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古朗月行教学反思(优秀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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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古朗月行教学反思篇一

呼作/白玉盘。

又疑/瑶台镜，

飞入/青云端。

教学反思：

一、本教学设计的实施中，我通过多媒体再现古诗情境，引
起学生对古诗的兴趣，从直观上感知古诗描绘的情境美，引
起学生的情感共鸣。在出示第二句诗的动画画面时，许多学
生不禁都叫起来：“白玉盘里有房子，它在云朵飞
呢。”“不，那是月亮把地上的房子照在上面了。”……学
生对多媒体的演示的反映就是对古诗情境美的感悟。我顺其
思维，引导学院生划出李白眼里的月亮是怎样的，使学生与
古诗产生了共鸣。因此摆脱了逐字解释，死记硬背古诗的教
法。

二、古诗教学应以美的韵律来优化和规范语言实践行为，使
学生置身于愉悦的、自主的、创造性的语文学习活动中去。
让学生“乐学、善学、博学、美学”，经历丰富的情感体验，
真切感受到读书的快乐。在处理阅读与感悟上，从易到难：
先读准字音，读通、读顺古诗，再理解性朗读，最后以图文
结合，加予想象读。让学生参与读书，自主读书，从读书中
感悟古诗。在想象读的这个环节，学生的读后，我问：“你



看到了什么？”学生的反映是多元的，而且非常的活跃，也
许就是学生的阅读的个性化的反映吧。

三、在处理学生朗读上，在本节课里我有两次的范读，都给
学生一个正确的示范。但是在让学生理解后读古诗的环节中，
我发现学生无论是语调、语速都模仿我的。在怎样才能读出
学生的个性？怎样才能让学生把对古诗的感悟，通过声音和
表情呈现出来？我觉得在今后的教学中要让学生逐步树立一
个我为什么这样读的思想。这样学生的读书才能真正地体现
个性。

古朗月行教学反思篇二

《古朗月行》是唐代诗人李白所作的一首五言诗。作者用浪
漫主义手法，借助丰富的想象和神话传说，以及强烈的.抒情，
构成瑰丽神奇而含意深蕴的艺术形象。以“白玉盘”、“瑶
台镜”作比喻，生动地表现出月亮的形状和月光的皎洁可爱，
使人感到非常新颖有趣。“呼”、“疑”这两个动词，传达
出儿童的天真烂漫之态。在教学中，罗老师把握了古诗的特点
“童趣”，结合一年级学生的特点，用编故事，走入情境感
悟等教学方式，让学生在情趣盎然中品诗的趣味。

一、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在情境的再创中觅得诗趣

在本教学设计的实施中，我通过多媒体再现古诗情境，引起
学生对古诗的兴趣，从直观上感知古诗描绘的情境美，引起
学生的情感共鸣。美丽的月光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也激发
了学生对月亮的喜爱，同时让学生感悟了古诗的情境美。“(
)的月亮像( )。”训练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也顺理成章
引出李白眼里的月亮是怎样的，使学生与古诗产生了共鸣。

二、通过反复诵读，让学生在诵读中读出趣

古诗教学应以美的韵律来优化和规范语言实践行为，经历丰



富的情感体验，真切感受到读书的快乐。在处理阅读与感悟
上，从易到难：先读准字音，读通、读顺古诗，再读出古诗
的节奏和韵律美，最后以图文结合，加予想象读。让学生参
与读书，自主读书，从读书中感悟古诗。 在想象读的这个环
节，罗老师注重了情境的创设，化学生为小李白，问题“小
李白，你喜欢怎样看月亮呀”“你把那又园又亮的东西叫什
么呀?”的设置，帮助学生理解了诗的意思，也再创了古诗的
情境，学生体会到了李白儿童时代的天真可爱。在品读时，
趣味就出来了。 老师戴上月亮的头饰表演月亮，“我是月亮
我来了,你们怎样赞美我?”学生在经历语言训练的同时，也
经历了情感的熏陶，月亮真美，我要美美地读。问题“我带
来了许多月亮上的秘密，谁想了解就抓住机会吧。”激发了
孩子们的好奇心，一个个充满童稚的问题：“嫦娥长得怎么
样?”“月亮上真的有桂花树吗，它真的砍不断吗?”由孩子
们发出来时，我想：孩子们不也是一个个小李白吗?就让他们
带上这份好奇，这份童稚，带上他们天真的想象吧，不用点
破他们的天真，长大他们就会明白。就在这样的情境中让他
们去品读古诗。 这节课也存在许多要改进的地方：

