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孔乙己教学反思(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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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
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孔乙己教学反思篇一

1、培养独立鉴赏诗词的能力，形成个性化的审美情趣。

2、培养丰富的联想、想象能力。

3、积累咏月的诗词。

一、学生活动

1、课前准备：利用书籍、报刊、网络收集关于咏月的诗词、
佳句，誊写在小卡片上。

2、小组评析其它咏月的诗词佳句。组长记录有价值的赏析，
综合成一篇赏析短文，全班交流。

二、教学过程

（一）导入

“诵明月之词，歌窈窕之章”这是历代文人墨客的雅事，今
天我们将通过《十五夜望月》来学会如何赏析这些名句佳作。

（二）赏析《十五夜望月》

《十五夜望月》赏析



在唐代咏月的篇章中，这是较为著名的一首。

诗人在万籁俱寂的深夜，仰望明月，凝想入神，丝丝寒意，
轻轻袭来，不觉浮想联翩，那广寒宫中，清冷的露珠一定也
沾湿了桂花树吧？这样，"冷露无声湿桂花"的意境，就显得
更悠远，更耐人寻思。

同是望月，那感秋之意，怀人之情，却是人各不同的。诗人
怅然于家人离散因而由月宫的凄凉，引入了入骨的相思。他
的"秋思"必然是最浓挚的。

这首诗意境很美，诗人运用形象的语言，丰美的想象，渲染
了中秋望月的特定的环境气氛，把读者带进一个月明人远、
思深情长的意境，加上一个唱叹有神悠然不尽的结尾，将别
离思聚的情意，表现得非常委婉动人。

（三）诵明月之诗

小组之间把准备好的有关“明月之诗”的小卡片，相互交换
赏析，组长记录学生的赏析或评价，大家动手把有价值、有
个性的见解综合成一篇赏析文章，全班交流。

（四）思维训练

用媒体展示不同角度所看见的月，（诸如：海上明月、沙漠
月升、小楼新月、水中望月等）学生对自己有所感悟的图景
发挥想象、进行联想。

（五）学生小结

你认为这堂课好不好？说明原因。

（这既是使学生总结所得的过程，也是教师了解学生所需的
过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因此，学生即使否定了这堂课，



教师也要辨证地接受学生的否定。

孔乙己教学反思篇二

一切要遵循根本，就像了解一个人一样，你只要知道他的出
生地，就不离十。语文课文是教学内容的载体，教学内容蕴
藏其中。不管今天的科技如何发展都代替不了语文课本本身，
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舍本求末了，毕竟语文课本是国家教育
部门和有关人士长期研究打造的，也可以说是很多专家、教
师智慧的结晶。很多选文，寓意深刻，文笔优美。作为语文
老师，应当潜心于语文课本的研究，真心与文本对话，甚至
进入情境。唯有这样，你才能让学生理解课文，也才能教出
真人才。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导语设计得如何，往往关系到整
堂课的教学效果。因此，精心设计课堂教学的导语，是至关
重要的。所以，语文老师要精心构思，巧妙设计，要有艺术
性和启发性，抓住学生的心，让学生产生学习的欲望。当然
设计时最好短小精悍，针对性要强。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而课堂上巧妙的提问能极大地激发学生
的兴趣，从而提高学习效率。

可见，课堂提问如能做到以上几点，课堂的效果无疑会大大
增加。当然要做到以上几点，还是要熟悉课本。

红花还需绿叶配。一堂高效的语文课堂，并非做到以上几点
就可以了，还需要其他手段的辅助。多媒体的巧妙使用会使
语文课堂的效果锦上添花；课堂的结尾，留有思考的余地，
犹如绕梁余音，意外的效果会出现在课堂之外；适当的课后
练习、实践，会让知识更加牢固，而变成能力。

小学生正是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最好时期，科学的教育正
好是他们成长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我们一定要从学生实



际出发，来打造小学语文高效课堂。本着素质教育为目的，
真正培养出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

孔乙己教学反思篇三

初读课文，并在此基础上，扫清字词障碍。培养学生的自主
阅读能力，掌握生字词，能够读通课文，为理解课文打下基
础。对整首诗歌有个整体感知，初步体会田园生活的美好。

这一教学环节是这节课的主体，通过理解词语，初步感知古
诗内容，探究诗意，了解诗情，步步深入，层层理解，通过
抓住重点词句，理解诗人表达的思想感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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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课选取了《四时田园杂兴》“春日”组和本课的“夏日
组”对比阅读，通过对比阅读，既容易让学生体会诗句表达
的思想感情，又拓展了学生的类文阅读，可谓一举两得，学
生学习兴趣浓厚，教学效果不错。

