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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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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句教学反思课后反思篇一

在本节语文课中有幸抓住文章体裁的特点，对于不同的文体
有不同的教学方法，针对古诗的教学本课采用了知诗人，解
诗题，明诗意，悟诗情四步进行教学，在教授给学生知识的
同时也教给他们学习的方法，授之以渔，相信在今后我们的
班本课程“我和唐诗握握手”的开展过程中也会对学生有所
启迪。

总是想把自己知道的都传授给学生，殊不知是一种错误，低
年级段的课就是教给孩子们识字，写字，朗读（背诵，积累）
练习说话（写话），而本节课在识字写字部分的笔墨还是稍
微淡了些，观察，范写，临摹书写，评价这些环节应该再去
扎实。拓展部分出现的《望岳》这首诗对于二年级孩子来说
难度太大了，不太适合。因此在今后课程的知识拓展部分还
应多加斟酌。

诗的朗读缺少了韵味，因此学生也会受到影响，对于诗歌的
朗诵可以下载相应的音频，孩子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和模仿能
力。写字的基本功不够硬尤其是在田字格中的书写，大小，
占位，压线笔等，处处有讲究，笔笔皆学问。对于文本还不
够较真，对于诗中个别字词的讲解有含糊之处，丰富自己，
教学相长的任务迫在眉捷。



对于低年级的自主学习采用同桌为一小组为宜，由于其能力
有限，主要开展识字，读文，背诵等的自主学习，小组的建
设还需要平时多加指导。教给他们交流合作的方法。告诉他
们应该如何去做。

除此之外，对于古诗写作背景的讲解可以一个小故事的形式
讲给学生，这对于学生明诗意是很有帮助的，对于古诗作者
只需了解朝代即可。学生的写字姿势以及握笔姿势一定要反
复重点强调。

唯有学习方宁静，最是反思能致远。愿我在这教学之路上不
断的求索。

绝句教学反思课后反思篇二

《夏日绝句》是一首借古讽今、抒发悲愤的怀古诗，诗的开
头两句是针对那些贪生怕死，不思收复失地的南宋统治者而
说的。诗的后两句承接前两句意思，举一个历史人物继续发
挥。李清照用项羽的骨气来强调自己“生当作人杰，死亦为
鬼雄”的观点。全诗围绕一个“思”字，直抒胸怀，写出了
英雄对待生死的态度。

本节课课堂上我抓住“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两句诗，
体会项羽的英雄气节。课堂上给孩子创设情境，介绍李清照、
项羽和南宋的历史资料，从而使孩子们能融情于文本中。学
生的学习兴趣比较浓厚，在一次一次的朗读中将感情表达得
淋漓尽致，并能结合古诗赏析明白做人的价值取向：有正气、
有骨气、有气节。每个孩子心中都有崇拜的英雄，也激励自
己努力去做这样的英雄，预设的教学目标就完成了。

绝句教学反思课后反思篇三

夏日绝句这首古诗围绕一个“思”字，直抒胸怀，写出了英
雄对待生死的态度，特别是“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已



经成为格言警句，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读者。本节课我主要采
用：初读，感知诗句；再读，了解诗意；品读，悟情入境；
研读，融会贯通的方法进行教学，使学生在品词析句中潜移
默化地感受赏析诗歌的方法。课堂上我抓住“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这两句诗，从修辞手法和思想感情两方面入手，
进行深入赏析，体会项羽的英雄气节，李清照的赞颂、悲愤、
担忧等复杂的感情。课堂上给孩子创设情境，出示李清照、
项羽和南宋的历史资料，从而使孩子们能融情于文本中。学
生的学习兴趣比较浓厚，在一次一次的朗读中将感情表达得
淋漓尽致，并能结合古诗赏析明白做人的价值取向：有正气、
有骨气、有气节。每个孩子心中都有崇拜的英雄，也激励自
己努力去做这样的英雄，预设的教学目标就完成了。最后通
过欣赏名言警句、古诗，拓宽学生的视野，也感受到中华古
诗词的魅力。