三、在处理学生朗读上，我注重情境的创设

注重引导学生在情境中学古诗。但怎样才能读出学生的个性?
怎样才能让学生把对古诗的感悟，通过声音和表情呈现出来?
我缺少这方面的技巧指导。建议罗老师在今后的教学中要让
学生逐步树立一个我为什么这样读的思想。这样学生的读书
才能真正地体现个性。

四、课可以更简约一些，更紧凑些。

作为公开课，是受时间限制的，我们怎样使一节课更充实，
更有看点，是需要慎重权衡的。本节课的教学环节没有如期
完成，开课的导入更重要还是后面的拓展更重要。我认为兼
而有之，开课时可以再简约些，“你们平时看到的月亮怎么
样?”两个环节可以省略。补充拓展学生收集的有关月亮的儿



歌，古诗，谜语。这样的课应该会更充实些。“瑶台镜的传
说”故事详细当然更感人，但只要能为“瑶台镜”蒙上神秘
面纱就可以了，不要耗时间太多。另外，对学生的回答，要
把握住精彩点，并注重在引导中让精彩闪光，而这一点罗老
师还做得有些欠缺。

古朗月行教学反思篇三

朗月行 教学教案教学设计示例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6个生字。认识“朗、呼、疑、镜、碧”5个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教学建议

教材分析：

《古朗月行》是本单元的第三首诗，是李白的一首描写月亮
的诗，全诗共16行，本课是节选其诗的前4行。诗句的大意是：
小的时候不认识月亮，称它为白色的玉盘。它又像美玉制作
的镜子，高高地悬挂在夜空云间。作者用神话般的想象，赞
美了月亮的美妙、神奇。

本课的教学重点应该是掌握本课生字，朗读、背诵课文。

教法建议：

1.引导学生用已有的知识认识生字，结合诗句理解字义。然
后通过小组交流，巩固练习。

2.利用画面想象诗的意境，通过反复诵读，体会诗歌的韵律



美和意境美。

教学设计示例

3. 古朗月行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6个生字。认识“朗、呼、疑、镜、碧”5个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教学重点：掌握本课生字的音、形、义，背诵古诗。

教学过程：

一、谜语导入

1．同学们，今天这节课老师先请大家猜一则谜语，看谁能最
先猜出来。“有时圆圆挂天空，有时弯弯挂树头。白天见不
着，晚上才出来。”（月亮）

2．出示朗月的画面。我们知道，弯弯的月亮我们可以把它想
象成小船，圆圆的.月亮像什么呢？启发想象。同学们说得很
好，那么唐代大诗人李白把它想象成什么呢？这节课我们就
来学习一下。（板：古朗月行）

