南阳诸葛庐，西
蜀子云亭”中，又可看出他有大展宏图之志。那时他刚贬谪
洛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刘禹锡此时的复
杂心境便是儒家人格的生动体现。但因学生的提问没有涉及
到，时间也比较紧，就没有深入进行。这真是应了一句话，
教学是遗憾的艺术。但我想，《陋室铭》的解读时空是会伴
随学生一生的。

陋室铭的教学反思和后记篇二

刘禹锡和萍乡有着深厚的渊源，他曾经来过萍乡，至今在我
市的杨岐普通寺仍旧保留着他为唐代杨岐寺乘广禅师撰写碑
文，并由他篆刻的唐碑（该碑建于唐元和二年，此碑高2。8
米，宽0。9米，字数1350个是我省仅有的全国著名的唐碑），
所以，和学生一起学习他的《陋室铭》倍感亲切。《陋室铭》
逝代散文中的名篇，以其立意鲜明、构思巧妙、韵味深长而
脍炙人口。本文作者自述其志，通过对居室情景的描绘，极
力形容“陋室不陋”表达一种高洁傲岸的情操和安浦道的情
趣。

（1）知士标：背诵并翻译课文，掌握相关文言实词；

（2）技能目标：学习托物言志的写法并尝试在写作中使用；
尝试仿写。



（3）情感目标：通过理解作者那种高洁傲岸的节操和安浦道
的情趣，引导学生正确确立自己的志趣追求。

在教学的过程中，我比较成功的地方是联系《五柳先生传》
引导学生理解作者那种高洁傲岸的节操和安浦道的情趣，
《五柳先生传》中化身五柳先生的陶渊明家“环堵萧然，不
蔽风日；短褐穿结，单瓢屡空”，可是，他却“闲静少言，
不慕荣利”，“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正体现了
一种高洁傲岸的节操和安浦道的情趣，以此作为佐证，学生
对课文主旨的理解就更容易了。

在教学中，我由刘禹锡和萍乡的关系导入课文，导入对刘禹
锡的介绍，拉近了学生和刘禹锡的距离，这其实是对课程资
源的一种创造性开发。

另外，平时，不少学生喜欢调侃一句话“分不在高，及格就
行”，所以，我就干脆安排了一次仿写训练，并提供了一个
比较好的仿写如下，供学生参考：

算不在快，准确则灵。理不在多，精炼则行。斯是难题，惟
吾细心。计算要准确，条理要清晰。不懂要请教，难题动脑
筋。可以阅公式，览分析。无英语之费解，无体育之劳形。
爱国华罗庚，陈景润。精确人生，数学之旅。

从教学效果来看，本课设计还是很是很成功的。

《陋室铭》是一篇名传千古的美文，通过对简陋居室的描绘，
极力形容陋室不陋，表达了一种不慕荣利的节操和安浦道的
情趣。

结合本文的教学过程我有几点反思：

1、文章的教学目标设定符合教材要求及学生的实际，教学设
计能够围绕教学目标进行，落实重点和难点。



2、注重学生的主体参与意识，激发学生的合作探究意识，每
个学生都能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比较注重渗透学法的
指导，注重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让学生真
正学会学习。

3、本文注意了以读为主，在朗读过程中，使学生们感
受“铭”这种文体的篇幅短小，语句押韵、语言优美的特点，
进而对课文的形式美有深刻的认识。还对学生的朗读进行指
导，注意对学生适时的点拨，有层次的进行朗读指导，不仅
让学生会读还要读好，读准节奏、读出感情、读出韵味，真
正把自己融入文章中来，并且注意利用激励性的语言对学生
鼓励。最后，运用“整体板书”和“回译法”让学生进行背
诵，加深记忆。总之，用朗读贯穿教学的始终。

4、注重学生合作探究能力的培养，因此，采用小组合作竞争
的方式，答对加分，答错扣分的形式，激发学生的竞争意识
和学习的兴趣。

5、把握文言文教学的重点：积累文言词汇、句式等常识，准
确翻译文章，为以后的文言文学习打好基础。再说，要深入
理解文章的内容和思想，就必须理解课文字句，所以我在引
导学生利用已有文言知识，借助课下注释，小组合作，自主
学习，弄懂文章的此句意思。

