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芙蓉楼送辛渐教学反思(通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里我整理
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
解一下吧。

芙蓉楼送辛渐教学反思篇一

这是一首选自课外的送别诗，本诗构思新颖，淡写朋友间的
离情别绪，重写自己的高风亮节。前两句苍茫的江雨和孤峙
的楚山，烘托出了送别时的孤寂心情，后两句自比冰壶，表
达自己开阔的胸怀和坚强的性格。全诗即景生情，寓情于景。
古诗字字凝练，句句隽永，必须要指导学生在咀嚼、体会、
感悟的基础上，放手让学生自主诵读，从整体上去感知诗的
音乐美，让他们自然而然地步入诗的意境，最终获得思想的
启迪，达到积累祖国语言，提高审美情趣的目的。针对本次
教学实际，粗谈几点自己的体会：

一、把握古诗的韵律美，让学生自主诵读，发挥其主动性。
在教学中我们应注重学生的个性特征采取不同的诵读方式，
或听读、或范读、或领读、或齐读。初步朗读，读准诗的节
奏，要求在语言层面上读通全诗，做到停顿正确。如：在初
读古诗时，让学生自读三遍，要求读准字音，句子读通。在
此基础上读出诗的节奏和停顿，同时穿插七言绝句的相关知
识及朗读技巧，然后范读，指名读，师生互读等等。正确停
顿、富有节奏的朗读可使学生较快地进入赏析古诗的角色。
当然，无论采用什么样的诵读方式，我们应在这一过程中进
行科学的诵读指导。引导学生把握声调节奏，真正体现诗句
朗读中的韵律美，读准诗句的节奏，有利于理解古诗的含义，
读出语气和语势，则有利于体会古诗的感情，表现出诗的抑
扬顿挫。通过多层次、多形式的诵读，学生必然会被古诗的



韵律美、节奏美深深感染，从而加深对诗文的感知。这样不
仅激发了学生探究古诗的欲望，而且为学生理解、体味古诗
的意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抓诗眼，把握古诗的意境，让学生开拓想象，感悟诗人
的内心。古诗是诗人的情与景、心与物相互交融而形成的，
它是一种感性形象。诗的意境正是诗人的思想感情的生活图
景和谐统一形成的，它需要感性熟悉和情绪体验，在引导学
生体会诗人王昌龄孤寂的内心时，抓住诗眼“孤“来层层深
入理解。

首先通过词想象画面。如：让学生找出诗中描写了哪几种景
物，引导说具体，再发挥想象，你眼前仿佛看到了一幅怎样
的画面？在想象中理解诗的大意，避免了以往以词解词的教
法，既淡化了诗意，又培养的学生的想象力。然后通过一对
表示时间的词语“夜”和“平明“引出《芙蓉楼送辛渐
（一）》，这是前一天晚上王昌龄和辛渐在芙蓉楼饮酒话别
的情景，结合一夜的寒雨体会此时诗人那种忧愁、孤寂的心
情，指导朗读，同学们的情渐渐浓了。最后穿插王昌龄的生
平资料，在他坎坷的仕途中，再次体会与好友分别时的心境，
再读前两行，真正走进诗人的内心。

在理解后两句时，采用的换位想象，如果你是家中的某一位
亲友，见到辛渐会如何询问？而诗人在与辛渐分别时只有一
句嘱托，那就是“一片冰心在玉壶”。再抓住诗眼“冰”
和“玉”了解其特点，通过三次引读深入感悟诗人那种高风
亮节、矢志不渝的品格。通过多元解读，渲染意境，让学生
入情入境的深入体会，诗中有画，画中有情，才能与诗人产
生情感上的共鸣。

课虽然结束了，但是我的思考仍在继续，无论是自身的素质
还是业务能力都需要不断地提高。以人为本，完善自己，改
进课堂，我会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探索。



