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数教案反思(优秀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
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
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实数教案反思篇一

《题西林壁》是诗人苏轼在被贬赴汝州时，经过九江，游览
庐山后，被庐山的多姿面貌触发诗意而在西林寺的墙上所作。
前两行写出了庐山的多姿多彩，后两句借景寓理，道出了识
人待物的方式方法。

二：教学设计

引导学生理解古诗大意，明白诗中的哲理

首先在ppt上要采用大量的图片：让学生看到在西林寺墙上的
古诗，借以明晓“题西林壁”这四个字的意思；从不同的角
度看看庐山，在图片上辅以文字引导，感受从正面从侧面看
到的庐山分别是什么样子，借以明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
近高低各不同”的意思。其次设置疑问：那么庐山究竟是什
么样子？为什么看不到庐山的真实面貌？引起学生的思考，
引导学生在古诗中找到诗人的答案，借以体会“不识庐山真
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意思。

藉此，我们基本理解了古诗的大意，但是诗中的哲理有如何
让学生明白呢？

给我们的启示，引导大家想想：如果苏轼就在我们身边，他
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了？然后大家一起去古诗中找找苏轼的
看法，借以明晓诗中的哲理蕴意----看事物的角度不同，得



到的结论就会不同，我们要客观全面的看待问题。

试问生活中我们是不是常常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
此山中”这样的感觉呢？引导大家一起思考交流，用生活中
常用的一句话来概括这个哲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这样这首古诗的难点就分散到了回忆和体会之中了，方能不
知不觉的让大家明白古诗的哲理。

实数教案反思篇二

本单元的主题是观察和发现方面的趣事，两首古诗都蕴含了
深刻的人生哲理，让学生理解起来似乎总有一些差距，特别
是第一首古诗中的前两句和后两句，都是讲明从不同的角度
看事物会有不同的结果，但在具体运用到作业的填空题时，
似乎就有些含糊，连我自己都会判断不清。第二首诗歌对于
孩子们的一生都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我花了比较多
的时间去引导孩子们理解在他们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即将遭遇
的各色困难时，都能够想起这句话的含义，并且能够在迷局
之中为自己指明方向。

古诗，在时代上，离我们很远。儿童读古诗，主要是受传统
文化的熏陶。除了要熟读成诵外，初步感悟其中的韵味也是
必须的。因为只有读出了其中的味道，才能真正得到我国传
统文化的影响。把心放在诗境和诗眼中去读，是本设计的特
点。一是通过介绍时代背景和诗歌的具体产生背景，让学生
进入诗歌的情景中去理解诗歌;二是在学生感悟的基础上，抓
住一个“游”字，来引导学生比较阅读，去玩味诗歌的味道。
当然，在具体实施这个教案时，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程度进
行不同层次的比较，不得人为提升，抽象分析。要在诗的韵
味中去阅读，去想象，去发现。



实数教案反思篇三

课前，我布置学生查阅相关的资料，有关于题壁诗的，有关
于苏轼生平的，还有苏轼的其他著作等，相信课前预习的资
料查阅，让他们更全面地了解了诗歌的背景、相关的内容，
更有助于今天的诗歌学习。

教学《题西林壁》，这首诗诗句意思浅显，学生看看注释就
能大致读懂字面的意思。因此，教学本诗时，我把重点放在
让学生对诗中所蕴含道理的感悟上，我先采用讨论学习的方
法让学生探讨这首诗的含义，使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要
想认识事物的本质，必须全面客观地把握、冷静地分析，才
能不被局部现象所迷惑。”在理解含义的基础上，我设计了
一个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你还发现了哪些站在不同的角度
会看见不同的事物？的例子，让学生结合生活实际来讨论。

没想到，学生回答地让我惊讶！他们说出了很多连我都没发
现的例子。我不得不称赞他们的观察力。我顺势又提了个问
题：通过学习了古诗，你受到了什么启发？他们回答地也比
较到位。遗憾的是这节课，我没有指导有感情的朗读造成以
下问题：

1、学生不能直接释题，还得逐词理解后才能释题。这是四年
级的第一首古诗教学，也算是学习古诗的起步，学生理解诗
句的方法还要加强。应以解词串句法作为理解古诗文意思的
主要方法。

