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古诗两首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大
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我给大家整
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古诗两首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一

4月12日，本人参加了市小学语文骨干教师培训班活动，并执
教了王之涣的《凉州词》。对这节课，虽然听课老师说还不
错，而我自己感觉却上得不成功，没有那种酣畅淋漓的课感。

结合上课和评课，我有几点想法与同行交流，不妥之处请指
正：

我虽然赞同导师周一贯先生的评价，他说我“授予”的太多，
放得不开。但是，我却疑惑：如果是预设出了问题，为什么
前两堂公开课却能成功？这次上课，虽然事先有些紧张，但
并不害怕，而且充满着信心。为了上好这节课，我上周又作
了精心准备，对教学预设又作了深入思考，而且在本校试教
了三次，其中二次感觉比较好。

是不是教学内容过于难，学生较难理解和体悟？虽然，前两
次公开课我上的都是六年级，这次是五年级，但是我在试教
的时候，也都选了五年级，除了一个班感觉不太适应外，其
他两个班级还都可以。看来年级也不是问题。学生在我
的“主导”下，应该能够理解。当然，同时我也认识到：教
师应该对教材、对文本有深入的理解，但并不是要把自己的
深入理解告诉给学生；学生没有必要理解得这么透，这么深。



其实，同样的情形，并不只有我才遇到过。我见过两个很好
的例子。一个是全国阅读教学大赛一等奖获得者王自文，他
来绍兴执教《古诗两首》，同样的精心预设，王老师能够获
全国大奖，而且是一等奖中的第一名，但在绍兴却上得很不
成功。我曾在一篇短文中分析过原因，这里不再累述。第二
个例子是我名师班的同学俞东江，那年我邀请他到南钱清分
校上了《夏日绝句》，非常精彩。事后，他对我说在柯小等
其他地方也上过，也上得很成功。但就是这样一堂预设非常
精心的课，在省阅读教学大赛选拔赛中，在新昌南明小学不
慎遭遇“滑铁卢”！

所以，我又对周老师的观点不赞同了。我们常常以课的成败
论英雄，课上得成功了，预设就是好的；课不成功了，预设
就是不恰当、不合理的。如果这样，如何看待我上面所举的
两个例子？同样的精心预设，却遭遇不一样的结果！难道预
设还不够精心吗？如果不是，为什么他们在其他地方就上得
非常出色？所以问题不仅仅出在预设上。

精心的预设能够精彩生成，但是，并不是所有精心的预设都
能够精彩生成。有了精心预设，还需要教师视教学环境的变
化而临场的调控；学生素质的高低又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教师的心情、状态也是一个必要条件……所有这些，哪怕是
课堂教学中的一个极细小的环节，都有可能影响原有的精心
预设而导致没有精彩生成。

第二天的评课时，两位老师提出了同样的意见，即课堂中只
是反映战士孤寂、痛苦的生活而没有表达战士们保家卫国的
壮志豪情。一位教师甚至说，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国
家，她的文化也是最光辉灿烂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埋怨朝
廷、埋怨国家，似乎不妥。我对他们的意见并不赞同。首先
是对于这首古诗教学，我的目标之一即是“体验人间亲情，
感受战争的残酷无情，激发学生反对战争，拥护和平的思想
感情。”王之涣虽然是个非常“乐观的人”（评课的老师如
是说），写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



上一层楼。”那样的意境开阔，格调高昂的诗句。这首《凉
州词》中也有“黄河远上白云间”那样的苍茫与雄浑，但我
个人以为，“黄河远上白云间”的辽远与开阔，正是“一片
孤城万仞山”的有力映衬，更加强烈地衬托了“城孤”
和“人孤”。“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表达
的更多是战士（或者说诗人）对战争的埋怨，哪里有什么对
保家卫国的壮志豪情！

