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陋室铭教学反思(实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陋室铭教学反思篇一

本课教学主要有三个环节：初读、品读和研读。三个环节皆
以读为本，层层推进，步步深入，引导学生入情入境，提升
感悟。第一个环节，读文;第二个环节，读人;第三个环节，
学做人。

在初读环节铺路子。读懂文意、熟读成诵(争取在当堂做到默
写的准确无误)。品读环节读出理解，读出韵味。把重点放在
读懂作者没有说出来的意思上，穿越文字，寻幽探微。比如，
要读懂作者引用孔子“何陋之有?”这句话的用意，老师就要
补充孔子的前半句话，然后让学生思考，刘禹锡为什么只引
用了后半句呢?猜猜他写这句话时心里是怎样想的，从而让学
生弄懂作者没有说出来的意思。

研读环节读出问题，读出作者，读出自己。比如：可以
从“谈笑有鸿儒”和“苔痕上阶绿”的看似矛盾处(既然有鸿
儒谈笑往来，地上怎么可能会长青苔呢?)打开缺口，让学生
评说刘禹锡，这是读出问题;借刘禹锡的文，拎出刘禹锡这个
人，知人论世，这是读出作者;创设虚拟情境，入情入境，让
学生和作者相遇、相识、相知，从而激发情感的共鸣，引领
学生逐步走进刘禹锡的心灵世界，实现自己语文素养的积淀
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提升，这是读出自己。

而这种种理解怎样才能内化为学生的感受，使之从学生的心
底自然而然地流出，这是对执教者教学功力的严峻考验。如，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一句，可谓是



《陋室铭》中的经典语句，他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应该让环
境因你而知名，不应该靠环境(山水)垫高自身的价值。这层
层意思怎样才能让学生自己领悟到，这是本课教学的着力点，
也是一个颇需思量的问题。

重点说说研读环节。文字背后是人，是作者的人生，思想，
境界。这个教学片断，通过四读，读出了晴空一鹤，读出了
先生风骨，可谓是一唱四叹，余音袅袅。蓄势，盘马弯弓射
不发;朗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
借助背景材料和自己文本理解的引领，带领学生入情入境，
进行一段生命的旅程与情感的攀登。

但是，我还有一些顾虑：

阅读教学的归宿是情感?还是语言文字?再来考查这个教学片
断中的四读：一读，是明心迹;二读，是感气度;三读，是增
豪情鼓壮志;四读，是读出晴空一鹤先生骨。这样的不是特
别“煽情”的文本是否适合如此大肆“煽情”?(“煽情”一
词在语文教学中是贬义多些还是褒义多些这里姑且不论。)学
生解读文本的归宿应该是语言文字，是语文素养。本课例是
否做到了从语言文字入手，让学生用自己的心来触摸语言文
字，通过对文本语言文字的进一步体味，生成学生自己的文
本意义世界，从而提升其语文素。

拓展知识：

陋室铭

作者：刘禹锡

陋室铭教学反思篇二

汤老师说：“很显然今天你的课是个新的模式。”



不错，我确实一直在尝试新的模式。只是作公开课是第一
次“特色突出”。

学校这学期要求实行三段六环教学模式，最开始我是极其痛
苦的。因为我已经“备”教案一年了。

所谓“备”，就是先“看”课文几遍，一直看到有自己的上
课思路，再着手备课。这中间不看教参和辅导资料。备完课
再结合教参重新确定教学内容和流程。

这样坚持的好处是：明明是老熟的文章，硬是能读出新意。
如果必须说坏处，那就是我和学生碰撞出的答案不太“标
准”。

三段六环有模式，配合有教参和习题。对于新手来说，肯定
是件好事。但我这学期实践的在“板块式教学中”用活动和
训练推动学生学习，势必要受到“伤害”。

反复思考中，我决定把二者结合起来。在学生“自学”“讨
论”“释疑”中，用活动来训练，从而让学生“积累语文基
础知识”，得到“语文读写”的训练。尤其是在所有学生都
参入这一块，我极有耐心地“示范”，从而使学生的读写能
力在训练中有所提高。

今天的公开课《陋室铭》，我就践行了这一理念。

由于心有“预设”，有对“课本”的通透掌握，在学生的知
识架构没有我预测那样水准时，我仍能不慌不忙领着他们完
成教学活动。

每节课的铃声响起，总有“送人玫瑰，手留余香”的惬意。

今天，除了这惬意，还有小试牛刀的幸福和“任重而道远”
的责任。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把它送给自己。

陋室铭教学反思篇三

周一下午第一节，我上了一节公开课《陋室铭》。课件是我
在假期里做的，正好用上。我体会到平时一定要多准备，多
积累。

这是一堂文言文的教学。我用了一课时。课上完以后，自我
感觉良好。认为教学任务完成。教学顺利。

但是今天改完该课的基础训练册，发现学生的作业错误率很
多，生字词全对的只有一个同学，问答题有几个没写的，中
间对课文内容需要掌握的，也写错了。全对的寥寥无几。

看来，这是一堂失败的课。

失误在那里呢？

1、没有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教学内容多。幻灯片一个一个，
学生说放的太快了。像生字词学生没有背诵的少，图片也看
不清。