古诗的朗读力度还远远不够。今后应该在古诗朗读的节奏、
韵律上下功夫。可以配乐朗读，教师范读带动，让学生在理
解的基础上，入情入境地读，真正喜欢古诗，喜欢朗读。

孔乙己教学反思篇四

古诗教学向来是阅读教学的一大难点，古诗文的课堂教学很
少有人给予充分关注并进行深入研究，这也就导致了以前的
古诗文教学形式单调，缺少创新，除了让学生读读背背，老
师似乎无可作为。再由于古诗内容的时空跨度大，加上学生
阅历背景太浅，他们往往很难与诗人产生共鸣。而在这节课



中，执教教师运用了和诗文意境浑然一体的音乐，生动再现
诗文意境的图片，有机地结合，帮助学生感悟、理解诗文。
在这一案例中，老师充分调动了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来理
解体会语言，帮助学生更好地迁移情感，与诗人对话，进而
达到对诗情有更深切的体会。当平面的诗句通过老师的引导，
学生的生活再现，生成为一幅幅鲜活的画面，一段段感人的
旋律，学生才能投身其中，感诗人所感，想诗人所想。诗文
深深打动了师生，以致在课堂上使学生和听课的老师触景生
情，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

最后，执教教师还引导学生进入诗境，诵读全诗，领悟诗情。
学生通过声情并茂的吟诵，读懂了诗歌，领悟了诗歌所表达
的思想感情。在这堂课中，教师十分注意引导孩子们反复诵
读古诗，让孩子们在各种形式的诵读中品赏佳句、体味情感、
进入意境。这就是新课标所要求的要在诵读过程中体验情感，
领悟内容。

听了这节课，我深刻地体会到在新课改教育理念下，教师的
观念发生了根本改变，形成了新的教学观、学生观。充分体
现以人为本、以读为本的教学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的
情感得到升华。

孔乙己教学反思篇五

从教以来诗歌教学一直是我的一个难点，首先它不同于现代
文没有多大的时代差异。其次，诗歌语言言简意丰，让学生
通过简短的句子理解其中的意境是非常困难的。再次，传神
的词语赏析和评价也是一个不好解决的难点。总之摆在我面
前的困难是不言而喻的。

困难归困难，但还是要面对。这周我打算啃下《中秋咏月诗
词三首》这块硬骨头。课前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在备课上下
了大力气，我先理清了诗歌的发展历程弄清了古体诗、乐府
诗、近体诗和新诗的区别。通过查阅资料了解了作者和写作



背景，尤其对苏轼生平作了深入的了解。然后认真学习教学
参考书上的解读，尤其对重点字的赏析做了分析和记录。于
是我开始着手写教学设计。

《十五夜望月》的设计思路是这样的，首先在导入环节我引
出话题:“同学们，中秋是举家团聚的日子，是不是所有的人
都能与家人团聚？哪些人在这一天是不能和家人团聚的？”
引起了学生七嘴八舌的议论。有戍守边防的战士，有救死扶
伤的白衣天使，有在海外留学的莘莘学子。.。.。.课堂得开
头同学们沉浸在深深的惆怅和惋惜之中。在古代也有很多的
人不能和家人团聚，我们一起跟随王建回到唐朝看一看他们
不能团圆时用什么方法去表达思念之情。

诵读感知先有情，第二个环节我重点放在了指导朗读上，由
浅入深，先断句停顿，标出重读的字词；再注意语气和语调；
由于正好多媒体设备坏了，给我带来了大困难。不能出示配
乐怎么办？我先有感情的朗诵，之后学生个读，小组读，然
后小组里推荐最好的在班里读。在过程中我们对一些词的读
法做了讨论。特别是在读熟练了之后请大家闭上眼睛，想象
画面里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学生又开始七嘴八舌的
说，洒满庭院的月光、寂寞的'乌鸦、被露水打湿了的桂树。.
。.。我欣喜的听到孩子们给这些物象都带了修饰词。于是我
顺势引导，展开联想，从你学过的古诗中找一句和“地白”
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句子吧。不少人举手了“疑似地上
霜”“桂树”会让你想到什么？有人说嫦娥，也在想家想念
亲人。

至此，我觉得我成功了。学生能感受到那种清冷、寂静的氛
围，体会到诗人明月之夜不能与家人团圆的孤单。自然后两
句的理解就很轻松了。但是“不知秋思落谁家”中的“落”
一字大家不能准确的表达它的妙处，这需要今后的课堂上探
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