本节课，正像我在设计特色中提到的：“文本、意境、情感
在音乐中相融相生。”我在本节课中运用了许多音乐和图片。
目的很明显，创设情境，帮助学生体验诗歌所描绘的意境。
课前的谈话，我播放的是截取的《渔舟唱晚》，我把节奏快
的地方删了；教学“黄河远上白云间”诗句时，欣赏黄河奔
流的图片，我播放的是比较欢乐的《黄水谣》；观看荒凉的
玉门关，茫茫弋壁滩时，播放的是《梅花三弄》；诵读描写
战争残酷与无情的古诗时，配的是《红豆曲》；出示描写杨
柳送别的古诗时，配的是《阳关三叠》；出示亲人思念战士
的场景，放得是悲伤的曲子，而交流妻子、老母和儿子对战
士思念的环节，我配的是非常感人的《夜曲》，最后结束，
点明“呼唤和平”的内容时，我配得是萨克斯管《回家》。
古代战争的残酷，战士生活的痛苦，现在的学生显然很难理
解，所以我通过图片和音乐进行渲染，力求唤起学生的情感，
体悟当时的感受。在两所实小上的时候，效果都是出来的，
有些学生当堂就流泪了，特别是在亲人思念战士这一环节，
尤其明显。这说明，音乐与图片的烘托还是有效的。但是，
在这堂课上，学生他们显得很自信，也显得很轻松，显然音
乐和图片所创设和情境对他们没有起多大的作用。

在上课前，我对“折柳赠别”这一环节中是否要用诗句有过
犹豫，但最终还是保留了。我引入“折柳赠别”这一环节，
目的是为了让学生了解为什么战士要吹奏《折杨柳》的曲子，
因为《折杨柳》所表现的是离愁别别绪，更表现了战士思念
家乡，思念亲人的思想感情。诵读折杨柳赠别的诗，也是为
了让学生感受那种离愁别绪，但周老师说没有必要，《折杨



柳》只是“别解”，既是“别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
但我觉得，因为战士用羌笛吹奏《折杨柳》，更能表现他们
的思念之情，这对本课的主题有关，有助于学生理解战士戍
边生活的痛苦和寂寞。

当然，我自己就以为描写折柳赠别的古诗嫌得似乎多余，应
该还是去掉好，但是我觉得，折柳赠别还是需要。毕竟对主
题思想有用。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对这节课的思考还
要思考。不成功的课也许更有研究价值。

古诗两首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二

感受一:古诗词的朗读可以丰富多彩。

以往的古诗词教学中，在朗读这个环节，我总喜欢让学生听
录音朗读或是到网上下载一段视频朗诵，觉得这样很方便学
生模仿。王老师在评课时告诉我，这种方式不好，她说诵读
古诗就是一个语言感受过程，语言感受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创
造过程，每个人对诗歌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用一种
朗读代替了不同学生对诗歌丰富多彩的理解。就像有人说
的“欣赏一首诗，便是在创造一首诗。”正如一千个人读
《红楼梦》就会产生一千个林黛玉一样。学生加入自己的情
感经验把文字这原本抽象的符号用每个人独特的朗读表现出
来，这是多么有趣的有意义地再创作啊。

感受二:让学生明明白白学习古诗词。

一直以来对古诗词的教学，侧重的是应试，以为只要学生会
背诵会默写就可以了，殊不知那是死记硬背，因为学生对诗
歌内容不理解，在做理解性默写题时往往会出错。在这次活
动中，上课老师对诗歌内容深度、广度上的挖掘很值得我学
习。比如胡晓光老师的《行路难》一课，让学生说说最欣赏



的一个词，学生深入到诗句中，从“塞、满、闲来”等字词
中品读诗歌，学生对诗歌的理解就具体而微了。再比如王忠
老师上《过零丁洋》一课，在上课伊始，告诉学生文天祥参
加朝廷考试时，南宋皇帝看到文天祥的字是“宋瑞”，龙颜
大悦，以为是天降祥瑞，事实上文天祥一生的理想就是安社
稷、济苍生，这样的开场，既介绍了背景又有助于学生对诗
歌的理解。当学生明了了此时此景，通过具体的字词走进诗
人的内心，感受着诗人此刻的心跳，再背诵诗歌，是明明白
白的也是惬意的。