芙蓉楼送辛渐教学反思篇二

一、把握古诗的韵律美，让学生自主诵读，发挥其主动性。
在教学中我们应注重学生的个性特征采取不同的诵读方式，
或听读、或范读、或领读、或齐读。

初步朗读，读准诗的节奏，要求在语言层面上读通全诗，做
到停顿正确。如：在初读古诗时，让学生自读三遍，要求读
准字音，句子读通。在此基础上读出诗的节奏和停顿，同时
穿插七言绝句的.相关知识及朗读技巧，然后范读，指名读，
师生互读等等。正确停顿、富有节奏的朗读可使学生较快地
进入赏析古诗的角色。当然，无论采用什么样的诵读方式，
我们应在这一过程中进行科学的诵读指导。引导学生把握声
调节奏，真正体现诗句朗读中的韵律美，读准诗句的节奏，
有利于理解古诗的含义，读出语气和语势，则有利于体会古
诗的感情，表现出诗的抑扬顿挫。通过多层次、多形式的诵
读，学生必然会被古诗的韵律美、节奏美深深感染，从而加
深对诗文的感知。这样不仅激发了学生探究古诗的欲望，而
且为学生理解、体味古诗的意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抓诗眼，把握古诗的意境，让学生开拓想象，感悟诗人
的内心。古诗是诗人的情与景、心与物相互交融而形成的，
它是一种感性形象。诗的意境正是诗人的思想感情的生活图
景和谐统一形成的，它需要感性熟悉和情绪体验，在引导学
生体会诗人王昌龄孤寂的内心时，抓住诗眼“孤“来层层深
入理解。

首先通过词想象画面。如：让学生找出诗中描写了哪几种景
物，引导说具体，再发挥想象，你眼前仿佛看到了一幅怎样
的画面，在想象中理解诗的大意，避免了以往以词解词的教
法，既淡化了诗意，又培养的学生的想象力。然后通过一对
表示时间的词语“夜”和“平明“引出《芙蓉楼送辛渐
（一）》，这是前一天晚上王昌龄和辛渐在芙蓉楼饮酒话别
的情景，结合一夜的寒雨体会此时诗人那种忧愁、孤寂的心



情，指导朗读，同学们的情渐渐浓了。最后穿插王昌龄的生
平资料，在他坎坷的仕途中，再次体会与好友分别时的心境，
再读前两行，真正走进诗人的内心。

在理解后两句时，采用的换位想象，如果你是家中的某一位
亲友，见到辛渐会如何询问，而诗人在与辛渐分别时只有一
句嘱托，那就是“一片冰心在玉壶”。再抓住诗眼“冰”
和“玉”了解其特点，通过三次引读深入感悟诗人那种高风
亮节、矢志不渝的品格。通过多元解读，渲染意境，让学生
入情入境的深入体会，诗中有画，画中有情，才能与诗人产
生情感上的共鸣。

有缺陷的课才有探讨的价值和改进的动力，通过实际教学，
也呈现出了许多的不足之处：

1、教师的语言和说话的口吻要贴近学生的生活，让课堂成为
师生对话交流的平台，而并不是单纯的我说你听，要拉近师
生间的关系，更好地走进文本，走进诗人。

2、要关注学生的感受，问题的提出要符合学生思考的规律，
应环环相扣，不露痕迹。如：让学生默读前两行，看看都写
到了哪几种景物，这样提问显得有些生涩，破坏了学习这首
诗的整体感。何不这样问：读着这首诗，你感觉诗人的心情
是怎样的，从哪些地方感受到这种心境，引导学生抓住字词
来体会，再出示《芙蓉楼送辛渐（一）》再次抓词感受诗人
的心情，这样就从整体到部分，把学生的思考引向深入。

芙蓉楼送辛渐教学反思篇三

本站后面为你推荐更多《芙蓉楼送辛渐》教学反思！

一、把握古诗的韵律美，让学生自主诵读，发挥其主动性。
在教学中我们应注重学生的个性特征采取不同的诵读方式，
或听读、或范读、或领读、或齐读。



初步朗读，读准诗的节奏，要求在语言层面上读通全诗，做
到停顿正确。如：在初读古诗时，让学生自读三遍，要求读
准字音，句子读通。在此基础上读出诗的节奏和停顿，同时
穿插七言绝句的相关知识及朗读技巧，然后范读，指名读，
师生互读等等。正确停顿、富有节奏的朗读可使学生较快地
进入赏析古诗的角色。当然，无论采用什么样的诵读方式，
我们应在这一过程中进行科学的诵读指导。引导学生把握声
调节奏，真正体现诗句朗读中的韵律美，读准诗句的节奏，
有利于理解古诗的含义，读出语气和语势，则有利于体会古
诗的感情，表现出诗的抑扬顿挫。通过多层次、多形式的诵
读，学生必然会被古诗的韵律美、节奏美深深感染，从而加
深对诗文的感知。这样不仅激发了学生探究古诗的欲望，而
且为学生理解、体味古诗的意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抓诗眼，把握古诗的意境，让学生开拓想象，感悟诗人
的内心。古诗是诗人的情与景、心与物相互交融而形成的，
它是一种感性形象。诗的意境正是诗人的思想感情的生活图
景和谐统一形成的，它需要感性熟悉和情绪体验，在引导学
生体会诗人王昌龄孤寂的内心时，抓住诗眼“孤“来层层深
入理解。