6、让学生参与课堂和学习的全过程，做知识和思维的主人。

7、巧妙的设计提问，采用小组合作、教师点拨来解决，引导
学生逐步深入文本。精心设计问题，并形成一个问题链，让
这些问题逐步深入地把整篇文章的内容串联起来，每个问题
都让学生从课文内容出发，挖掘其意义，让学生在每一句课
文的理解中都绽放出思维的火花，最后运用课文内容的内在
联系和前后呼应把它连接在一起，融汇贯通，把全篇课文的
讲析内容全部带了出来，在学生头脑中形成了“串珠成链”
的整体把握效果。这种方式不仅能活跃课堂气氛，不让人觉



得死气沉沉，而且问题与问题之间环环相扣，从屋外到屋内，
从景到人到趣，一步步地随着学生自主地交流探讨深入进去，
使学生在深入的过程中理解全文。这其中，注重学生的自主
参与，激发其竞争意识和学习兴趣。

8、对于课堂的时间安排如再紧凑些，让学生当堂完成练习，
更有利于教师对学生学习反馈的掌握。

又有一次面对镜头的经历，让我在课堂中又多一次历练，相
信，以后，我会比这次更从容不迫、沉稳镇定地应对课堂，
和学生的互动会更加融洽、自然。

总之，这一堂课，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更让我收获了许多，
懂得了许多！我想，我只能够脚踏实地，认认真真的思考教
学中问题，我才可能在教师成长的路上走得稳、走得远！

《陋室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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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室铭的教学反思和后记篇三

《陋室铭》是一篇名传千古的美文，通过对简陋居室的描绘，
极力形容陋室不陋，表达了一种不慕荣利的节操和安浦道的
情趣。结合本文的教学过程我有几点反思：

1、文章的学习目标设定符合教材要求及学生的实际，教学设
计能够围绕学习目标进行，落实重点和难点。

2、注重学生的主体参与意识，激发学生的合作探究意识，每
个学生都能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比较注重渗透学法的.
指导，注重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让学生真
正学会学习。

3、本文注意了以读为主，在朗读过程中，使学生们感
受“铭”这种文体的篇幅短小，语句押韵、语言优美的特点，
进而对课文的形式美有深刻的认识。还对学生的朗读进行指
导，注意对学生适时的点拨，有层次的进行朗读指导，不仅
让学生会读还要读好，读准节奏、读出感情、读出韵味，真
正把自己融入文章中来，并且注意利用激励性的语言对学生
鼓励。

4、巧妙的设计提问，采用小组合作、教师点拨来解决，引导
学生逐步深入文本。精心设计问题，并形成一个问题链，让
这些问题逐步深入地把整篇文章的内容。在设计问题这一环
节我设计了七个问题，重点是：作者从哪三个方面描写了陋
室的特点？作者的陋室是否简陋？找出文中可以表达作者观
点的句子并作分析。在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后对于句子的鉴赏，
我引导学生抓住关键字鉴赏，学生却无从下口，这个问题相
应也出现在第二个问题的分析上。课后我在寻找问题时发现
在对学生的引导上也就是说在口头的问题上指向不明导致学
生有了误解。

5、把握文言文教学的重点：积累文言词汇、句式等常识，准



确翻译文章，为以后的文言文学习打好基础。再说，要深入
理解文章的内容和思想，就必须理解课文字句，所以我在引
导学生利用已有文言知识，借助课下注释，小组合作，自主
学习，弄懂文章的此句意思。

6、让学生参与课堂和学习的全过程，做知识和思维的主人。

学生们对于语文知识的学习，不仅仅限于在课堂上由老师带
领的分析，还包括课前对课本的预习，对重点知识的揣摩，
对疑难问题的质询。更包括课后对所学知识的消化和演绎。
所以，我从预习这个环节抓起，让学生参与学习知识的整个
过程，做知识和思维的主人。

