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场检查发言稿(实用7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但愿人长久教学反思篇一

我在教学《但愿人长久》一课时，为学生创设了这样的情景，
通过播放音乐，让学生一边听一边想苏轼当时的心情。由于
他和他弟弟分别7年了，特别想念弟弟，看到天上的圆月，他
埋怨起来，为什么在别人的分离时月亮变的这么圆，这么亮
创设这样的情景，调动了学生的情感体验，又通过让学生在
感情品读中体会亲情，理解诗人所表达的意境。随后，我又
问学生你在中秋节这一天有没有和亲人分离的场面，你又有
什么感受。有的学生说我姐姐在远处上学，去年中秋节这天
她没有回家来，我们吃月饼的时候很想念姐姐，我想此时此
刻，姐姐要是能和我们坐在一起赏月，吃月饼。那该有多好
啊。有的同学还说在过中秋节的这一天。爸爸打工在外，远
离家乡，一家人都很想爸爸，接着我问，你此时此刻的心情
也和诗人苏轼的心情是一样的，用哪一句话来表达，学生说：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从学生的回答中，我明白了他
们确实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用这样的方法理解起来就容易
的多了。

学生读完第二自然段很快就感受到他内心思念亲人的情感。
我引导学生探究表达情感的词句。从“心绪不宁、“形影不
离等词句中可以感受到对弟弟的思念之情。由第二小节学生
联想到唐代大诗人王维的诗句：“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
节倍思亲。也恰恰表达了苏轼当时的情感。在教学“形影不
离时，文中一句“他们俩一起读书，一起玩耍。解释了这个
词的意思，我又让学生进行了联想：“他们在一起还会干些
什么呢？学生浮想联翩，有的说：“在一起吃月饼、赏月，



有的说：“过年在一起包饺子，放鞭炮等。学生的联想一方
面加深了对词意的感悟，另一方面也让学生进一步感受到了
苏轼于弟弟苏辙的手足情深。

第四自然段教学时，苏轼的情感由思念变为埋怨，教学时主
要抓住了文中的反问句：“无情的月亮啊，你为什么偏偏在
别人分离的时候变得这么圆、这么亮呢？通过教师的范读、
学生读等多种形式体验他当时复杂的内心体验。同时我也引
导学生抓住后面的省略号省略了什么进行了讨论，培养了学
生的想象力，也加深了对文本的体验。

最后两小节，主要引导学生体会苏轼宽慰的内心体验。通过
反复朗读，学生感受到了他热爱生活、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

古往今来，很多文学家、诗人喜欢借月亮抒发内心的情感，
所以我在教学时，以月亮为线索，引导品读感悟《但愿人长
久》，教学开始以中秋节导入，说到中秋节，班上多数学生
并不清楚，很多学生将他与重阳节混淆，我向学生介绍了一
下中秋节，重点突出了它是合家团圆的象征，每逢中秋，人
们常常望月思乡，怀念亲人，盼望亲人团聚。导入课题后我
和学生共同欣赏了王菲的一曲《但愿人长久》，优美的旋律
将学生的情感一下子调了上来。接下来，围绕月亮让学生背
诵了一些经典诗句。

第二自然段“这天夜晚，皓月当空，万里无云。一句，学生
读到这儿自然想到这正是亲人团聚的时候，苏轼也正是由这
明月激发起思念亲人的痛楚，触景生情。所以指导学生朗读
时，读出对亲人的思念之情，脑海里仿佛浮现出与弟弟一起
生活时的快乐情景。

在本课教学中结合需要我多次采取小组合作的方式。第四小
节后面的省略号省略了什么，我让学生在小组中也进行了交
流，为了提高交流效果，我让小组长作了简要记录。下课后
我将小组交流的结果收了上来，有的个小组长记录很好，有



的还不会记，后面我将进行指导。小组交流的目的主要是共
享学习收获，有的小组也发现了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后来
又进行了组际交流。

苏轼的情感变化是本文教学的一个难点，课上我们全班共同
探究。先找出苏轼情感变化的词语“思念、埋怨、宽慰等，
再结合词句体会情感变化的原因，引领学生走进文本，走进
作者的内心世界。

