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日田园杂兴教学反思版(精选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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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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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日田园杂兴教学反思版篇一

我校校本课程古诗教学要求教师要有深厚的文学素养，人文
底蕴，教师要把学生引入诗境，自己必须批文入情，和作品
对话，和诗人对话，明诗意，悟诗情，入诗境，在课堂上才
会有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去点燃学生的情感，激发学生的兴
趣。因此，在接到上课任务后，我看了一些有关古诗教学的
理论知识，课堂实录及《四时田园杂兴》的背景资料介绍，
来弥补自己的先天不足。在与备课组的教师讨论后，结合五
年级的年段特点，决定以“学习借助注释的方法理解古诗的
大意，并能用自己的话说出诗句的意思；理解诗句，引导学
生想象意境，感受田园生活带来的情趣。”为教学重点，予
以突破。下面我就结合这两点谈谈我的教学感受。

我觉得，对学生而言，在古诗的学习过程中除了要解词理句
解诗意外，最主要的是能够习得学习古诗的方法，并能迁移
运用。于是，在预设中我想大胆“放”手让学生借助注释，
自主质疑，协作解疑，了解古诗的大意。然后在交流中巧妙的
“扶”，在疑惑处启发，思维阻塞处疏导，词句关键处点拨，
让学生在众多信息交流中，疏通整首诗的意思。

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在几次试教中，由于学生的预习做得非
常充分，都已经批注了诗意，他们毫不费解地照本宣读，根
本没有真正字字句句疏通晓义。于是学生在自学时已经了解
到的诗意，上了课后，还是处于同一种水平，也就没有真正



习得借助注释学习古诗的方法。

在经过备课组教师讨论后，决定对这个环节再进行精心打磨：
第一步，一句一句理解。如果学生预习充分的，就由意到词
回扣，如果学生说起来比较困难的，就解词理句来点拨。第
二步，在学生基本会说诗意的基础上，引导学生：仅仅把意
思带进去说，还缺少什么呢？想想还可以补进什么！让学生
再次练习，加上时间、地点、人物、动作、神态等说得更加
具体，说得流畅。然后再来交流评价。这样一来，层次清晰
了，教学就显得更丰满，更扎实了，让学生真正经历了“解
词一理句一连意”这么一个自主探究的过程。也为之后迁移
运用借助注释的方法，学习《四时田园杂兴》之“梅子金黄
杏子肥……”作好了铺垫。

在预设中，我想引导学生通过想象，充实画面的物象，丰满
图画的内容，感受田园劳动的繁忙与快乐，感受桑阴下学种
瓜孩子的俏皮可爱，从而感受田园生活带来的情趣。可在试
教中发现，学生说来说去是插图中的，“男人耘田，女人搓
麻”，始终处在解诗意的层面，没有自己的情感融入，自然，
学生没有悟到诗情，课堂就缺少那诗味了。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还在于教师缺少课堂的观察能力，
不会捕捉动态的信息引导学生去品味语言，领悟诗境。讨论
后，决定把原先分割成几块的“想象——朗读——感受——
朗读”，融合起来，在读中想象，在想象中感受，在感受中
诵读。同时，教师予以随时点拨，如抓住“昼”和“夜”感
受农民的勤快， 抓住“各当家”，联想农民是多么繁忙啊！
这样，田园生活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宁静安详的生活画面
就呈现出来了。

以上提到的两点也是我们在试教中讨论最多的，在最后的教
学中感觉重点一落实的还可以；重点二教师的引领还可以再
放一些，学生的那种情感体验可能会更到位。反观自己的整
节课，觉得还可以适时融入一个“写”的环节。比如，创设



情境，让学生尝试着运用这些名句，或者改写诗的内容等，
让这些富有生命力的句子“活”在学生的心中，也是很有必
要的。

诗人范成大追求的是那种和谐的生活，我希望自己的课堂也
时时充满着和谐的气氛，因而我将继续不懈地去努力，去追
求。

夏日田园杂兴教学反思版篇二

古诗教学要求教师要有深厚的文学素养，人文底蕴，教师要
把同学引入诗境，自身必需批文入情，和作品对话，和诗人
对话，明诗意，悟诗情，入诗境，在课堂上才会有富有感染
力的语言，去点燃同学的情感，激发同学的兴趣。因此，在
教学开放周我与同学年老师进行深入的故诗教学的研究，我
看了一些有关古诗教学的理论知识，课堂实录和《四时田园
杂兴》的背景资料介绍，来弥补自身的先天缺乏。在与备课
组的教师讨论后，结合四年级的年段特点，决定以“学习借
助注释的方法理解古诗的大意，并能用自身的话说出诗句的
意思；理解诗句，引导同学想象意境，感受田园生活带来的
情趣。”为教学重点，予以突破。下面我就结合这两点谈谈
我的教学感受。