总之，文言文毕竟是一种与现今实际使用的语言相去甚远的
古代书面语，学习时会有一定的难度，如果学生连字面意思
都还没有搞懂，就很难理解此文的深层含义了，因此掌握文
言词语和文言句式应该是本文的学习重点。可是，我因害怕
设计的内容上不完，有意缩短了这个环节，使很多重要的字
词没有得到解答，学生没有很好的理解，因而在后面研读文
章时进行的不是很顺利。

陋室铭的教学反思和后记篇四

（1）知识目标：背诵并翻译课文，掌握相关文言实词；

（3）情感目标：通过理解作者那种高洁傲岸的节操和安贫乐
道的情趣，引导学生正确确立自己的志趣追求。

在教学的过程中，我比较成功的地方是联系《五柳先生传》
引导学生理解作者那种高洁傲岸的节操和安贫乐道的情趣，
《五柳先生传》中化身五柳先生的陶渊明家“环堵萧然，不
蔽风日；短褐穿结，单瓢屡空”，可是，他却“闲静少言，
不慕荣利”，“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正体现了
一种高洁傲岸的节操和安贫乐道的情趣，以此作为佐证，学



生对课文主旨的理解就更容易了。

在教学中，我由刘禹锡和萍乡的关系导入课文，导入对刘禹
锡的介绍，拉近了学生和刘禹锡的距离，这其实是对课程资
源的一种创造性开发。

数学铭

算不在快，准确则灵。理不在多，精炼则行。斯是难题，惟
吾细心。计算要准确，条理要清晰。不懂要请教，难题动脑
筋。可以阅公式，览分析。无英语之费解，无体育之劳形。
爱国华罗庚，陈景润。精确人生，数学之旅。

从教学效果来看，本课设计还是很是很成功的。

2、注重学生的主体参与意识，激发学生的合作探究意识，每
个学生都能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比较注重渗透学法的
指导，注重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让学生真
正学会学习。

4、注重学生合作探究能力的培养，因此，采用小组合作竞争
的方式，答对加分，答错扣分的形式，激发学生的竞争意识
和学习的兴趣。

6、让学生参与课堂和学习的全过程，做知识和思维的主人。

8、对于课堂的时间安排如再紧凑些，让学生当堂完成练习，
更有利于教师对学生学习反馈的掌握。

又有一次面对镜头的经历，让我在课堂中又多一次历练，相
信，以后，我会比这次更从容不迫、沉稳镇定地应对课堂，
和学生的互动会更加融洽、自然。

总之，这一堂课，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更让我收获了许多，



懂得了许多！我想，我只能够脚踏实地，认认真真的思考教
学中问题，我才可能在教师成长的路上走得稳、走得远！

陋室铭的教学反思和后记篇五

刘禹锡和萍乡有着深厚的渊源，他曾经来过萍乡，至今在我
市的杨岐普通寺仍旧保留着他为唐代杨岐寺乘广禅师撰写碑
文，并由他篆刻的唐碑(该碑建于唐元和二年，此碑高2.8米，
宽0.9米，字数1350个是我省仅有的全国著名的唐碑)，所以，
和学生一起学习他的《陋室铭》倍感亲切。《陋室铭》是古
代散文中的名篇，以其立意鲜明、构思巧妙、韵味深长而脍
炙人口。本文作者自述其志，通过对居室情景的描绘，极力
形容“陋室不陋”表达一种高洁傲岸的情操和安贫乐道的情
趣。

(1)知识目标：背诵并翻译课文，掌握相关文言实词;

(2)技能目标：学习托物言志的写法并尝试在写作中使用;尝
试仿写。

(3)情感目标：通过理解作者那种高洁傲岸的节操和安贫乐道
的情趣，引导学生正确确立自己的志趣追求。

在教学的过程中，我比较成功的地方是联系《五柳先生传》
引导学生理解作者那种高洁傲岸的节操和安贫乐道的情趣，
《五柳先生传》中化身五柳先生的陶渊明家“环堵萧然，不
蔽风日;短褐穿结，单瓢屡空”，可是，他却“闲静少言，不
慕荣利”，“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正体现了一
种高洁傲岸的节操和安贫乐道的情趣，以此作为佐证，学生
对课文主旨的理解就更容易了。