二、揭题，范读课文。

1.学生自读课文，初步读通课文。

2．范读古诗，注意读准字音。

3.指名读，教师随机指导生字读音。



4．相机出示生字：古、行、时、识、作、台、朗、呼、疑、
镜。

三、理解诗句，熟读成诵。

1．读古诗，谈认识。

读了这首诗，你知道了什么？从哪句诗句知道的？

（1）古时候的小朋友把月亮当成“白玉盘”。又当作“瑶台
镜”。

（2）“呼”的意思是叫。

（3）“识”的意思是认识。

（4）“端”的意思是云彩的上面。

（5）这首诗的意思是什么呢？（小时候不认识月亮，把明月
叫做白玉盘。又怀疑是瑶台仙镜，飞在夜空云彩中间。）

2．借图想象，感情朗读。

（1）出示幻灯片：图上画的都有什么？谁能把图意说一说？

（2）听描述，想象诗的意境。

晴朗的夜空，一片碧蓝，一轮圆圆的明月高高地悬挂在上面。
月光如银，洒落在房前屋后，多么宁静、美好的景象啊！

（3）边想象边诵读诗句。

（4）指名读诗文，大家评议。

3．背诵古诗。



先同桌互背，再指名背诵，齐背。

四、识记生字字形。

1．自学生字。

2．小组内交流。

3．班内交流，指导“作、台”。

五、指导书写生字。

六、扩展：画一幅有关月亮的图画。

板书设计

古朗月行教学反思篇四

1、导入创情境 上课伊始，我给学生出了一条谜语，激发学
生学习的兴趣：“有时落在山腰，有时挂在树梢，有时像个
圆盘，有时像把镰刀。”在学生猜中谜底是“月亮”以后，
我又给学生讲了一个小故事：“在唐朝的时候，有位诗人叫
李白，小的时候不认识月亮，称月亮为白玉盘，又怀疑是仙
人的明镜飞到天空中。诗人回忆小时候看月亮的情景，觉得
很有意思，于是写下一首好诗《古朗月行》，你们想不想读
一读这首诗？”通过小故事，让学生既初步感悟了诗歌大意，
又为学生学习本诗设下了悬念。

2、读诗重节奏 学习古诗，重在吟诵。在范读古诗后，我让
学生借助拼音自读，接着指名读。在学生耳熟能详后，又让
学生闭上眼睛吟诵，想象出自己是在宁静的夜晚面对圆月欣
赏的情景。激发了学生的想象空间。

3、学字找规律 在学生诵读古诗的基础上，我给予学生一定



的表扬，让学生圈画本文要求认识的九个汉字。以小组合作
的形式交流如何记住这些字？经过讨论汇报，学生说出了各
种不同的   识记办法：（1）字谜“古”；（2）偏旁表义
法：“呼”；（3）组词扩词法：“作、台”；（4）熟字加
部件：“朗、时、识”。这样让学生在识字这一环节学得开
心快乐，激发了学生对祖国语言文字的喜爱。

1、手脚应放开 执教这节课给我的启发是：开放的脚步应迈
得再大些。在识字方法多样化的基础上，学生学字的兴趣大
大激发起来。教师可因势利导，让学生自己任选这些字创编
小短文、小故事，可以充分激发学生的发散思维和创造力。
又如本文的情感标准是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感受月
亮的神奇和美妙。课前，应让学生搜集有关月亮的诗歌、神
话、成语等，唤起学生对自然景物的关注，从而丰富学生的
学习生活。这一点在执教前没有预设好。

2、习惯望加强。在教学中，发现学生学习时有注意力分散的
情况。例如，我引导学生读文时，有的学生在观察课文插图。
我在让学生识记生字时，有的同学却在田字格中写起字来。
课堂上，我对这种现象做了指正。我班学生良好的听课习惯
还未养成，期望以后慢慢培养。

古朗月行教学反思篇五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

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

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

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



羿昔落九乌，天人清且安。

阴精此沦惑，去去不足观。

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

【译文】

小时候不认识月亮， 把它称为白玉盘。

又怀疑是瑶台仙镜，飞在夜空青云之上。

月中的仙人是垂着双脚吗?月中的桂树为什么长得圆圆的?

白兔捣成的仙药，到底是给谁吃的呢?

蟾蜍把圆月啃食得残缺不全，皎洁的月儿因此晦暗不明。

后羿射下了九个太阳，天上人间免却灾难清明安宁。

月亮已经沦没而迷惑不清，没有什么可看的不如远远走开吧。

心怀忧虑啊又何忍一走了之，凄惨悲伤让我肝肠寸断。

【赏析】

这是一首乐府诗。“朗月行”，是乐府古题，属《杂曲歌
辞》。

李白有《古朗月行》 鲍照有《朗月行》，写佳人对月弦歌。
李白采用这个题目，故称《古朗月行》，但没有因袭旧的内
容。诗人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通过丰富的想象，神话
传说的巧妙加工，以及强烈的抒情，构成瑰丽神奇而含意深
蕴的艺术形象。诗中先写儿童时期对月亮稚气的认识：“小
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



