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归园田居教学反思(优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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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
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归园田居教学反思篇一

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一共有五首，这是其中的第三首。从
表面上看，这首诗写的是田园劳作之乐，表现的是归隐山林
的遁世思想;但把这首诗和其他的诗对比来看，作者的“愿”
其实有它特殊的内涵。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为了不使豆田荒芜，诗人一大早
就下了地，到了晚上才披着月光回来。虽然很辛苦，但他并
不抱怨，这从“带月荷锄归”的美景就可以看出来。“晨
兴”写早起;“带月”写晚归，看出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
辛劳。“理荒秽”，写他归耕后垦荒工作的艰难。尽管每天
劳动时间很长，从日出到月出，身体很疲惫，然而诗人没有
丝毫怨言，反而有“带月荷锄归”的悠闲笔调写出他劳动后
的轻快。 陶诗于平淡中又富于情趣。陶诗的情趣来自于写意。
“带月荷锄归”，劳动归来的诗人虽然独自一身，却有一轮
明月陪伴。月下的诗人，肩扛一副锄头，穿行在齐腰深的草
丛里，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月夜归耕图啊!其中洋溢着诗人心
情的愉快和归隐的自豪。 我们好象看见诗人在月出山岗后，
心满意得地扛着锄头，哼着诗句，漫步归家的情景。此时，
人与月与自然环境构成了一个和谐的统一体，诗人心灵的舒
畅，通过艺术的笔触，净化为一种崇高的自然美、精神美、
诗歌美，活脱出一个美好静谧的意境和悠闲自得的形
象。“带月”句可说是神来之笔，它变劳苦为欢快，化困倦
为轻松，具有点染之功。 “种豆南山下”平淡之语，“带月
荷锄归”幽美之句;前句实，后句虚。全诗在平淡与幽美、实



景与虚景的相互补衬下相映生辉，柔和完美。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路窄
草长，夕露沾衣，但衣服打湿了有什么可惜的呢?这两句是进
一步写田园荒芜，归耕艰难。以上六句叙写耕作生活，真切
朴实，宛如在目。“衣沾不足惜” 这句话看似平淡，但这种
平淡正好映射了结尾这一句“但使愿无违”，使得“愿无
违”强调得很充分。这里的“愿”更蕴含了不要在那污浊的
现实世界中失去了自我的意思。它既有儒家洁身自好、安贫
乐道的思想，亦有道家的返璞归真、顺应自然的意念，并且
这二者常常融为一体。 这首诗用语十分平淡自然。“种豆南
山下”“夕露沾我衣”，朴素如随口而出，不见丝毫修饰。
这自然平淡的诗句融入全诗醇美的意境之中，则使口语上升
为诗句，使口语的平淡和诗意的醇美和谐地统一起来，形成
陶诗平淡醇美的艺术特色。

这首五言诗，主要是采用“赋”的手法，通过叙事来表现思
想感情，其中没有景物的描写、气氛的烘托，也没有比兴的
运用，几乎全用叙述，只在未尾稍发议论，以点明其主旨。
全诗叙写真实，发自肺腑，所以《后山诗话》说：“渊明不
为诗，写其胸中之妙尔。”《藏海诗话》说：“子由叙陶诗，
‘外枯中膏，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乃是叙意在内者
也。”日本学者近藤元粹说这首诗是“五古中之精金良玉”。
陶诗受到中外诗评家的如此赞誉，可见其征服人心的艺术力
量。

归园田居教学反思篇二

作为语文的教育工作者都知道语文是一门工具性和人文性统
一的学科，也就是说语文其实要让学生今后能在他的人生路
途中能够使用的一门学科。可是现在的语文教学，一套教材
似乎就是学生们整个的语文世界。我们要在一个学期的时间
里给学生灌输进去两本语文教材，学生们每天在字、词、句、
段中打转，背诵、记忆，他们早已习惯呆在这种单调、无趣



的语文世界里了，这和我们当前的教育形势有关。当今，我
们的教育目标还仅仅只是停留在应付考试上，与考试无关的
内容我们老师基本上不讲。难道学生们语文试卷上的高分就
是我们所追求的“优质教育”呢?除了教材，语文课堂上就没
有其它内容可讲了吗?把一篇课文“肢解”式的讲解，这就是
语文课堂吗?只注重能力培养的语文教学就是完整的语文教学
吗?学生完成了试卷上的题目，取得了让他自己和老师都满意
的成绩就是语文工具性和人文性的体现吗?也许如此深远的问
题，不是一时半会能解决的，可是在教学中，我们应该教一
些更为实际的东西，比如今后的生活态度。