最后我让学生结合本文的学习画了思维导图，课上画了一会
儿，回家让学生进行了完善。

虽然整堂课还算比较流畅，但是遗憾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人
饮水，冷暖自知。就像苏轼所说：这世上哪会有十全十美呢！
课堂，是时间的艺术，也是遗憾的艺术。这堂课还有其他的
不足，有的我心了了，但是有的还“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
身在此山中。不过，只要思考，就会更好。

但愿人长久教学反思篇二

《但愿人长久》苏轼的这首诗，借月抒怀，用丰富的想象力，
把人复杂心理活动——冲突、哀怨、惆怅、矛盾的内心世界，
转化为人间美好生活的祝愿。语言精练，意蕴深远。在课堂
中，我和学生一起读读、背背，感受着他的独特魅力，课后，
大家一起寻找有关苏轼的其他诗词，在课堂内外，营造了浓
厚的文化氛围。借月抒怀，用丰富的想象力，把人复杂心理
活动——冲突、哀怨、惆怅、矛盾的内心世界，转化为人间
美好生活的祝愿。

这是一篇自读课文，学生可以运用过去学过的学习方法进行
自学，教师更多的起的是一个引导，点拨的作用。在这堂课
中，学生围绕一个填空，抓住“思念”一词自主地进行学习，
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在学生借助各种方法理解了
诗的意思后，老师又给予了归纳总结，为学生日后的自主学



习打下了基础。

在教学中，教师出示了一个填空：在这皓月当空，万里无云
的中秋之夜，苏轼在深深地思念着弟弟，
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请学生联系上下文或发挥
想象力，用书上或自己的语言来说一说。为了能更好地完成
这个练习，学生们反复地朗读了文本，然后又把文本中的语
言内化成自己的语言。在这个过程中，既锻炼了学生静心阅
读的习惯，也培养了孩子的口头表达能力。教材是载体，作
为教师，就要挖掘教材中的语言文字训练点，帮助学生提高
语文综合能力。

扎实训练打造有效课堂——《但愿人长久》教学反思

《但愿人长久》以故事的形式介绍了北宋文学家苏轼《水调
歌头》（明月几时有）的创作经过。教学本文，我注重扎实
训练：

本文的一个重点就是理解词的意思，而这个意思就是课文第
五自然段的内容。如何让学生更自然、更快地理解词意，从
而加快背出呢？我采用了这样的方式：先在黑板上出示“人
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
里共婵娟！”在熟读的基础上，让学生从字面上理解词意，
接着再浏览全文，从文中找，引出第五自然段的内容。用小
黑板出示内容，让学生比较，比较的过程就是学生快速动脑
记忆的过程，学生发现其实意思很好记，多读几遍，多比较
几遍，大部分孩子就能把词意记住了。再花点时间背诵一下，
就熟练了。

本文可供训练说话表达的地方颇多，比如用“一起......一
起......”造句，比如想象苏轼对弟弟的思念之情，会说些
什么？会想些什么？比如苏轼还会埋怨些什么？比如创编词，
等等。有的采用填空式激发，有的采用语言情境激发，有的
采用回忆讨论式激发。学生们在王菲的《水调歌头》的音乐



中，灵感得到激发，情感得到升华，表达也自然顺畅许多。

在教学中，教学到第二自然段时，为了让学生深切感受苏轼
的心绪不宁，我和学生们一起回忆了中秋节的风俗习惯，讲
了许多开心的往事，以此铺垫，用自己快乐的心境和苏轼的
孤独情绪相比较，从而深切感受苏轼的惆怅。适当的拓展延
伸，加快了学生的理解。

学完本文，我们一起吟诵了《水调歌头》全文，又一起吟唱
了王菲的《水调歌头》，在音乐中，又一起吟诵了苏轼的其
它诗词。那种氛围，我也似乎来到了苏轼的那个年代，来到
了苏轼的心境，感觉飘渺但很愉快。

但愿人长久教学反思篇三

正值“梅子金黄杏子肥”的季节，我有幸走进优雅古朴的石
屏小学。第一次走进校园，感觉异常的安静，整洁，让我不
忍打破这份宁静。因为，和谐的校园环境也是情境教育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