首先通过词想象画面。如：让学生找出诗中描写了哪几种景
物，引导说具体，再发挥想象，你眼前仿佛看到了一幅怎样
的画面，在想象中理解诗的大意，避免了以往以词解词的教
法，既淡化了诗意，又培养的学生的想象力。然后通过一对
表示时间的词语“夜”和“平明“引出《芙蓉楼送辛渐
（一）》，这是前一天晚上王昌龄和辛渐在芙蓉楼饮酒话别
的情景，结合一夜的寒雨体会此时诗人那种忧愁、孤寂的心
情，指导朗读，同学们的情渐渐浓了。最后穿插王昌龄的生
平资料，在他坎坷的仕途中，再次体会与好友分别时的心境，
再读前两行，真正走进诗人的内心。

在理解后两句时，采用的换位想象，如果你是家中的`某一位
亲友，见到辛渐会如何询问，而诗人在与辛渐分别时只有一



句嘱托，那就是“一片冰心在玉壶”。再抓住诗眼“冰”
和“玉”了解其特点，通过三次引读深入感悟诗人那种高风
亮节、矢志不渝的品格。通过多元解读，渲染意境，让学生
入情入境的深入体会，诗中有画，画中有情，才能与诗人产
生情感上的共鸣。

有缺陷的课才有探讨的价值和改进的动力，通过实际教学，
也呈现出了许多的不足之处：

1、教师的语言和说话的口吻要贴近学生的生活，让课堂成为
师生对话交流的平台，而并不是单纯的我说你听，要拉近师
生间的关系，更好地走进文本，走进诗人。

2、要关注学生的感受，问题的提出要符合学生思考的规律，
应环环相扣，不露痕迹。如：让学生默读前两行，看看都写
到了哪几种景物，这样提问显得有些生涩，破坏了学习这首
诗的整体感。何不这样问：读着这首诗，你感觉诗人的心情
是怎样的，从哪些地方感受到这种心境，引导学生抓住字词
来体会，再出示《芙蓉楼送辛渐（一）》再次抓词感受诗人
的心情，这样就从整体到部分，把学生的思考引向深入。

芙蓉楼送辛渐教学反思篇四

这三首诗虽主题各异，但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诗人伟大的品
格。其中《芙蓉楼送辛渐》是一首送别诗，本诗构思新颖，
淡写朋友间的离情别绪，重写自身的高风亮节。在讲授中，
我注重学生的个性特征，采取不同的诵读方式，或者听读，
或者范读，或者领读，或者齐读。初步朗读，读准诗的节奏，
要求在语言层面上读通全诗，做到停顿正确。经由多层次、
多形式的诵读，学生被古诗的韵律美、节奏美深深感染，从
而加深对诗文的'感知。这样不仅激发了学生探究古诗的欲望，
并且为学生理解、体味古诗的意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芙蓉楼送辛渐教学反思篇五

所谓“凤头、猪肚、豹子尾”作为课堂教学而言，是要有精
彩的开篇，容量足够丰厚的课堂主要内容和**处的干脆收尾。
我在这课当中没有注意详略得当，开篇占用了太长时间，反
复读有关送别的古诗，再缓缓进入主题之后，虽然有亮点诞
生，但是结尾明显啰嗦，余味少了一些。

2、古诗教学应打破传统逐字逐句牵引的模式，而放手让孩子
们自学：你读懂了什么？读不懂什么？翻译式的古诗学习方
法，冲淡了古诗的韵味，实为败笔。学生只需要讲出大概意
思，教师启发想象当时情景就好。

3、学生不能主动讲出诗意的原因是：老师给孩子自学的时间
太少，充分读悟之后才能有所得。

4、学生无法说出最后两句的意思，是因为课前不了解背景，
老师也没有介绍。

5、学生在最后两句诗句中存有疑问，应该让学生自己发问。

备课时我做到了从普通读者的欣赏性阅读出发，感受文本美、
意境美、人格美。

在“从学生的视角出发可以学什么，不学什么，学习中感悟
什么？哪些可能是学生学习的疑点、难点、兴奋点”上做得
有所欠缺。

1、出示资料的顺序最合理的是什么？王昌龄和辛渐的资料口
头讲就够了吗？

2、学诗部分是否配乐？配在什么地方？

3、学生自己发现：王昌龄难道不思念亲人？思念谁？有这个



必要吗？

4、图片可不可以用书中的寒江、楚山？可以指导学生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