在教学中，我由刘禹锡和萍乡的关系导入课文，导入对刘禹
锡的介绍，拉近了学生和刘禹锡的距离，这其实是对课程资
源的一种创造性开发。



另外，平时，不少学生喜欢调侃一句话“分不在高，及格就
行”，所以，我就干脆安排了一次仿写训练，并提供了一个
比较好的仿写如下，供学生参考：

数学铭算不在快，准确则灵。理不在多，精炼则行。斯是难
题，惟吾细心。计算要准确，条理要清晰。不懂要请教，难
题动脑筋。可以阅公式，览分析。无英语之费解，无体育之
劳形。爱国华罗庚，陈景润。精确人生，数学之旅。

从教学效果来看，本课设计还是很是很成功的。

《陋室铭》是一篇名传千古的美文，通过对简陋居室的描绘，
极力形容陋室不陋，表达了一种不慕荣利的节操和安贫乐道
的情趣。

结合本文的教学过程我有几点反思：

1、文章的教学目标设定符合教材要求及学生的实际，教学设
计能够围绕教学目标进行，落实重点和难点。

2、注重学生的主体参与意识，激发学生的合作探究意识，每
个学生都能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比较注重渗透学法的
指导，注重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让学生真
正学会学习。

3、本文注意了以读为主，在朗读过程中，使学生们感
受“铭”这种文体的篇幅短小，语句押韵、语言优美的特点，
进而对课文的形式美有深刻的认识。还对学生的朗读进行指
导，注意对学生适时的点拨，有层次的进行朗读指导，不仅
让学生会读还要读好，读准节奏、读出感情、读出韵味，真
正把自己融入文章中来，并且注意利用激励性的语言对学生
鼓励。最后，运用“整体板书”和“回译法”让学生进行背
诵，加深记忆。总之，用朗读贯穿教学的始终。



4、注重学生合作探究能力的培养，因此，采用小组合作竞争
的方式，答对加分，答错扣分的形式，激发学生的竞争意识
和学习的兴趣。

5、把握文言文教学的重点：积累文言词汇、句式等常识，准
确翻译文章，为以后的文言文学习打好基础。再说，要深入
理解文章的内容和思想，就必须理解课文字句，所以我在引
导学生利用已有文言知识，借助课下注释，小组合作，自主
学习，弄懂文章的此句意思。

6、让学生参与课堂和学习的全过程，做知识和思维的主人。

7、巧妙的设计提问，采用小组合作、教师点拨来解决，引导
学生逐步深入文本。精心设计问题，并形成一个问题链，让
这些问题逐步深入地把整篇文章的内容串联起来，每个问题
都让学生从课文内容出发，挖掘其意义，让学生在每一句课
文的理解中都绽放出思维的火花，最后运用课文内容的内在
联系和前后呼应把它连接在一起，融汇贯通，把全篇课文的
讲析内容全部带了出来，在学生头脑中形成了“串珠成链”
的整体把握效果。这种方式不仅能活跃课堂气氛，不让人觉
得死气沉沉，而且问题与问题之间环环相扣，从屋外到屋内，
从景到人到趣，一步步地随着学生自主地交流探讨深入进去，
使学生在深入的过程中理解全文。这其中，注重学生的自主
参与，激发其竞争意识和学习兴趣。

8、对于课堂的时间安排如再紧凑些，让学生当堂完成练习，
更有利于教师对学生学习反馈的掌握。

又有一次面对镜头的经历，让我在课堂中又多一次历练，相
信，以后，我会比这次更从容不迫、沉稳镇定地应对课堂，
和学生的互动会更加融洽、自然。

总之，这一堂课，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更让我收获了许多，
懂得了许多!我想，我只能够脚踏实地，认认真真的思考教学



中问题，我才可能在教师成长的路上走得稳、走得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