今天，可能是因为要上课了，心里不免有点紧张，于是也就
顾不上欣赏校园的花草树木，小桥流水。

上完四年级上册的文包词《但愿人长久》，自我感觉很失败，
原本预设的教学效果没有达到，仔细分析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钻研教材没有达到一定的深度。这是一篇文包词的课
文，是以故事的形式介绍了《水调歌头》这首词的创作经过，
所以我在进行教学预设时，只关注了文本中现有的情感主线，
即心绪不宁，埋怨，宽慰，而忽略了文本中没有的，却又有
必要让孩子了解的，使我们的语文课堂更有语文味，让孩子
们有更多的文化积淀。

比如，课文开头的“古时候”，我没有明确告诉学生，其实



这就是宋代，再比如，文中所说的“被朝廷派往密州去做
官”，其实是苏轼自己主动要求去做官的，为的就是和弟弟
苏辙靠得近些……所有这些，其实与文章的中心“思念”，
是一体的，如果能做到这些，能让孩子更透彻地了解整个诗
词的创作过程，从而更好地理解记忆这首词。

其次，教学预设时“备学生”不够。也许是好长时间没有走
出去接班上课了，所以在进行教学预设时，似乎根本就没有
考虑学生的因素。每个学生都是存在差异的，而我却忽略了
这一点，，所以导致课堂好几次几乎“冷场”，那些突发状
况都是我没有提前预想到的，所以在临时处理时有好多的不
完美。

比如，课堂开始，吟诵与“月亮”有关的古诗词，学生只能
说一首《静夜思》，当我灵机一动，换了一种方式，老师说
上句，学生接下句时，我所说的上句，学生又无法接出下句，
这让我有点不知所措，同时也很尴尬。所以，我想，今后在
进行教学预设时，一定要考虑学生的所有因素，比如学生已
有的知识经验，学生已有的能力……只有全方位地考虑周到，
才能更好地驾驭课堂，做到游刃有余。

最后，课堂的整个行进节奏把握得不太好。课堂前一半过于
松散，时间花费太多，所以后一半就显得有点紧了，以致结
束时有点匆忙。

当然，不忘表扬自己一两点。首先觉得自己的书写指导很到
位，而且落到了实处。其次，结合孩子的生活经验，创设了
好几次生活情境，对理解文本中的句子，词语起到了很好的
启发引导作用。

今后，若还有这样的学习，锻炼的机会，我想，我一定会坚
持走在情境教育的队伍中，努力学习，再接再厉！



但愿人长久教学反思篇四

昨天执教了苏教版四年级语文上册第二课《但愿人长久》，
文章以故事的形式介绍了北宋文学家苏轼《水调歌头》（明
月几时有）的创作经过。对于本文的教学，阐述三点体会。

文章以苏轼的情感变化“思念——埋怨——宽慰”为点贯穿
文章始终。在教学时，围绕这三处情感点引导学生自读自悟、
讨论交流。

学生读完第二自然段很快就感受到他内心思念亲人的情感。
我引导学生探究表达情感的词句。从“心绪不宁”、“形影
不离”等词句中可以感受到对弟弟的思念之情。由第二小节
学生联想到唐代大诗人王维的诗句：“独在异乡为异客，每
逢佳节倍思亲。”也恰恰表达了苏轼当时的情感。在教
学“形影不离”时，文中一句“他们俩一起读书，一起玩耍。
”解释了这个词的意思，我又让学生进行了联想：“他们在
一起还会干些什么呢？”学生浮想联翩，有的说：“在一起
吃月饼、赏月”，有的说：“过年在一起包饺子，放鞭炮”
等。学生的联想一方面加深了对词意的感悟，另一方面也让
学生进一步感受到了苏轼于弟弟苏辙的手足情深。

第四自然段教学时，苏轼的情感由思念变为埋怨，教学时主
要抓住了文中的反问句：“无情的月亮啊，你为什么偏偏在
别人分离的时候变得这么圆、这么亮呢？”通过教师的范读、
学生读等多种形式体验他当时复杂的内心体验。同时我也引
导学生抓住后面的省略号省略了什么进行了讨论，培养了学
生的想象力，也加深了对文本的体验。