2、用一个主问题（大问题）引领全首诗的教学同样适用古诗
的教学，四年级学生能够适应这种方法，避免了逐词逐句讲
授的传统古诗教学模式。

3、将学生对古诗的理解融于“他有一个什么遗憾”“难道他
没认真地观赏吗”和“他为什么没有遗憾呢”等问题中，较
易地理解“入其内，出其外”，能懂得要全面分析事物的道



理。

4、学生难于在生活中发现例子，并对其进行多角度的分析。

5、课堂部分在以学生为主体这一点做得还不够，不自觉地以
教师为主，应让“教师为导，学生为主体”成为习惯。

6、课堂缺少诗味，还未能很好地让学生入境、出境。

实数教案反思篇四

清晰地记得去年在教研时观看的窦桂梅老师执教的古诗文鉴
赏课，当我讲授《题西林壁》一诗，决定借鉴窦桂梅老师的
教学艺术，从吟咏入手，鉴赏开路，体验为线，和学生一起
在诗的意境中陶醉。

我先从诗人苏轼入手引出课题《题西林壁》，然后通过个人
读，小组读，男女生对读等多种形式的读，让学生在读中悟，
真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学生不仅说出诗人的观察角
度不同，还说出了诗中所蕴含的人生哲理，我顺势抓住“横
侧远近高低”体会诗人观察的角度都是什么？然后指导朗读，
在体会本诗蕴含的人生哲理时让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来
讨论，比如评价一个同学，我们应该怎样评价？是只看到他
的缺点呢，还是只看到他的优点呢？还有生活中我们常常是
自己犯了错误还不知道错在哪里而是等到老师或者同学点穿
以后在猛然醒悟。告诉同学们今后应如何从不同角度看问题。

语文教学要重视细节问题的有效把握，因为只有重视了细节，
才能使自己的教学减少遗憾。

一、环节衔接得不够完美，今后在过渡语言上还得锤炼。向
窦桂梅的激情，大气学习。

二、在朗读古诗的环节上虽在“岭”和“峰”“高”



和“低”上做了比较读，但在“岭”的引导上有点狭隘，只
画出平缓，如再让学生上去画出岭的连绵起伏，还有对学生
的朗读指导还不到位，如果能划分节奏，突出重音，并能配
以优美和谐的音乐，辅之以声情并茂的朗读，创设美妙的情
境，有可能帮助学生更能读出古诗的韵味，收到更好的教学
效果。

总之，今后的教学过程中要大胆预设，充分准备，提高课堂
效率！

实数教案反思篇五

由于我是刚接手四（2）班的语文教学，所以对学生的学习进
度还有学生的具体情况不是很了解。本以为学生的学习情绪
可能会因为换了教师会有抵触情绪，但是令我欣慰的是学生
们对我接受的还是比较快。我个人认为古诗词的教学对中年
级的学生来说是个难点，以为学生对于古诗的朗读、背诵会
很困难，没想到大多数的学生都能熟练的朗读古诗，甚至能
流利地背诵全诗。看到学生们这么高昂的学习情绪，我也更
有信心了。

首先学习的苏轼的《题西林壁》。教学《题西林壁》这首诗
时，我想让学生一起朗读这首诗，然后让学生借助有关资料
和书上的注释，自己去读去理解诗所表达的意思。最后让学
生以诗人的身份再去欣赏庐山的山峰，站在诗人的角度，把
自己当作诗人，走进庐山去感受那里的高山峻峰，去想象诗
人当年在庐山写下这首诗时的情景。这样，学生在理解诗意
的基础上，再来感悟诗中所蕴含道理的就很容易。我先采用
同桌互相交流的学习的方法，让学生探讨这首诗的字面上的
意思，让他们明白诗人会写下“为什么看不清庐山的真正的
面目呢，原来是自己处在庐山的群山之中”。这个问题抛出
之后，我让学生们模拟表演试试看，自己坐在教室里，是否
能看到整个教室的面貌，这样学生有了亲身体验，当然学生
有了亲身体验也就明白了世人所写的意思。



最后我回顾了这节课的教学过程，主要存在以下两点遗憾：
一是对事件的把握不是很精确，每个环节上的.时间分配不是
很合理。二是对学生自此掌握的情况没做到及时了解。学生
对个别字词的读写、字意掌握的还不是很到位。

以后的教学过程中，我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大胆的假设，更
有效的提高教学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