以“白玉盘”、“瑶台镜”作比喻，生动地表现出月亮的形
状和月光的皎洁可爱，使人感到非常新颖有
趣。“呼”、“疑”这两个动词，传达出儿童的天真烂漫之
态。这四句诗，看似信手写来，却是情采俱佳。然后，又写
月亮的升起：“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
与谁餐?”古代神话说，月中有仙人、桂树、白兔。当月亮初
升的时候，先看见仙人的两只脚，而后逐渐看见仙人和桂树
的全形，看见一轮圆月，看见月中白兔在捣药。诗人运用这
一神话传说，写出了月亮初生时逐渐明朗和宛若仙境般的景
致。然而好景不长，月亮渐渐地由圆而蚀：“蟾蜍蚀圆影，
大明夜已残。”蟾蜍，俗称癞蛤蟆;大明，指月亮。传说月蚀
就是蟾蜍食月所造成，月亮被蟾蜍所啮食而残损，变得晦暗
不明。“羿昔落九乌，天人清且安”，表现出诗人的感慨和
希望。古代善射的后羿，射落了九个太阳，只留下一个，使
天、人都免除了灾难。诗人在这里引出这样的英雄来，既是
为现实中缺少这样的英雄而感慨，也是希望能有这样的英雄
来扫除天下。然而，现实毕竟是现实，诗人深感失望：“阴
精此沦惑，去去不足观。”月亮既然已经沦没而迷惑不清，
就没有什么可看的了，不如趁早走开吧。这是无可奈何的办
法，心中的忧愤不仅没有解除，反而加深了：“忧来其如何?
凄怆摧心肝。”诗人不忍一走了之，内心矛盾重重，忧心如
焚。

这首诗，大概是李白针对当时朝政黑暗而发的。唐玄宗晚年
沉湎声色，宠幸杨贵妃，权奸、宦官、边将擅权，把国家搞
得乌烟瘴气。诗中“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似是讽刺这
一昏暗局面。沈德潜说，这是“暗指贵妃能惑主听”。(《唐
诗别裁》)然而诗人的主旨却不明说，而是通篇作隐语，化现
实为幻景，以蟾蜍蚀月影射现实，说得十分深婉曲折。诗中
一个又一个新颖奇妙的想象，展现出诗人起伏不平的感情，
文辞如行云流水，富有魅力，发人深思，体现出李白诗歌的
雄奇奔放、清新俊逸的风格。



古朗月行教学反思篇六

《彩色的翅膀》是一篇略读课文,语言朴实,善于通过一些重
点语句体现海岛战士热爱祖国海岛的感情。课题有两层含义：
一是以彩色的翅膀借代蝴蝶等小昆虫，强调了这些小昆虫在
改造海岛环境，丰富战士生活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二是以彩色
的翅膀象征战士丰富多彩,富于革命理想的生活.在教学本篇
课文时,我着重引导学生在读懂课文内容的基础上，体会海岛
战士热爱海岛，扎根海岛，建设海岛的高尚品德,激发学生热
爱祖国的思想感情。

在上课开始时,我先出示祖国的行政区域图，让学生知道，为
了保卫祖国,解放军战士就驻守在那些远离大陆，生活条件十
分艰苦的海岛上。然后让学生在反复朗读课文的基础上着重
理解好以下句子进一步体会课文所蕴含的思想感情。

1、他把他的大提包扔在一边,怀里紧紧地抱着一只纸箱子.

2、他们在岩石下,小路旁,垒出一块块“海岛田”,把从家乡
带来的蔬菜种子,连同自己建岛爱岛的深情一起播种下去.

3、为什么瓜秧开了花不结瓜是水浇得不够,是肥施得不足,还
是土壤根本不行一位雷达兵懂一些农业知识,他找到了答案:
西瓜开了花要授粉.小岛远离大陆,没有蜜蜂,也没有别的昆虫.
西瓜花没授粉,当然结不了瓜.最后,我让学生反复朗读课文的
最后一段话，引导学生理解课题的两层含义，在此基础上,并
尝试让学生谈谈:海岛的今天会是怎样一番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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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白

原文：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

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

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

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

羿昔落九乌，天人清且安。

阴精此沦惑，去去不足观。

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

韵译

小时不识天上明月，把它称为白玉圆盘。怀疑它是瑶台仙镜，
飞在夜空青云上边。

月中仙人垂下双脚?月中桂树多么圆圆!白兔捣成不老仙药，
借问一声给谁用餐?