在面对高中语文必修二第二单元《诗三首》中的《归园田居》
(其一)这首诗的时候，我预设教学目标有两个：一是初步学
会鉴赏诗歌的方法;二是解读陶渊明的思想。

先说第一个目标陶渊明是学生比较熟悉的诗人，初中已学过
《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和《饮酒》、《归园田
居》(其三)等篇目，所以学生对陶渊明的性格、诗歌风格等
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归园田居》(其一)是一首学生较为容
易理解的诗歌，对于学生来说，他们具备一定的诗歌感受能
力，但缺乏系统的诗歌鉴赏常识，所以必须根据高一学生的
特点确立教学目标。基于这些考虑，这节课的教学目标确立为
“通过揣摩语言、想象画面与体味情感来鉴赏古典诗歌情景
交融意境的能力”，就教学效果来说，这个教学目标的设立
还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它对于学生今后规范地鉴赏诗歌架起
了一座桥梁。

重点要说第二个教学目标，解读陶渊明的思想。诗歌其实分为
“归园”和“田居”两个部分。“归园”部分就是在突出陶
渊明厌弃官场，渴望回归田园的心情。从而田居生活就更能
把握作者的深层思想。“田居”部分要求学生准确抓住两个词
“暧暧”和“依依”。从这两个字可以看出作者是在将最朴
实最自然地田园生活梦境化，诗意化。普通景在作者的眼中
都是那么的与众不同，作者陶渊明是选择了诗意的生活。他



不是一个浑身静穆的山野闲人，而是一个在心底里关心时政
的、忧愤而痛苦的、不为时人所知所赏识的、用诗歌表达思
考的严肃的思想家。他的思考是诗意的思考，他的情感表达
是诗意的表达，他的人生是失意的，但他的生存态度、他的
思考和表达，则都是诗意的，尽管这仅仅是一种忧愤、痛苦
和寂寞的诗意，如今其诗意中的这种淡泊因素正在得到越来
越多的人的认同，可以说，这是他千百载之后得以持续辉煌
的一个重要原因。

课文上到这里，就要体现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了，我选择
让学生思考今后打算如何找到自己的.生活态度为了诗意的生
活，这个话题会让还在校园中的学生一时之间很难有所感触，
我在此时补充了相关的信息如，当内心在都市的喧嚣里越来
越浮躁，当心灵在职场倾轧之下挣扎得越来越疲累，当身影
在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熏风里离大自然越来越疏远时，不
要忘记最本真的自己，要让自己学会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学
会诗意的生活，我们躯体身体不必想陶渊明一样归隐山林，
但是内心一定要懂得如何确定什么是自己真的想要的生活，
不要为了追逐名利把快乐的自己，诗意的生活忘记。

归园田居教学反思篇三

《归园田居》是第二单元《诗三首》中的最后一首。诗意相
对前两首较好理解，所以本诗设计为以学生自读为主，教师
以问题点拨的教学方式。这也是对单元整体教学中强化训练
这一环节的落实。

既然是教师以问题来点拨学生，那么这看似简单的一两个问
题就成为了设计的关键。依据高考诗歌鉴赏类试题的命题特
点，我设计了两个问题：

1、着眼于诗歌内容：你认为这首诗表现了诗人怎样的感情？
结合诗句回答。此问重点落在要求学生阐述结论的依据上。
有此带出诗中直抒胸臆的句子和关键词，近一步巩固单元教



学重点——通过抓直接抒情的关键词句读出古诗的情感。

2、着眼于诗歌的表现手法：你认为本诗在描写景物时主要运
用了哪种表现手法？以此带出对“白描”这一重要的知识点
的巩固，并进一步体会古诗“寓情于景”的表现手法在陶诗
中的运用。最后，我又设计了一道练习题：将陶渊明笔下优
美的田园风光用现代散文的语言再现出来，意在提升学生对
本诗精华部分的体悟，并训练学生的改写能力。

这首诗这样处理下来，教师觉得很轻松，学生也很有成就感，
因为他们感觉到是自己通过思索和讨论解读出了一向较为畏
惧的古诗，利用半节课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首诗的学习。

