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编二年级古诗二首教学反思总结(模
板5篇)

当工作或学习进行到一定阶段或告一段落时，需要回过头来
对所做的工作认真地分析研究一下，肯定成绩，找出问题，
归纳出经验教训，提高认识，明确方向，以便进一步做好工
作，并把这些用文字表述出来，就叫做总结。那么我们该如
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总结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总结
书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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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授课重点

1、认识“泉、流”等7个生字，会写“无、树”等5个生字。

2、能用联系生活实际、图文结合等方式了解“惜、晴柔”等
词语的意思，初知古诗大意。

3、能正确朗读、背诵古诗。

三、学习难点

1、书写难点：

无：四笔写成，第三笔撇不超过第一笔的横，从竖中线上起
笔，第四笔是竖弯钩，从田字格正中心起笔，竖要写在竖中
线上。“无”不要写成“天”。

树：左中右结构，两边高中间低。“木”和“又”的捺变成
点，注意穿插和避让。

爱：上中下结构，上边是“爪子头”，注意“点，点，撇”



的方向。下半部分是个“友”，不要写成“又”。

角：上下结构，上小下大。刀字头短撇从竖中线上起笔。下
半部分“用”中间的两条短横不能碰到左右两边，中间一竖
在竖中线上。

尖：上下结构，上方”小“字竖钩变成一条短竖写在竖中线
上，撇捺要舒展。

2、朗读指导：

本课为古诗，同学们要学会：

（1）借助拼音正确朗读古诗；

（2）借助停顿符读出古诗的节奏。

3、理解诗意：

同学们在试着说古诗大意的时候，要学会借助注释理解古诗，
回答问题时要有条理，先读出诗句，再说出诗句的意思。

本节课整体效果较好，大部分学生能够借助提示对古诗进行
理解，也有少部分学生可以不借助提示准确说出自己的理解。
在古诗朗读方面，“惜细流”学生读错率较高，通过老师范
读，学生反复朗读纠正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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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节课我强调了学法指导，让学生在整理复习中掌握了一种
高年级语文课的复习方法－－三重复习法。即：重积累――
积累好词佳句；重朗读――潜心会文本、披文以入情；重拓
展――注重学生情感知识的获取和写作能力的培养。课堂上
从学生已有知识出发，引导学生主动学习课文内容，使学生



从整体上把握单元主题，并在积累、诵读、实践中掌握复习
语文的方法，提高学生语文学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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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之处：

1．抓关键字词，体会情感。在设计中我抓住诗句中的动态
词“开、出、回、来”，体会作者把景写活，在体会中，我
善于引导学生展开充分的想像，每一句诗即是一幅画，引导
学生抓好这些关键字词，想像画面读出情感，感悟诗人的喜
爱之情。

2．学习生字时，由于是二年级的学生不用像一年级那样，我
适当放手让学生从己有的知识想出识记的办法，注意了低中
年级的对接，而且我还运用了字理识字的方法来辅助学生识
字，加深学生对生字的识记和积累。

3．注意语文课“听说读写练”相结合，实现学生的“双基”
训练。在设计中，我将这五要素融入到课堂中。古诗以诵读
为主，我在指导读时，则结合自己参加语文朗读培训班时学
到的古诗朗读技巧来指导，引导学生朗读古诗时，注意“横
看三字尾，竖看起承转合”，教师范读指导，激发学生读古
诗的兴趣。

4．在学习过程中，关注差异，培养团结合作的能力。在课堂
中，问题简单的给后进生回答，难的，同桌互助，如有自学
后两句时，这方面的关注会更突出一些。

不足之处：

1.教学时间的安排不适当，出现前松后紧的情况，在各个环
节的时间分配把握不是很好，这还需不断地进。



2.在引导学生理解诗句进，方法“增换调补”没有落实到位，
出现学生在回答理解诗句时，还是停在按字解释上，只有几
个尖子生可以用，这个方法有一定的难度，还需在今后的教
学中多使用。

3.在指导朗读时，由于时间的分配不妥，所以在“悟情”环
节中，没能更深入地去体会诗人的情感，所以学生在读时，
诗人味没读出来。通过《古诗两首》的教学，力求体现素质
教育的思想。在教师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从而优化教学过程，提高教学效率。

改进措施：

1.上课时间时刻提醒自己注意时间，每到一个环节都有意识
的去看看时间，严格按照备课教案来上课。

2.低年级重视多读，以读助讲。减少老师的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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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登鹳雀楼》是唐代诗人王之涣的代表作。诗人通过描
写登鹳雀楼观看太阳西沉、大河归海的景色，告诉人们要看
得远，就应站得高的道理，同时也反映了诗人积极向上的进
取精神。

满意之处：

为了让学生能够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和背诵课文，真
正理解字义和诗句内容，深刻感知诗的意境及蕴含的道理，
我在教学前对学生进行了学习情况调查。通过调查，我了解
到学生对古诗《登鹳雀楼》比较熟悉，有部分学生已经能读、
能背了。但发现学生所谓的能背，仅仅是一种机械记忆，有
些学生不但不认识诗中的一些字，而且，有的连字音也读不
准，字形也不清楚，更不明白诗意及蕴含的道理。同时，我



还发现学生通过以往的学习，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学习方法，
具备了一定的学习能力，而且，他们能说的喜欢自己说。

改进措施：

教学时，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主体，让他们运用已有的读新课
文的方法来初读古诗，即先自由读课文后面的生字，再自由
读课文，然后同桌互读互查，让会读的学生帮一帮暂时不会
读的学生，读准字音，读通句子。从而进一步培养了学生的
自学能力和在学习中互相合作的精神。

不足之处：

在检查自读情况时，我先检查生字，再由生字连词。对于学
生容易读错的字词，我进行重点指导、纠正，但是个别字音
仍发音不准确，如：“登”、“层”是后鼻音，“鹳”是三
拼音，“楼”的发音要到位等等，真正把字词教学落在实处。
而且，我充分调动学生利用多种感官，动手、动口、动脑去
学习生字。教学“入”字时，与“人”比较。这是个形近字，
先让学生讨论交流，一起说说“入”和“人”的不同之处，
再以顺口溜的形式帮助学生强化记忆；在教学“欲”字时，
通过动画演示，让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并通过自己的观察、
学习去解决问题，努力使学生尝到了成功的喜悦。

部编二年级古诗二首教学反思总结篇五

1.初读课文。播放录音，范读。自由练读，指名朗读，分男
女生朗读。

2.理解诗意。

（1）分小组合作学习，根据查阅的有关资料，理解诗意。

（2）全班交流，结合学生的交流，引导学生理解诗意。



3.体会诗歌表达的思想感情。

（1）再读诗歌，思考：这首诗歌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你是怎样体会到的？

（2）讨论交流，体会诗歌表达的思想感情。

4.有感情地诵读诗歌，想象诗歌描写的情景，进一步体会诗
歌表达的思想感情。

5.练习背诵。先自由练习背诵，再指名背诵。