我觉得，对四年级同学而言，在古诗的学习过程中除了要解
词理句解诗意外，最主要的是能够习得学习古诗的方法，并
能迁移运用。于是，在预设中我想大胆“放”手让同学借助
注释，自主质疑，协作解疑，了解古诗的大意。然后在交流
中巧妙的“扶”，在疑惑处启发，思维阻塞处疏导，词句关
键处点拨，让同学在众多信息交流中，疏通整首诗的意思。
可是出人意料的是，在前一节古诗教学中，由于同学的预习
做得非常充沛，都已经批注了诗意，他们毫不费解地照本宣
读，根本没有真正字字句句疏通晓义。于是同学在自学时已
经了解到的诗意，上了课后，还是处于同一种水平，也就没
有真正习得借助注释学习古诗的方法。



在经过备课组教师讨论后，决定对这个环节再进行精心打磨：
第一步，一句一句理解。假如同学预习充沛的，就由意到词
回扣，假如同学说起来比较困难的，就解词理句来点拨。第
二步，在同学基本会说诗意的基础上，引导同学：仅仅把意
思带进去说，还缺少什么呢？想想还可以补进什么！让同学
再次练习，加上时间、地点、人物、动作、神态等说得更加
具体，说得流畅。然后再来交流评价。这样一来，层次清晰
了，教学就显得更丰满，更扎实了，让同学真正经历了“解
词一理句一连意”这么一个自主探究的过程。也为之后迁移
运用借助注释的方法，学习《四时田园杂兴》之“梅子金黄
杏子肥……”作好了铺垫。

钱正权老师曾说过：“引领同学走进诗词意境的基本路子，
不是一味地去寻求诗词地信息意义，而是让同学一边读一边
想象诗词中的画面，也就是说再诗词的语言文字想象作者所
描绘的生活图景，读者要读出诗情须发挥想象。”于是，在
预设中，我想引导同学通过想象，空虚画面的物象，丰满图
画的内容，感受田园劳动的繁忙与快乐，感受桑阴下学种瓜
小朋友的俏皮可爱，从而感受田园生活带来的情趣。可在试
教中发现，同学说来说去是插图中的，“男人耘田，女人搓
麻”，始终处在解诗意的层面，没有自身的情感融入，自然，
同学没有悟到诗情，课堂就缺少那诗味了。出现这种情况的
原因，主要还在于教师缺少课堂的观察能力，不会捕获动态
的信息引导同学去品味语言，领悟诗境。讨论后，决定把原
先分割成几块的“想象——朗读——感受——朗读”，融合
起来，在读中想象，在想象中感受，在感受中诵读。同时，
教师予以随时点拨，如抓住“昼”和“夜”感受农民的勤快，
抓住“各当家”，联想农民是多么繁忙啊！这样，田园生活
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宁静安宁的生活画面就出现出来了。
以上提到的两点也是我们在试教中讨论最多的，在最后的教
学中感觉重点一落实的还可以；重点二教师的引领还可以再
放一些，同学的那种情感体验可能会更到位。反观自身的整
节课，觉得还可以适时融入一个“写”的环节。比方，创设
情境，让同学尝试着运用这些名句，或者改写诗的内容等，



让这些富有生命力的句子“活”在同学的心中，也是很有必
要的。诗人范成大追求的是那种和谐的生活，我希望自身的
课堂也时时充溢着和谐的气氛，因而我将继续不懈地去努力，
去追求。

夏日田园杂兴教学反思版篇三

看到田园诗，首先想到的就是陶渊明，一直很喜欢他那
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诗中作者自得其乐
的隐居生活和那种悠然、恬静、消雅的心情溢于言表，令人
神往。范成大是继陶渊明之后最出色的田园诗人之一，他的
田园诗发扬了陶渊明恬淡素雅，淳厚自然的风格，以反映农
家生活为主。退居石湖以后，他写成的《四时田园杂兴》以
清新的笔调描绘农村的美景，歌颂农民的劳动生活，揭露封
建剥削制度。共60首，分“春日”、“夏日”、“秋
日”、“冬日”五组。

教材选的.其中的两首。第一首诗表现了农民辛勤劳动的情景。
第二首描写的是初夏农村的自然景色。两首诗描绘出生动的
乡村风光，田园意趣的图画洋溢着乡土气息，充满着和平与
宁静，自然质朴，清新恬适。

在教学时，首先让学生了解作者及诗题，然后给予学生充分
的时间去品读、感悟。在熟读诗歌的基础上，梳理诗中的重
点词句，抓住文中的字眼，理解整首诗的诗意。通过自学、
小组交流、全班反馈的形式充分调动学生的主体意识，引导
学生层层深入。在此基础上，想象诗歌的意境，体悟作者表
达的情感。中间穿插了这样一个环节，让学生把自己想象到
的诗中画面画出来，给学生创设丰富的想象空间，激发他们
的想象思维。再把自己画的诗境在小组里讲一讲，小组再推
选优秀作品在全班展示，很自然的帮助学生把诗句转化为具
体的形象。

最后又为学生补充了《四时田园杂兴》中的另四首，让学生



自己分析、感悟。

夏日田园杂兴教学反思版篇四

《四时田园杂兴》是南宋诗人范成大所作的一首田园诗，是
其所创组诗《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中的一首，诗人抓住村
庄男女的劳动局面描写，男的外出劳作，女的在家忙碌，就
连那小孩也深受家长勤劳品质的影响，学着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事，真实地再现夏日乡村农忙时的质朴生活，那生活充溢
辛劳，也充溢恬适，表达了诗人对乡村生活的热爱，以及对
劳动人民的赞扬。全诗语言平白、朴实、自然，具有浓浓的
乡村生活气息，是陶冶情操的好教材。