蟾蜍食月残缺不全，皎洁月儿因此晦暗。后羿射落九个太阳，
天上人间清明平安。

月亮沦没迷惑不清，不值观看想要离开。心怀忧虑不忍远去，
凄惨悲伤肝肠寸断。

注释

呼作：称为。

白玉盘：指晶莹剔透的白盘子。



疑：怀疑。

瑶台：传说中神仙居住的地方。出处：《穆天子传》卷
三：“天子宾于西王母，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
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
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
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武
帝内传》称王母为“玄都阿母”。

仙人垂两足：意思是月亮里有仙人和桂树。当月亮初生的时
候，先看见仙人的两只脚，月亮渐渐圆起来，就看见仙人和
桂树的全形。仙人，传说驾月的车夫，叫舒望，又名纤阿。

团团：圆圆的样子。

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白兔老是忙着捣药，究竟是给谁
吃呢?言外有批评长生不老药之意。问言，问。言，语助词，
无实意。与谁，一作“谁与”

蟾蜍：《五经通义》：“月中有兔与蟾蜍。”蟾蜍，传说月
中有三条腿的蟾蜍，因此古诗文常以“蟾蜍”指代月亮。但
本诗中蟾蜍则另有所指。

圆影：指月亮。

羿：我国古代神话中射落九个太阳的英雄。《淮南子·本经
训》记载：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皆枯。尧命羿仰射十日，中
其九。下面的“乌”即日，《五经通义》：“日中有三足乌。
”所以日又叫阳乌。

天人：天上人间。

阴精：《史记·天官书》：“月者，天地之阴，金之精
也。”阴精也指月。



沦惑：沉沦迷惑。

去去：远去，越去越远。

凄怆：悲愁伤感。

古朗月行教学反思篇八

2.不勤勉的人生便是罪过。无技艺的勤劳就是粗野。--罗斯
金

3.良田少锄理，兰焦香亦薄。--王建

4.懒惰，象生锈一样，比操劳理能消耗身体;经常用的钥匙总
是亮闪闪的。--富兰克林

5.做人可以不高尚，但不能无耻;为人可以不伟大，但不能卑
鄙;头脑可以不聪明，但不能糊涂;生活可以不乐观，但不能
厌世;交友可以不慷慨，但不能损人。

6.生活的真谛在于创新，生活的理想在于远大，生活的艺术
在于选择，生活的步履在于踏实，生活的乐趣在于追求，生
活的安乐在于平淡。

7.过于欣赏自己，就发现不了别人的优点;过于赞赏别人的优
点，就会看不见自己的长处。

8.如果你盼望明天，那必须先脚踏现实;如果你希望辉煌，那
么你须脚不停步。

9.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却并非每个人都能读懂生命;每一个
人都拥有头脑，却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善用头脑。只有热爱生
命，善于动脑的人，才算得上真正拥有生命。



10.拥有了一颗赤城的心，便拥有了朋友;拥有了一颗善良的
心，便拥有了友爱。

11.不要悲观地认为自己很不幸，其实比你更不幸的人还很
多;不要乐观地认为自己很伟大，其实你只是沧海之一粟。

12.财富是一种寄存，你不能将其带走;荣誉是一道亮光，你
无法将其留住;成功是一颗硕果，你无法四季品尝;生命是一
种过程，你不能让其停步。

13.事物是辩证的，当你得到一些东西时，同时也会让你失去
另一些东西;当你失去一些东西时，同时也会让你得到一些东
西。

14.弱者只有千难万难，而勇者则能披荆斩棘;愚者只有声声
哀叹，智者却有千路万路。

15.学会赞赏吧，它能拉近朋友间的距离;乐于赞赏吧，它能
鼓励朋友不断上进;自我赞赏吧，它能激发自身的潜能。

16.在人之初，别拿人当幼欺;在人之暮，别拿人当弱辱;在人
之前，别拿己当众扬;在人之后，别拿人当猴谤;在人之上，
别拿人不当人;在人之下，别拿己不当人。

17.当你习惯过一种日子，那么，你的一生只过上一天;如果
你生活常新，那么你每一天都会过得很精彩。

18.什么都可以丢，但不能丢脸;什么都可以再来，唯独生命
不能再来;什么都可以抛去，唯有信仰不能抛去;什么都可以
接受，唯独屈辱不能接受。

19.你可以忘掉失败，但不能忘掉教训;你可以忘掉昨天，但
不能忘记历史;你可以忘掉苦难，但不能忘却艰辛;你可以忘
掉伤疤，但不能忘却耻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