最后两小节，主要引导学生体会苏轼宽慰的内心体验。通过
反复朗读，学生感受到了他热爱生活、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

古往今来，很多文学家、诗人喜欢借月亮抒发内心的情感，
所以我在教学时，以月亮为线索，引导品读感悟。



教学开始以中秋节导入，说到中秋节，班上多数学生并不清
楚，很多学生将他与重阳节混淆，我向学生介绍了一下中秋
节，重点突出了它是合家团圆的象征，每逢中秋，人们常常
望月思乡，怀念亲人，盼望亲人团聚。

导入课题后我和学生共同欣赏了王菲的一曲《但愿人长久》，
优美的旋律将学生的情感一下子调了上来。接下来，围绕月
亮让学生背诵了一些经典诗句。

第二自然段“这天夜晚，皓月当空，万里无云。”一句，学
生读到这儿自然想到这正是亲人团聚的时候，苏轼也正是由
这明月激发起思念亲人的痛楚，触景生情。所以指导学生朗
读时，读出对亲人的思念之情，脑海里仿佛浮现出与弟弟一
起生活时的快乐情景。

月光透过窗子把银光洒到床前。此时的苏轼看着月光，不由
得产生了怨月的心理。一阵感慨后转念又想到，人的悲欢离
合如同月儿的阴晴圆缺，心里又宽慰了许多，教学时引导学
生品读感悟，最后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是苏
轼热爱生活、奋发向上的宽大胸襟的表露。最后在一起吟诵
文中的五行诗结束了文章的教学。

在本课教学中结合需要我多次采取小组合作的方式。第四小
节后面的省略号省略了什么，我让学生在小组中也进行了交
流，为了提高交流效果，我让小组长作了简要记录。下课后
我将小组交流的结果收了上来，有的个小组长记录很好，有
的还不会记，后面我将进行指导。小组交流的目的主要是共
享学习收获，有的小组也发现了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后来
又进行了组际交流。

苏轼的情感变化是本文教学的一个难点，课上我们全班共同
探究。先找出苏轼情感变化的词语“思念、埋怨、宽慰”等，
再结合词句体会情感变化的原因，引领学生走进文本，走进
作者的内心世界。



最后我让学生结合本文的学习画了思维导图，课上画了一会
儿，回家让学生进行了完善。

但愿人长久教学反思篇五

在所有的借月抒怀的古诗中，“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是最经典的，诗句里流露出的博大胸襟和美好情怀像皎洁的
明月一样，光照千古。

虽然整堂课还算比较流畅，但是遗憾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人
饮水，冷暖自知。自己先做一下反思，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获益良多。

体会苏轼的思念之情是全文的一个重点，我虽然有意识地引
导学生谈谈自己家是如何过中秋的，谈谈自己和亲人的分别
感受，以这些比较来凸显苏轼的惆怅和伤感，但是对苏轼的
内心还探寻的不够。原来教案上有一个环节，让学生想象，
苏轼会回忆起什么？结果自己在上课时疏忽了，课后我想，
如果在此基础上，再想象苏轼会在心里默默地对远方的弟弟
说什么？这样就把苏轼那复杂纷乱的内心世界变得可感可知
了。

对于这篇课文来说，要多让学生反复吟诵诗句，在吟诵中体
味情感，积累名句。这一点，我也注意到了，但是在最后如
果再细腻一些，效果会更好。我设想可以联系生活让学生想
想，再过几天就是中秋佳节了，你有没有远在他乡的亲人朋
友？你想把“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美好的祝福送给他
（她）吗？然后再让学生一个一个反复深情诵读“但愿人长
久，千里共婵娟”这一句，把这美好的祝福送给自己远方的
亲人。然后我再说：“让我们把这美好的祝福送给全天下所
有离别的人们吧！”把语文和生活联系起来，我相信，一定
会有孩子在中秋节对亲人送上这美好的祝福的！

就像苏轼所说：这世上哪会有十全十美呢！课堂，是时间的



艺术，也是遗憾的艺术。这堂课还有其他的不足，有的我心
了了，但是有的还“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不过，只要思考，就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