在教学中我有以下感受：

孩子们二年级了，有一部分学生因为生理、心理等因素不爱
举手了。根据此现象，本课教学时，我精心把两个问题设计
成了“请接题”挑战形式：一次是“人杰”、“鬼雄”的教
学；一次是“不肯过江东”的教学。每次挑战，孩子们都表
现出昂扬的斗志。这种挑战的方式，直接带动了学生学习的
主动性，同时也为准备充分的同学提供了展示的舞台。

根据这首诗的学习的特点，提出让学生课前了解作者李清照
的生平、学生查阅有关项羽的生平及与其相关的作品或成语
等，进行交流学习活动。

长课文要短上，短课文要长上。这首诗只有短短的20个字，
如何再现项羽的英雄形象和英雄豪情？这就需要“课外资
源”的有力补充，需要搜索不少资料。于是我搜集了五处资
料进行整理、组合、浓缩、改编，尽量做到了精炼，符合学
生口味。具体是课前预热时项羽的简介、表现人杰的成语补
充、“不肯过江东”时的历史资料再现、品时代造就英雄时的



《题乌江亭》及南宋的历史背景和整体提升时有关英雄气节
的名句。我之所以这样处理，是因为窦桂梅老师说过：“教
古诗不能光看教的数量，要看是否能真正走进学生的质（精
神）。”真正的语文课并不仅仅是40分钟，遵循这一特点，
我独具匠心设计了这节可的延伸活动：

1、背诵并默写《绝句》

2、配上旋律把《绝句》编成曲吟唱。

3、出张有关英雄的手抄报。

4、学了“英雄”，你有何想法，请把你的想法写成文。

从反馈的，可以归结果来看，归纳出几点成功的地方：

1、学生默写并背诵特别认真，因为孩子们还沉浸在诗的意境
中。

2、学生自己出手抄报，自己出报刊名，自己搜集资料，排版
设计的过程中，注意到了排版技巧；一些爱画画的学生，还
在他的诗集上画上了美丽的插图，会不很好的，他们就采用
贴图，也很有创意……学生忙并收获着。

3、关于“英雄”文，学生的语言很有思维含量，很有自己的
独特见解的。

教学中以“英雄”为主题，深入了解历史背景，阅读诗中所
含的三个典故故事，以两个故事、两个成语感受项羽这个英
雄的英雄气概，以“借古讽今”感受李清照的爱国情怀。学
生过去只是背诵古诗，却不知短短的二十个字中却有如此气
势，他们深深地被项羽的英雄气概和李清照的'才气和豪迈折
服。



“老诗”用新法，感觉不错。

绝句教学反思课后反思篇四

《绝句》是唐朝诗人杜甫闲居成都草堂时所作。本诗是其中
的第三首，描写了草堂门前浣花溪边的春景。

在本节课的`教学设计上，我通过激趣引题、整体感知、想象
画面、感情朗读、给诗配画等几个方面让学生体会诗的意境
之美，由浅入深，层层展开，引导学生领会诗意、体味诗境，
受到美的熏陶。在教学中注重体现“以学生的发展为本”的
新理念，将学生的“自主学习”贯穿于教学全过程，鼓励和
引导学生大胆地想，尽情地读，让学生的思维动起来，想象
飞起来，语言活起来。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这节课上，我觉得自
己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例如在“理解诗意”这一环节，我没
有让学生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每句诗的意思说得不是
很完整；还有就是由于自己整节课的时间分配不是很合理，
最后的书写环节有些草率。从这节课的得失来看，我今后在
上每节课时，一定要充分备好教材，备好学生，不断改进自
己的教学方法。

绝句教学反思课后反思篇五

我抓住了杜甫诗中有画的.特点，展开想象，感受课文景色之
美。我首先让学生结合插图，自读古诗，了解诗中写了哪些
景物，然后再结合图片，小组交流领悟作者描绘了一幅怎样
的画面？抓住动静结合的描写，读出春的生机和和谐。适当
拓展内容，一方面增加学生背诵方面的积累，另一方面积累
对春天的美好感受。不足之处，学生古诗词积累较少，整个
课堂不活跃，学生参与性不高，没有能够积极主动的进入到
古诗词的意境之中。



在今后的古诗词教学中，要让学生多读多背诵，积累大量的
古诗词，能够看到景物就想起诗句。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传
统文化越来越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