2、课文知识点如描写陋室生活情趣的句子，几乎全部学生答
错了。这说明学生们也不能主动地思考。

3、体现课文作者心目中的君子的品格的特点是什么？也有不
少学生不会答，他们对于课文看来就不懂。学生没有探究，
课堂只是让个别学生会了。

所以：以后说设计问题要精，组织课堂的能力要加强。图片
要清晰。我的声音也需要美化，语文教师尤其美丽的语言是
一种享受。



陋室铭教学反思篇四

刘禹锡的《陋室铭》流传了千百年，聊聊八十一字，作者用
凝练工整的语言表达出了高洁傲岸的节操和安浦道的情趣。
如何让刚刚接触文言文不久的七年级孩子透过文字来理解作
者的思想，把握作品的情感呢？我在进行了深入的文本分析
之后，将朗读作为了这节课教学的一个抓手，通过朗读来理
解课文内容，掌握重点的文言实词，并在此基础上了解作者
安浦道的品质。

朗读是我这节课的一个重要抓手，朗读和课文理解是互为补
充的，朗读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课文，课文理解之后，朗读才
能更有感情。所以，在进行教学设计时，每一次让学生朗读
都必须问一个“为什么”？这次朗读是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要对学生提哪些要求？层层递进，层层深入，学生的朗读能
力才会提高，自然也就渗入了对课文的理解。

导入之后，我设计了各种形式的朗读来帮助学生完成对课文
的感知。首先是散读，对学生的要求是大声，意在活跃课堂
气氛，营造一个学习文言文的氛围。接下来我特意挑了一个
朗读基础不是很好的学生站起来读课文，并提醒其他学生仔
细听，挑出他读错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对课文的正
音正字。但我还是忽略了一点，应该让学生上黑板写一
写“馨”、“鸿”等字，对于七年级的孩子来说，写字的基
础还是很重要的。疏通字词之后我又让一个声音洪亮的学生
带领全班齐读了课文，并进一步提出“整齐、准确、流利”
的要求。三次朗读，三次要求，完成了对课文的整体感知。

在重点读析部分，我设计了一个统领全文的大问题“陋室为
什么会被称为陋室？你认为它陋还是不陋？”让学生就此展
开讨论，并在文中圈画相关词句。我给了学生将近三分钟的
时间进行小组讨论，这也是基于“以学生为主体”的理念。

可能是学生的课前预习比较充分，在“陋”和“不陋”这一



问题上并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议。学生能找到“谈笑有鸿儒，
往来无白丁”，认为和作者交往的都是有学问的人，“可以
调素琴，阅金经”可见刘禹锡的平时生活很充实；而且课文
中还举到了诸葛亮和杨雄的例子，刘禹锡将自己的房屋和他
们的放在一起，孔子也说了他们的房屋不陋，所以学生认
为“陋室”是“不陋”的。在这里我又提醒学生“无丝竹之
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丝竹”也是音乐，“素琴”也是
音乐，有何区别呢？这个问题对于学生来说难度大了一点，
所以我还是主动给了学生答案，“素琴”是不加装饰的琴，
弹奏出来的是清新高雅的音乐；而“丝竹”是指乐队演奏的
音乐，一般只有达官贵人才能享受。这里也能看出刘禹锡不
喜欢荣华富贵，而是喜欢过自己有精神追求的生活。

在分析到“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这一句时，有学生认
为台阶上长满了青苔，房屋的外面也长了很多青草，所以可
以看出陋室是“陋”的。我在对文本进行解读时认为这一句
应该是表现出陋室的自然环境很清幽，是表现“不陋”的，
但是听到学生这样理解，我觉得似乎也可以，于是就顺着他
的理解讲了下去。现在看来，这一处课堂上的处理还是有问
题的，这两句应该是表现出环境的清幽，正是因为刘禹锡追
求的是简单、朴素、朴实无华的生活，所以这样的环境，他
是喜欢的，在他眼里是不陋的。当时在课堂上应该对学生进
行这样的引导，没有做到正是因为自己对文本的解读还不够
通透。

对于文章的前四句，我也是用了一个问题来处理的，“前四
句和陋室无关，似乎多余，你怎么看？”学生都说不多余，
但似乎可以意会不多余的原因而无法言传。于是我提醒他秘注
“山”、“水”、“仙”、“龙”和“陋室”的共通之处，
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他们说出“仙”、“龙”
对“山”、“水”来说才是重要的，正如在“陋室”中最重
要的实际上是“人”，我又追问：“是人的什么呢？”“品
德高尚。”说出这一点，我知道学生已经理解了课文了，可
以做总结了，“外表看起来非常简陋的房屋，因为有了优雅