感受三:古诗词教学时抓住诗眼很重要。

很多古诗，都有诗眼。通过诗眼，我们能领略整首诗的神韵。
那如何指导学生通过抓住字眼来感悟古诗的神韵呢？在教学
本篇课文《过零丁洋》时，我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我从诗中
找了“叹”字，让学生品读：作者“叹”的仅仅是自己个人
的孤苦伶仃吗？在品读中学生感受到作者“叹”的还有兵败
被俘、国势衰微、身世坎坷、孤立无援，叹无以报效国家。
兰宇香老师上《行路难》一文时，抓住一个“难”字，让学
生寻找诗中哪些字词与“难”字有关，以此张本，学生在兴
味盎然的品读中理解了诗歌。正因为抓住了古诗的诗眼，使
得古诗教学增加了探究的内容，师生对文本的解读更有深度，
教学的趣味性变得更浓，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有了很大提高。

以往的古诗词教学经常是指导学生解词释句、朗读背诵的枯
燥的教学模式，本次活动让我对古诗词教学有了一些新的认
识，要让自己的古诗词教学有所突破，当然需要在备课的时
候能够沉下心来，仔细揣摩古诗内容，多查阅相关资料，努
力做到吃透教材。只有这样，才能上出高质量的古诗教学课。

古诗两首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三

《古诗两首》是一篇选自人教版实验教材四年级上册，第六
组的人间真情专题中的一篇精读课文。这两首诗都是脍炙人



口、千古传颂的送别诗，表达了诗人与朋友之间的深厚情意。
学习这篇课文旨在于使学生通过诵读、想象感受朋友之间深
厚的友谊，同时培养学生对诗歌的热爱之情。

因两首诗具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设计教学时，我运用整合的
理念，让学生在两首诗的对比学习中，理解提升。通过引导
学生想象和反复诵读，使学生理解古诗的意思，并感受朋友
间的深厚情谊，激起学生对我国古代诗歌的热爱之情。

教学中，我直入课题，通过两首诗题的对比，找出共同点，
初步了解诗的要点，把握诗的大意，并初步感知送别诗题目
的共同特点。然后引导学生有层次的诵读训练，即初读读正
确，再读读出节奏，三读想象画面，四读在对比中体会诗情。

教学的重点放在第三和第四个环节。在我看来，诗意的理解
并不是古诗教学的重点，重点应该放在借助古诗来想象画面，
将无声的文字想象成有声的画面。因此，我创设了各种情景，
在情景中去想象画面，这样即降低了难度，又增加了趣味性，
同时也发展了学生的想象能力。

第四个环节为对比升华，即在对比品读中，体会诗人的感情。
这一环节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同中求异，在相同的文字中品
味不同的意境。第二异中求同，在不同的景色描写中，感受
都有一份情蕴含其中。

整节课的设计过程中，我努力做到以生为本，重视孩子的想
象、诵读和感悟，将古诗教学以一种更为简易的学习方式呈
现给学生，激起他们学习的兴趣和欲望。但整堂课和学校倡
导的对话课堂理念还相距甚远。孩子们的积极性还没有被充
分调动，教师的主导作用还十分明显。可以感觉的到，在课
堂上，始终还是我在主导课堂。无论从提问还是到环环相扣
的步步深入，都是我在前面牵着学生走。课堂气氛比较压抑，
孩子们没有充分表达意见的空间和机会，很多孩子的主动性
没有发挥出来。其次，我的基本功还不扎实。真正上好一堂



课真的要从备好一堂课开始，好课真的不是那么容易上出来
的，应该树立“磨它（教材）千遍也不厌倦”的治学态度！
这节课更使我想到了，我们的教学应该更多地从学生的角度
上去考虑，学生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而不是老师要教什么。
也许这样的教学才是更具实效的。

