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词四首教学反思(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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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
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词四首教学反思篇一

《村居》时，通过看插图理解故事的意思，并联系实际想一
想自己放风筝的情景，让后在诵读，这样孩子们读起古诗来
会更入情入境。

古诗最讲究诵读，正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现”，也许此
时的他们还不能完全理解古诗的全部意思，但反复的诵读仍
然会在他们的心里留下一颗情感的种子，培养他们热爱朗诵
的好习惯。

词四首教学反思篇二

在教学《古诗两首》时，我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
习方式。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在教学过程中，要爱护
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
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中年级的学生已有一定
的知识基础和学习能力。在本节课教学时，根据学生的身心
发展，选择安排了学生自学的基本步骤，设计了这样的过程：
1、自己正确读古诗，对不认识的字，可以查字典;2、把诗读
给小组内的同学听，评评谁读得好。(小组长先读，组员依
读);3、借助注释、图画自己理解诗意;4、小组合作讨论，归
纳总结出完整的诗意;5、画出不懂的地方，提出疑难问题大
家解决。课堂上，学生兴趣盎。

这节课，较大的突破就是改变了古诗教学由老师牵引着学生，



逐字逐句串讲诗意的传统做法。课堂上，从学生自由背诵学
过的古诗开场，引出今天要学的两首古诗。而后，安排自学
时间，使学生有一个潜心读书的过程。在充分自学的基础上，
让学生汇报“读懂了什么”，师生共同讨论，互相补充。对
于学生没有弄懂的问题，老师安排了质疑环节，启发学生共
同探讨。在朗朗的读书声中，在学生自由发表意见的探讨中，
完成了教学任务。这种设计，体现出对学生的尊重和信任，
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了学生，使学生真正成了学习的主人，
老师只是一个参与者、合作者。

为了改变串讲串问的教学结构，我抓住重点进行教学。两首
古诗没有平均地使用力量。《夜书所见》和《九月九日忆山
东兄弟》相比，第二首易学好懂。于是我把第一首诗作为教
学重点，又抓住第一首诗中插图的运用，为重难点的突破口。
因此，增大了这节课的教学容量，节省了教学时间。

词四首教学反思篇三

在《儿童诗两首》这一课的教学中，看着学生童趣盎燃的表
演，听着学生朗朗的读书声，我感受到了学生发自内心的欢
乐。在教学中，我为学生创设了一个“童话”般的情境，为
学生搭建了一个激发想象、释放才智的平台，充分发挥自主
式、参与式的教学优势，把课堂还给学生，使每个学生在欢
乐中学习。满意之处有以下两点：

一、在这一课的教学中，我做到了深掘教材，敢于创新，为
学生创造了思维、想象、表达的宽松环境。如让学生思考：
如果你是小小主人公，你会对父母说什么？在学生思考的同
时，教师予以点拨、诱导，使学生进取主动参与，发挥想象。

二、在教学活动中，我创设情境以伙伴的身份来到学生中间
活动、表演，完全舍弃了“师道尊严”。课堂上突出了学生
的学习主体地位，实现了师生间平等对话。



上完这节“童话课”，我深切地领悟到，要使学生主动、富
有个性地学习，必须从学生这一主体出发，在课堂上为他们
栽下一棵枝繁叶茂的梧桐树，为他们创设一个挥洒自我的乐
园，从而实现“我喜欢学”。

同时，也让我感到情境教学，对于学生犹如“灵秀之泉”，
滋润着他们的心田，对培养情感、启迪思维、发挥学生主体，
培养学生的参与性、自主性、创造性，审美情趣，提高综合
素质都有进取作用。

另外值得我深思的是，作为新时代的教师，要创造性地运用
教材资源，挖掘教材，活用教材，拓展教材，全方位地发挥
自身的创造力和能动性，给学生创设一个良好的学习情境。

词四首教学反思篇四

语文课程具有重感悟的特点。古诗作为一个整体，传达出其
各不相同的情感和意境，而这恰是一首诗的精髓所在。教学
时片面注重字词的讲解而忽略对全诗意境的感悟无异于舍本
逐末，买椟还珠。

在分步解读《咏柳》和《春日》时，我分别抓住了“裁”
和“寻”这两个字展开教学。教学《咏柳》，以“为什么作
者把春风比作剪刀?这把剪刀裁出了什么?”这一问题切入，
成功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营造了阅读期待，并最终统
领全诗的教学。《春日》一诗，重在让学生思考：作者是在
怎样地寻找春天，他的心情如何?带领学生不仅走进诗歌，也
走进诗人的内心世界。这一“裁”一“寻”，使两首诗互为
注脚。

二、想象补白，丰富诗歌意蕴

古诗凝练含蓄。诗人往往用跳跃的语言，创造出一种言外有
言、意外有意，令人回味无穷的意境来表达审美体验，反映



生活本质。如何引领学生读出诗句背后的情味，离不开学生
的想象。教学中，我多次通过想象让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体
验对诗句的内容进行补白。如教学《咏柳》时，让学生想象
春风还裁出了什么?在这儿，学生将已有的对春天的认识，在
脑海中转变成一幅幅立体的、鲜活的画面，再通过语言表达
出来。这一过程，无疑充实了诗句的内容，拉近了古诗与学
生之间的距离，丰富了古诗的意蕴。二次整合时，让学生
以“总是春”练习说话，同样达到了这一目的。

词四首教学反思篇五

反思自己教育行为中有待改进和发展之处：

(一)学生能够积极参与音乐活动，对音乐节拍的感受能力强。
但在音乐的伴奏下，肢体动作不够协调。需加强练习。

(二)我力求以人为本，着眼于学生的主动发展，通过音乐实
践培养学生能力和主动性，学生能积极参与，但时间安排的
有点紧，学生没有充足的时间很好做动作。

(四)处处调动学生积极性，采取不同的方法，使每个学生都
动起来。从中也培养了自信心。

(五)整节课气氛活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