的环境，儒雅的友人和高雅的生活，在刘禹锡看来不陋了，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刘禹锡这个人的品质非常高尚，也就是文
中提到的一个词‘德馨’，德馨也就成了支撑这个房屋的一
个横梁。”我的板书也设计成了一个房屋的形状，屋顶部分
写上陋的表现，房屋的根基是不陋的表现，而横梁就是“德
馨”二字。这个板书设计比较形象，对于七年级的孩子来说
可能更容易理解和记忆。

在对课文进行了理解和分析的基础上，再提问学生刘禹锡写
这篇文章表达了什么，他们基本可以说出安浦道的意思，只
是无法准确表达。于是，我给了他们“安浦道”这个词，并
作了解释。有一个学生提到了“宽容”，我也不假思索地认
同了他的观点，现在想来这和我在文本解读时所理解的“豁
达”还是有区别的，课堂上没有及时发现还是说明我在解读
时没有通透地理解文本。

在理解了文章的基础上，我又要求学生读课文，并且提高了
要求，要“生动，有感情”。学生的朗读较整体感知时有了
提高。重点读析部分用时二十分钟左右，通过一个大问题的
设计基本能够帮助学生梳理全文，思路也比较清晰，在回答
问题的过程中落实了“德馨”、“上”、“鸿儒”、“白
丁”、“劳”等词的意思。在这过程中也同样存在着不少问
题，重点字词的落实还只是浮在表面，没有反复敲打；在分
析课文时虽然有朗读，但对一些重点句的朗读还缺乏细致的
指导以及示肥读，这也是自身功力不够的表现，亟待学习和
提高。

在拓展迁移部分，我让学生谈读了此文得到的启示是什么？
并写成叙议结合的，目的是想让他们将课文中学到的内容和
自己的生活实际联系起来，文以载道，对整节课的学习内容
也是一个内化。

以有感情的背诵课文作为整节课的结尾，达到巩固的目的。



从整节课的教学效果来看，大的环节没有问题，思路比较清
晰，课堂气氛也调动得不错，媒体的适时使用对课堂教学起
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教学目标基本达到了，整节课也是围
绕着教学重点展开的。最大的问题还是出在重点字词的敲打
落实上。

在今后的文言文教学过程中，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首
先是重点的文言实词的敲打和落实，文言文要上的有味道，
更要实实在在；其次是要加强对学生朗读的指导以及文言文
学习方法的指导，比如工具书的使用，课文注释的关注等等，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再次要关注课堂上生成的资源，让
学生的发言为我所用。

无论是哪个方面的关注，其实最终都要归结于对文本的解读
和对学生的解读，只有将这两者都解读通透了，并有机结合，
才能上出精彩的课，才能上出真正适应学生的课。

陋室铭教学反思篇五

刘禹锡和萍乡有着深厚的渊源，他曾经来过萍乡，至今在我
市的杨岐普通寺仍旧保留着他为唐代杨岐寺乘广禅师撰写碑
文，并由他篆刻的唐碑(该碑建于唐元和二年，此碑高2.8米，
宽0.9米，字数1350个是我省仅有的全国著名的唐碑)，所以，
和学生一起学习他的《陋室铭》倍感亲切。《陋室铭》是古
代散文中的名篇，以其立意鲜明、构思巧妙、韵味深长而脍
炙人口。本文作者自述其志，通过对居室情景的描绘，极力
形容“陋室不陋”表达一种高洁傲岸的情操和安贫乐道的情
趣。

《初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运用多种阅读方法，能初步
理解、鉴赏文学作品，受到高尚情操与趣味的熏陶，结合本
单元教学目标和教材自身特点，我把本课教学目标定为：

(1)知识目标：背诵并翻译课文，掌握相关文言实词;



(2)技能目标：学习托物言志的写法并尝试在写作中使用;尝
试仿写。

(3)情感目标：通过理解作者那种高洁傲岸的节操和安贫乐道
的情趣，引导学生正确确立自己的志趣追求。

在教学的过程中，我比较成功的地方是联系《五柳先生传》
引导学生理解作者那种高洁傲岸的节操和安贫乐道的情趣，
《五柳先生传》中化身五柳先生的陶渊明家 “环堵萧然，不
蔽风日;短褐穿结，单瓢屡空”，可是，他却“闲静少言，不
慕荣利”，“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正体现了一
种高洁傲岸的节操和安贫乐道的情趣，以此作为佐证，学生
对课文主旨的理解就更容易了。

在教学中，我由刘禹锡和萍乡的关系导入课文，导入对刘禹
锡的介绍，拉近了学生和刘禹锡的距离，这其实是对课程资
源的一种创造性开发。

另外，平时，不少学生喜欢调侃一句话“分不在高，及格就
行”，所以，我就干脆安排了一次仿写训练，并提供了一个
比较好的仿写如下，供学生参考：

数学铭：算不在快，准确则灵。理不在多，精炼则行。斯是
难题，惟吾细心。计算要准确，条理要清晰。不懂要请教，
难题动脑筋。可以阅公式，览分析。无英语之费解，无体育
之劳形。爱国华罗庚，陈景润。精确人生，数学之旅。

从教学效果来看，本课设计还是很是很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