反复朗读，感情诵读，是学习古诗词的基本方法，引导学生
在读中积累，在读中感受诗词的意境，读出诗歌的`节奏，读
出诗歌的韵律，诵出诗歌的意境，是我这节课设想达成的目
标。

为了达成以上教学目标，我设计的教学步骤是：

一、在读准读通的基础上，指导学生根据七言绝句押韵和断
句的特点指导学生读出诗歌的节奏，读出诗歌的韵味。

二、在借助注释，理解诗意的基础上想象诗歌描述的画面，
感受诗歌的美好意境，诵出诗人的美好情怀。

三、迁移拓展阅读《四时田园杂兴》夏日其二，引导学生主
动积累。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整节课下来，学生没有
进入诗歌的意境，始终游离于诗歌之外，我教得很累，学生
学得也很累，课堂教学效果不如人意。

原因之一：在教学第一步骤，给学生自主读诗的时间有点少，



集体朗读不能代替个人自读。读不好，教学第二个环节自然
不好深入。

原因之二：引导学生借注释，明诗意，悟诗境时，教学策略
过于简单。学生们对诗歌的第四句“也傍桑阴学种瓜”最易
理解，也最容易感受孩子的勤劳，但对诗中体现的孩子的天
真可爱，学生不容易感受，教学时我以自己的讲解代替了学
生的感悟是不可取的。

用何种策略引导学生感悟到孩子的天真可爱，应该下功夫琢
磨。“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的忙碌景象，距
离现在孩子的生活也比较遥远，如何引导他们感受农村男女
夜以继日，辛勤劳作的劳动场面，进入诗歌描写的意境，读
懂作者的情怀，若适时补充一些人们劳动的画面，学生应该
更容易入境。教学策略的单一，导致这一教学环节没有引领
学生扎扎实实地进入诗歌的意境，因而整节课学生始终游离
于诗歌之外。

我想，今后不仅要钻研教材，更要钻研学生，采用学生易于
接受的教学策略，达成教学目标，引导学生主动积极思考探
索，真正凸显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是我今后课堂教学中应
该付诸于实践的首要任务。

夏日田园杂兴教学反思版篇五

《四时田园杂兴》是人教版四年级下册第六单元的一首田园
诗，作者是宋代诗人范成大。诗人描绘了乡村农人耕织以及
儿童学着大人的样子耕种田地的情景。展现了农家夏忙时热
闹的劳动场面，塑造了农村儿童天真、勤劳、可爱的形象。
全诗语言平白、朴实、自然，具有浓浓的生活气息。

古诗词是我国文学艺术中的瑰宝，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
古诗词教学应让学生在语言的感悟和情感的熏陶中提高欣赏
品味和审美情趣，引领学生走进这民族独特的文化，从而热



爱古诗。为体现新课标“以读为本”的理念，本节课让读始
终贯穿着整个教学过程。在读中感受古诗词的优美精湛的语
言文字和丰富的人文内涵；在读中引领学生入情入境；在读
中有所感悟和思考；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获的思想的启
迪。

第三、四句抓住儿童神态、动作、想象其语言，体会儿童的
天真。通过想象诗的意蕴丰富起来。4、读中拓展，提高学生
对古诗词文的修养。 少年儿童只有通过大量的经典诵读，实现
“量”的积累，才能充分地汲取古文化的精华，得到古文化
的浸润，从而丰富自己的语言。因而学习诗词不能只仅仅局
限于课文，要一篇带多篇。由一篇田园诗带出多篇的田园诗
来，由一位田园诗人带出多个田园诗人来。在学习完《四时
田园杂兴》时，我找了《四时田园杂兴其二》，让他们体会
到语文就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再鼓励学生多收集田园诗
来诵读。目的是培养阅读古诗词的兴趣和对古诗词的热爱之
情，养成课外主动积累的好习惯。

学习一首古诗，除了会读还要知道诗的大意，我大胆的打破
了一直以来的老师直接给出诗意让学生读背的做法，先让学
生根据课文后给出的注释，用自己的话说一说，再和同桌讨
论交流，而后指名全班交流，在你一言我一语的交流中，教
师只需适当补充一下，这样，个性化的诗意诞生了，比起抄
了背的更容易让学生接受。

此外，我还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其中一个就是通过这节课
的学习，在学习中总结出了学习古诗的方法：读、说、悟、
背，“读”诗就要读出节奏读出古诗的韵味；“说”就要结
合注释用自己的话说诗的大意；“悟”就要求领悟作者的情
感；“背”就在读说悟的基础上背诵古诗。这种方法也许它
并不能用于每首诗的学习中，但是至少它可以引发学生去思
考，应该怎样去学好一首诗。

以前觉得古诗教学是多么的难，《四时田园杂兴》的教学，



让我明白：学生的思维能力、想象能力和理解能力是不容小
觑的，只要肯放手，就会有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