古诗两首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四

同中求异，异中求同《古诗两首》教学反思。

时值初夏，学习古诗《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和《晓出
净慈寺送林子方》似乎稍显略早些。不过没关系，学生对夏
日独有的风景已然经历过多年，不会影响学生对古诗内容的
理解与认识。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为宋代杰出诗人苏轼所作，写
的是疾雨急来急去的变幻景色：黑云像打翻的墨水还未来得
及把山遮住，白色的雨点就像珍珠一样乱跳，蹦进船里。忽
然一阵卷地而来的大风把云和雨吹散了，此时从望湖楼上向
下看，湖水就像天空那样广阔，一片汪洋大海。全诗四句话
写云、雨、风、水，生动形象；写山、船、地、楼，句句求
实，堪称写实景的佳品。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为宋代诗人杨万里所作，写的是晴
好天气下西湖中莲荷的壮美。前两句议论，后两句写景，景
在议后，目的是突现景美。到底是六月中的西湖，这时风景
和四季不相同。你看——与天接连的荷叶无边的青绿；与太
阳相映的荷花和往常不一样的艳红。

两首诗相映成趣，相得益彰。诗题内涵丰富：点明时间、地
点、事件和心境。两首诗同写六月的西湖景色，各具特色，
各有风味。文中两幅插图，分别表现了望湖楼急雨的奇特景
色和接天莲叶、映日荷花的奇丽美景。



两诗同中有异，异中有同，非常值得学生品味。教学时，为
了让学生在理解古诗内容的同时能品味出两首诗的异同，我
引导学生先从文中的两幅图入手，在头脑中形成初步的印象。
接着，从诗句的字里行间感受西湖在不同景色下的奇特景象。
同时，尊重学生的独特感受，让学生透过精美的多媒体画面，
看到动态，看到色彩，看到变化，入境入情。最后，抓住两
首诗各自描绘的景象的特点，再次诵读、理解诗歌，让学生
在情境中受到美和情感的熏陶。

古诗两首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五

本节课所学的两首古诗，通过预习以及学生的知识积累，大
部分同学都已经会背，因此教学起来相对轻松。在教学本课
时，我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和兴趣爱好，激发学生积极参与、主动
学习，而教师要适时指导、相机点拨，主动参与到学生的学
习活动中去，在师生互动的和谐氛围中，实施教学。要努力
为学生营造自读自悟的环境和交流讨论的机会，引导学生选
择自己喜欢的方式学习古诗，如学习杜甫的《绝句》时可以
让学生读一读、说一说、画一画等。通过自学、质疑、讨论
等环节的有效调控，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让学生真正
成为学习的主人。教师作为学生学习活动的参与者、合作者，
又要注意发挥主导作用，当好学生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引导
者。

古诗教学要强调诵读。让学生充分地读，从读中发现问题，
由读来解决问题，把读和想象、读和理解结合起来，在诵读
中感知形象，体味语言，赏诗中景，悟诗中请，揣摩诗歌意
境，感受诗词魅力。启发学生的想象能力，引导学生进入诗
人描绘的画面、境界。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
天”，可以引导学生体会色彩、动静等描写，激发想象，再
现画面，充分感受生机勃勃的大好春色，想象诗人闲坐草堂
欣赏清丽明快的优美景色的情形，体验诗人愉快的心情。



两首古诗中都有不少生动传神的动词，应该通过引导学生反
复朗读体味，体会其艺术魅力。

教学时还要注意朗读方法的指导，引导学生准确把握节奏和
重音，努力体会语感。如第一首诗的后两句“飞流直下三千
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朗读时要一口气读下来，读出庐山
瀑布撼人心魄的磅礴气势。第二首诗的后两句“窗含西岭千
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朗读时语速要稍缓，要传达出诗
人对和平安宁生活的向往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