这节课后，我又追加了一节课外诗歌鉴赏课，继续给学
生“练兵”的机会，提升他们对古诗的感受力，学生反应很
积极。此次月考表明，学生已初步具备了解读古诗的能力。

归园田居教学反思篇四

《归园田居》其一是陶渊明的名篇，教学这篇文章，除了让
学生明白诗歌的意思和体味 田 园的意境外，了解陶渊明的
精神世界也是一个重要的教学内容。

这首诗教学设计为一课时，学生在初中已经学过《桃花源记》
和《五柳先生传》，对陶渊明的性格、行文风格有一定的了
解；同时，对于高一的学生来说，他们具备一定的诗歌感受
能力，学生完全可以根据课 文 下的注释来了解本首诗的内
容。所以根据高一学生的实际和本课意境较为浅显的特点，
我在上课时以“归”字为中心辐射开来，以“从何而归、为
何而归、归向何处、归去如何”四个问题来紧扣诗中相应的
句子，从而将本文的行文思路清晰地展现在了学生的面前。
同时通过诗句中如“羁鸟”、“性本”“自然”等关键词语
的理解准确地阐释了上面的四个问题，把学生的感受和分析
落实到具体的语言上，让学生结合自己的知识储备，真正做到



“望文生义”，从而避免了学生 的 凭空想象。为了 培养
学生的诗歌鉴赏能力和探究能力，中间穿插对田园生活诗句
的改写描绘和对诗歌的反复朗读。

为了更好地理解陶渊明所追求的精神境界，在理解本诗内容
的基础上，还引用了其它相关的诗句来说明陶渊明归隐过后
所面临的物质上贫困但内心却自由无比的生活，进而提出
了“ 自由精神与丰厚物质之间，我们该如何选择？ ”的问
题，学生讨论并发言，不强求唯一的答案，只要说出自己的
理由即可，让学生在学习中获得启示， 并 在学习中成长。

在上课的过程中，基本能按照自己预设的教学思路进行讲授，
知识讲解、朗读、讨论等环节都能较好地进行，整堂课上下
来，学生的积极性都很高，对于我抛出的每个问题都能积极
思考，主动回答问题，气氛很好，在时间上也掌握的刚好。

但也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进行前面结构内容分析的时候
主要是老师讲解学生听，给学生参与的时间不够；在引入讨
论环节的时候对学生的引导还不够，使得刚开始讨论的时候
学生只能从宏观上谈自己的理解，不能更好地结合自身的现
实。

教学是一门艺术，教书是一种创造，创造教学艺术是我们教
师永无止境的追求。

归园田居教学反思篇五

《归园田居》其一是陶渊明的名篇，教学这篇文章，除了让
学生明白诗歌的意思和体味田园的意境外，了解陶渊明的精
神世界也是一个重要的教学内容。

这首诗教学设计为一课时，学生在初中已经学过《桃花源记》
和《五柳先生传》，对陶渊明的性格、行文风格有一定的了
解；同时，对于高一的学生来说，他们具备一定的诗歌感受



能力，学生完全可以根据课文下的注释来了解本首诗的内容。
所以根据高一学生的实际和本课意境较为浅显的特点，我在
上课时以“归”字为中心辐射开来，以“从何而归、为何而
归、归向何处、归去如何”四个问题来紧扣诗中相应的句子，
从而将本文的行文思路清晰地展现在了学生的面前。同时通
过诗句中如“羁鸟”、“性本”“自然”等关键词语的理解
准确地阐释了上面的四个问题，把学生的感受和分析落实到
具体的语言上，让学生结合自己的知识储备，真正做到“望
文生义”，从而避免了学生的凭空想象。为了培养学生的诗
歌鉴赏能力和探究能力，中间穿插对田园生活诗句的改写描
绘和对诗歌的反复朗读。

为了更好地理解陶渊明所追求的精神境界，在理解本诗内容
的基础上，还引用了其它相关的诗句来说明陶渊明归隐过后
所面临的物质上贫困但内心却自由无比的生活，进而提出
了“自由精神与丰厚物质之间，我们该如何选择？”的问题，
学生讨论并发言，不强求唯一的答案，只要说出自己的理由
即可，让学生在学习中获得启示，并在学习中成长。

在上课的过程中，基本能按照自己预设的教学思路进行讲授，
知识讲解、朗读、讨论等环节都能较好地进行，整堂课上下
来，学生的积极性都很高，对于我抛出的每个问题都能积极
思考，主动回答问题，气氛很好，在时间上也掌握的刚好。

但也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进行前面结构内容分析的时候
主要是老师讲解学生听，给学生参与的时间不够；在引入讨
论环节的时候对学生的引导还不够，使得刚开始讨论的时候
学生只能从宏观上谈自己的理解，不能更好地结合自身的现
实。

教学是一门艺术，教书是一种创造，创造教学艺术是我们教
师永无止境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